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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第六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

1.营收规模

中国网络文学市场总
营 收 规 模 由 2012 年 的
24.5 亿元增长至 2021 年
的 267.2 亿 元 ， 增 长 了
242.7亿元，总增长率为
991%，年均复合增长率
为30.41%。

2.作品规模

中国网络文学作品规
模由2012年的800.2万部
增长至 2021 年的 3204.6
万部。十年间，作品规模
增加了 2404.4 万部，总
增长率为 300%，年均复
合增长率为16.7%。

3.作者规模

2012 年网络文学平
台注册作者规模约为419
万 人 ， 2021 年 增 长 至
2278 万人，近十年作者
规模整体增长 443.7%，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0.7%。

4.用户规模

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
模持续增长，网络文学用
户规模从2012年的2.3亿
人增长至2021年的4.9亿
人 ， 整 体 增 长 率 约 为
113%。其中，2013年的
用户增长率达17.4%，为
近十年峰值。

5.IP营收规模

中国网络文学 IP 营
收规模从 2012 年的 0.06
亿 元 增 加 到 2021 年 的
41.31亿元，总增长率高
达 68750%，年均复合增
长率为106.7%。

6.IP改编数量

中国网络文学 IP 改
编 数 量 逐 年 增 长 ， 由
2012 年的百余部增长至
2021 年的几十万部。从
改编方向分析，有声读物
和影视剧是目前 IP 改编
的主要方向。

在第六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开幕式暨高峰
论坛上，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第一副理事长张毅
君发布了《2021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报告
主要包括我国网络文学产业过去十年的主要发展成
就、2021年度基本情况以及未来趋势与展望等3个部
分。围绕报告阐释与解读，张毅君接受《中国新闻出
版广电报》记者专访。

回顾网络文学十年的发展成就，张毅君表示，十
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中国网络文学市场总营收
增长至267.2亿元，作品增长至3204.6万部，形成了
以IP为核心的良序产业生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
不断迈进。同时，借助互联网便捷的传播功能，网络
文学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的新形式。张毅君介绍说：“中国直
接向海外输出网络文学作品已达万余部，中国网文企
业运营的海外平台拥有的各类作品总量超过 30 万
部，积累海外用户规模突破1.45亿人；逾20万名外
国作者在中国网络文学企业运营的海外平台上，展
开多语种多类型网络文学创作。中国网络文学在国
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互鉴的场景中，正扮演着日
益活跃的重要角色。”

2021年网络文学呈现三大特征

过去一年，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情况如何？张
毅君分别从市场营收、作品以及“出海”三方面进
行盘点。

根 据 中 国 音 像 与 数 字 出 版 协 会 数 据 测 算 ，
2021 年我国网络文学产业总体营收规模为 267.2 亿
元，较 2020 年的 249.8 亿元增长了 17.4 亿元，同比
增长 6.98%。其中，订阅、版权和广告 3 个板块营
收均较上年有所增长，分别为 128.38 亿元、67.88
亿元和 56.39 亿元。张毅君表示，与往年相比，订
阅收入占比继续下降，版权和广告收入占比有所
提升。

在相关政策引导下，现实和历史题材的创作被进
一步激发，反映时代巨变、书写创新创造、描绘美好
生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品佳作相继涌
现。据张毅君介绍，在未区分重复授权、多语种翻
译、授权地区以及海外原创等情形下，2021年，我
国网络文学“出海”作品总量超30万部，占网文作
品总量的近10‰。

根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数据测算，2021
年，我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规模为 29.05 亿元，
同比增长75.32%。“网络文学海外营收占市场营收总
规模的比例又有明显提升，从2020年的6.63%上升为
2021年的10.87%。”张毅君补充说道。

总体而言，2021 年我国网络文学产业发展主要
呈现三大特征：一是现实题材创作持续深化，有力
推动着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免费与付费并存的
商业格局已然形成，用户群体获得有效拓展；三是
网络文学 IP 价值凸显，“轻衍生”等的开发热度悄
然升温。

未来发展呈现六大趋势

中国网络文学在循序渐进和守正创新中，逐步形
成了独有的发展路径。步入新时代、站在新起点的中
国网络文学，将开启怎样的新征程？张毅君认为，在
政策引领和市场需求的双轮驱动下，中国网络文学将
呈现六大发展态势。

一是提升内容精品化生产能力，仍将是产业发展
立于不败之地的牢固基石。网络文学企业将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
中华文化影响力为目标，以精品内容为手段，更好发
挥网络文学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
魂的作用。

二是强化作者向心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势必成
为企业构建核心竞争力的不二选择。一方面行业协会
组织的交流培训活动将会不断丰富，标准体系也将更
加完善；另一方面网络文学企业对作者的管理、培育
能力将不断提高，共同推动建强新时代网络文学作家
队伍。

三是完善IP全链条发展，将成为企业优化业务
模式的重要手段。网络文学在大文化产业中的衍生优
势将更加凸显，如何使网络文学作品成为连接各产业
融合发展的纽带，将是行业高度关注的热点。

四是“出海”模式创新和海外传播体系建设，必
将持续深化、不断丰富。网络文学已成为展现中国形
象的重要窗口，海外本土化传播体系也已初步建立。
未来网络文学企业将更加注重“出海”模式的创新，
更加关注国外用户需求，以构建更加高效的海外传播
体系。

五是面向网络文学领域的专业评论和评价体系，
将得以较快发展和健全。网络文学在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进程中，其在基本理论、市场运作方式、产业生态
方面的研究将更为深入，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也将日趋
完善，推动更多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创新性和可读
性强的网络文学作品涌现。

六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行业治理，将推动形成
更加清朗健康的网络生态。在前期行业治理取得成效
的基础上，中国网络文学行业各主体将更加积极地承
担行业治理责任、参与行业治理行动，形成多元参与
的行业治理体系。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第
一副理事长张毅君：

网络文学
形成良序发展生态
□本报记者 李婧璇

作品规模从800余万部增长到3200
余万部，注册作者从 419 万人增长到
2278万人，IP营收规模从不足1亿元增
长至 40 多亿元……日前落幕的第六届
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向行业、作
者、读者展现出一幅宏伟壮阔的中国网
络文学十年发展的全景图。

十年来，通过加大政策引导，规范
出版管理，完善行业自律，加强对网络
作家、青年作家的团结服务，中国网络
文学步入有序发展的轨道，网络文学成
为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
化、精品化发展趋势更加明朗。

中国网络文学：
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本报记者 李婧璇 张君成 见习记者 商小舟

作为我国数字文化产业的重要
内容源头，十年间，网络文学以其
丰富的题材类型、巨大的作品存量
和不断升级的内容品质立于 IP 文化
产业链的核心，为影视剧、有声读
物、动漫、游戏等领域储备了丰富
的内容势能，网络文学产业实现跨
越式发展，成为记录时代发展、传
播中国声音、增强国际交流的重要
力量。

《悟空传》《寻龙诀》《杜拉拉升
职记》《步步惊心》《匆匆那年》《何
以笙箫默》《琅琊榜》《花千骨》《芈
月传》 等一大批观众耳熟能详的热
播、热映影视作品，均由网络文学作
品改编而成。网络文学与热播、热映
影视作品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激发了
大批网络作家投身创作，用心开掘全
新题材。网络文学生态呈现出勃勃生
机，新生力量态势喜人。

这十年，中国网络文学以 IP 为
核心的产业运营生态，不仅让网络文
学精细化改编从线上拓展到线下，并
且打通了影音漫游全链路，通过主题
公园、衍生品的开发，实现与实体经
济良性互动的巨大价值。

阅文集团公共事务副总裁王睿
霆表示，网络文学已经进入转型升
级的快车道，未来，阅文集团将进
一步在系列化和跨产品形态联动方

面努力，不断拓展产业的形态和外
延，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带来创新
动能和关键增量。

如何实现优秀网络文学作品的
IP 转化？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
副院长肖惊鸿认为，未来的网络文
学，作为我国 IP 文化产业建设的核
心内容，将更加注重内容品质，以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旨归，回归
互联网世界中的文学逻辑，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更多优秀的作
品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传统不死，时代共情，创新表
达。”在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晓晖看
来，网络文学和影视创作已经形成
了相互滋养、互相成就的良好生
态。网络文学是影视创作的源头活
水，影视改编让网络文学突破了原
有的用户圈层，走向更广泛的大众
群体。

咪咕数媒总编辑张学伟认为，
伴随着网络文学数字化和新兴科技
的快速发展，创作者未来可以在元
宇宙空间交流、发布作品。张学伟
以咪咕正在打造的元宇宙创作盛典
为例介绍，“作品呈现形式将会越来
越景观化。在创作时空层面，咪咕
打造了一个比特景观，比特即数
字；在版权层面，作者能通过这种
场景积累数字资产。”

IP多元转化 网络文学成源头活水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
际关注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网络文
学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文艺创新形式，
正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彰显国家文化
软实力的重要载体。网络文学“出
海”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开辟了一条新
路径，带来了新活力。

十年来，网络文学“出海”规模
大幅增加。这十年，是网络文学稳健

“出海”的十年。2021年，网络文学
海外用户突破1.45亿人，海外下载量
达 10.7 亿次，超 20 万名外国作者用
母语在中国网络文学企业运营的海外
网站上创作。与此同时，网络文学海
外市场已从早期以东南亚、北美为核
心，扩展至欧洲、日韩、非洲等国家
和地区，覆盖 40 多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

《赘婿》《赤心巡天》《地球纪
元》《第一序列》《大国重工》 等 16
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一次性被收录
至大英图书馆中文馆藏书目之中，

囊括科幻、历史、现实、奇幻等多
个领域的网络文学题材。正如一位
业内人士分析所说，中国网络文学
作品入选大英图书馆中文馆藏，表
明中国网络文学正成为重要的世界
文化现象和内容产品。中国网络文
学作品走出去的现实案例，让越来
越多的从业者意识到国际化视野
下，特色精品、内容价值才是网络
文学“出海”的王道。

网 络 文 学 在 “ 出 海 ” 过 程 中
不断升级，探索出新路径与新模
式——从最初的国内作品翻译、IP
改编 （版权） 输出，到建立海外平
台、输出产业模式，助力中华文化
走出去。由此，中国网络文学走出
了一条从“作品出海”到“模式出
海”再到“文化出海”的发展路
径，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
强中国文化自信，推进世界文化交
流和文明互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

创新“出海”模式 海外输出成效显著

十年筑梦，与时同行。中国网络文
学积极投身新时代伟大实践，用新颖鲜
活的表现形式创作书写，直面社会变
迁、聚焦火热生活，谱写出新时代文学
的华彩篇章，生动展现出新时代的精神
气象。

这十年，是精品力作不断出现的十
年。在政府支持、协会引导、平台鼓励
和行业监管的合力作用下，由题材、类
型和主题建构起的内容要素市场得到充
分发育，网络文学呈现出兼具现实性、
专业性和多元化的高质量发展态势，形
成了现实、玄幻、奇幻、仙侠、都市、
军事、历史等30余种大分类、200余种
小分类的多样化类型。其中，如《大国
重工》《复兴之路》《重卡雄风》《浩
荡》等，一大批书写重大历史题材和现
实题材的网络文学精品脱颖而出，让网
络文学阵营更加丰富、丰满。

知名网络文学作家齐橙以自身经历
为例介绍，“这十年，我个人经历了从
入门到逐渐得到认可的过程。4 部作
品，1000 万余字，书写了中国制造崛
起的历程，也收获了许多荣誉。”他表
示，新时代的十年，是现实题材创作蓬
勃发展的十年，来自各行各业的创作者
不断进入网络文学天地，涌现出许多行
业题材的精品力作。

对此，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
始人张凌云感触更深。他表示，网络
文学新时代的十年，是掌阅科技原创
文学蓬勃发展的十年。这十年，掌阅
为读者奉献了许多优秀作品。《重生：
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 等近百部原
创作品分别入选“中国好书”“优秀现
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
程”“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优秀网络
出版项目”等。

阅文集团副总裁、总编辑杨晨也表
示，十年间，阅文集团实现了作家作品
规模和成绩的 10 倍增长，见证了单书
千万评论作品、单月百万月票奇迹的诞
生，赢得了全球读者的热爱。

经过十年发展的中国网络文学，已
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本届中国“网络文
学+”大会上，我们欣喜地看到传统出版
与网络文学开启深度融合发展，如北京
出版集团与网易传媒共同发起“同行计
划”首次活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与北京
点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文学创业
板计划”首批成果。

“我们希望通过‘同行计划’推动
‘十月’品牌的文学审美和出版经验与
互联网企业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
打造与人民同呼共吸，彰显新时代发展
成就的现实题材精品力作。”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胡晓舟介绍，项目
首次活动“奔跑在数字时代”网络征文
大赛将秉承“十月”品牌领风气之先的
文学传统，广泛聚拢作者力量，努力书
写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董事长赵红
仕看来，随着网络文学产业的发展壮
大，整个行业也面临着需要进一步规
范，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批政策
敏锐性强、具有前瞻意识的网络文学
企业越来越强调“选题规划”“精品出
版”，在这方面就催生了传统出版与网
络文学出版之间巨大的合作共赢空
间。“通过这样的合作，充分发挥双方
各自的优势，共同推进我国文学出版
工作高质量发展。”

创造精品力作
书写时代巨变

3月24日，观众在“网络文学新时代十年主题成果展”内聆听有声读物经典台词。本报见习记者 商小舟 摄

数说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