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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第八届音乐产业高端论坛
在京举行，论坛发布 《2022 中国音乐产
业发展报告》（总报告）。报告显示，2021
年中国音乐产业总规模约 3787.56 亿元，
同比增长8.54%，增速已恢复至新冠疫情
前的发展水平，“复苏”成为年度行业发
展的主旋律。

报告是由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
术学院副院长、音乐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赵志安教授领衔的音乐产业项目组撰写
完成的年度性调研报告。报告认为，2020
年伊始的新冠疫情使世界经济遭遇历史性
衰退，中国音乐产业在长期增长通道中首
次出现负增长，但中国音乐消费市场的长
期强劲需求趋势没有改变。2021 年，中
国音乐产业逐渐恢复持续向好的稳定发展
态势，在产业内外部结构逐步调整的同
时，供给与需求双向拥抱新技术、新消
费、新模式。

音乐产业迎新一轮结构调整

中国音乐产业正迎来新一轮结构优化
调整和高质量发展机遇。2021 年中国音
乐图书与音像出版产业统计口径内总体规
模为 12.78 亿元，同比增长 8.5%。其中，
音乐图书类产业规模为9.73亿元，同比增
长2%；音像类产业规模为3.05亿元，同
比增长36%。

建党百年是 2021 年音乐图书出版的
重大主题；音乐图书线下市场逐步恢复，
实体店营业收入受主题出版图书的带动，
同比增长 4.09%；唱片销售市场逐步回
暖，黑胶市场相关收入同比增长 25.9%。

“社交+音乐”的社交平台“小红书”成

为数字音乐专辑的新兴发布平台；各音乐
厂牌进一步跨界融合，以垂直化市场和打
造多元 IP 内容连接年轻群体；行业整体
市场回暖并呈现多元发展的局面。

2021 年，中国数字音乐产业规模达
到790.68亿元，同比增长10.3%，在存量
市场竞争激烈、疫情影响下依然保持了高
速增长。2021 年网络音乐用户规模达到
7.29 亿，20—29 岁年龄段用户占比高达
84.1%，主流数字音乐平台的付费用户保
持稳定。

除传统电信音乐增值业务、流媒体服
务、在线 K 歌外，以付费模式为核心的

“音乐+”生态产业链逐步形成。5G、
8K、大数据等科技应用场景的不断拓
展，助力数字音乐产品服务质量不断优
化，产业布局不断完善。

2021 年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许可收
入达 4.42 亿元，同比增长 8.3%，向音乐
著作权人分配使用费达4.69亿元，创历史
新高。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实现
财务收入约3.81亿元，同比增长52%；投
入分配著作权使用费4.64亿元，同比增长
109%。录音制作者广播与表演获酬权业
务全面开局、加速落地；国家版权局敦促
产业各方主体遵守法律法规，建立符合市
场需求的数字音乐版权运营模式；“剑
网”行动有序启动，巩固了网络数字音乐
版权保护成果；新技术持续赋能音乐版权
保护，采用区块链技术获得音乐作品权属
证据已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承认。

“复苏”成年度行业发展主旋律

报告分析认为，“复苏”成为年度行

业发展的主旋律，增速已恢复至疫情前的
发展水平，彰显了中国音乐产业的活力与
韧性。随着线下音乐消费不断调整以适应
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模式，线上、线下音乐
消费协同恢复，音乐与科技双向赋能的应
用场景不断涌现，中国音乐产业加速进入
产业格局重构的发展新阶段。

2021 年，中国音乐产业核心层 （音
乐图书与音像、音乐演出、音乐版权经纪
与管理、数字音乐）、关联层 （乐器、音
乐教育培训、专业音响）、拓展层 （广播
电视音乐、卡拉OK和影视、游戏、动漫
音 乐） 产 值 规 模 分 别 为 929.29 亿 元 、
2201.26 亿元和 657.01 亿元，所占比重分
别为24.54%、58.11%、17.35%。

产业结构呈现“两增一降”：核心层
产业占比较2020年同比增长1.17%，以数
字音乐、音乐演出为主的线上、线下消费
市场双增长，拉动核心层产业快速复苏；
关 联 层 产 业 占 比 较 2020 年 同 比 增 长
1.48%，线下生产、销售、消费领域进一
步企稳回升；拓展层产业占比继续下降
2.65%，传统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行业
新业态亟待培育和成长。从产业结构变化
趋势来看，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与音乐创
意融合发展，做优核心层、做实关联层、
做新拓展层将是中国音乐产业未来优化产
业结构的重点方向。

年度音乐产业发展特征显著

报告显示，2021 年，中国音乐产业
从供给端、渠道端、消费端均呈现出复苏
增长趋势，原创内容和技术创新的引领作
用更加凸显，主要呈现“音乐产品 IP

化、音乐平台融合化、音乐消费场景化”
等发展特征。

移动互联网时代，音乐产品正在向品
牌化、IP 化的趋势发展，主要表现在音
乐演出类产品与其他 IP 运营进行跨界联
合，共同拉动消费升级。音乐演出与游
戏、动漫、电影和城市地标形成联动，快
速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形成音乐文化品
牌。音乐产品 IP 化是当代互联网背景下
音乐产业业态创新的新路径，具有广阔的
发展空间。

依托数字技术的变革，数字音乐平台
加速向线下渠道的赋能。“音乐+社交平
台”“音乐+旅游平台”“音乐+短视频平
台”“音乐+直播平台”“音乐+车联网”

“音乐+元宇宙平台”等新模式的涌现，
推动音乐平台的融合与创新。2021 年在
线直播用户规模达到 6.60 亿，“音乐+电
商”模式逐渐演变为“音乐+直播带货”
模式；短视频平台提升了数字音乐传播
度，拓宽了数字音乐变现渠道；依托元宇
宙科技举办的众多虚拟演唱会，丰富了音
乐现场观众的沉浸式体验。音乐平台融合
化催生音乐产业生态构建的创新和发展。

2021 年音乐消费的主力群体呈现出
“两端化”特征：年轻群体数量众多但增
速放缓，中老年群体比例逐步提升。两类
群体对场景化的消费需求正在持续增长。
场景消费是通过视听感知与想象场景进行
吻合的消费心理过程，各类音乐市场主体
均在实体场景、社交媒体场景、社群场
景、自媒体场景等方面发力，促进音乐消
费发展。音乐消费场景化将进一步刺激音
乐产业的消费需求，提升消费品质，开拓
消费空间。

《2022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总报告）显示——

2021年中国音乐产业总规模超3787亿元
□本报记者 孙海悦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商务印书馆近
日在京举办《赵元任日记》出版座谈会。

赵元任是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
乐家。据了解，自 1983 年起，“赵元任档
案”被分装38箱，保存于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 校 班 克 罗 夫 特 档 案 馆 ， 共 有 12 万 件
（页） 左右。档案内容大体可分为6类：日
记、文书、文章和著作手稿、讲演授课资
料、私人笔记、来往书信。2021 年，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正
式达成合作协议，将陆续出版“赵元任档
案”。2023年年初，档案的第一部分结集成

《赵元任日记》（全46册）正式出版。
《赵元任日记》 从 1906 年的第一篇到

1982 年他去世前不久的最后一篇，是赵元
任70余年不间断亲笔撰写的人生记录。《赵
元任日记》主要有中英两种文字，也有少量
的其他语言。日记原本除50余本分装在数
个箱子之外，另有1000 余页卡片散页。为
了展现原档面貌，《赵元任日记》（全 46
册）采取影印方式出版。

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纷纷表示，
《赵元任日记》的正式出版，不仅为学术史
研究提供了充满真实细节的第一手资料，也
为学界和读者还原了赵元任生命中的重要时
刻和日常生活，展现了他以个人视角记录的
文化和历史事件，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近现代
的学术、近现代的中国和世界有着很大的启
发意义。

商务印书馆推出
《赵元任日记》（全46册）

本报讯 （记者张席贵） 5月20日，长
影集团译制片制作有限责任公司译配完成的
日本电影《余生那些年》在全国上映。

电影《余生那些年》由长影配音演员、
译制导演杨波执导，高晗、杨鸣、赵鑫、纪
艳芳、牟珈论、杨波、郭金非、孟令军、陈
扬等分别为影片献声。

影片讲述了一场以 10 年为倒数的倒计
时爱情故事。20 岁的高林茉莉 （小松菜奈
饰） 因患罕见病被告知仅剩10年寿命，已
经注定结局的命运，却因为在同窗会遇到真
部和人 （坂口健太郎饰） 而产生意外的插
曲。影片主题是，如果生命只剩10年，是
否还会去做想做的事，去爱想爱的人？

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原作者小坂流加
和主人公茉莉一样身患绝症，并于2017年2
月文库本发行前夕离世。这部电影不仅是向
原著致敬，同时也为大家带来一种力量，并
将这部电影作为一份珍贵的礼物，献给每一
位活在今天的你。

长影译配日本电影
《余生那些年》全国上映

本报讯 （记者金鑫）国际策展人、多
媒体艺术家、纪录片导演、作家朱晓闻携她
的新书《环游世界，遇见有趣的人》近日做
客上海朵云书院旗舰店，与读者分享创作历
程以及她对旅行、阅读和生活的感悟。

2020 年 ， 朱 晓 闻 的 中 英 双 语 图 书
《Oriental Silk 乡绸》 在德国出版，她的
散文、艺术评论也常发表于中英文媒体。

《环游世界，遇见有趣的人》是朱晓闻创作
的第一本简体中文书。

在海外生活的 10 多年中，朱晓闻去过
不少特别的地方，也结识了很多有趣的人，她
以他们为灵感来源，创作出 9 个文学人物。
有坚守祖传家业的比弗利山庄的中国真丝店
老板，有以外祖父为模特的拍纪录片的印度
女孩，有拥有多套豪宅的慈善家老太太……
朱晓闻说，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对她而言是鲜
活的，是触动心灵的，也让她产生极热烈的创
作冲动。“书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有移民或离
散的历史，都经历过感情、亲人、婚姻等某
种刻骨铭心的痛失，但依然坚持以自己的方
式体验生活。”朱晓闻说，她的这本小书亦
可看作是不同人物在欲望的跌宕间起起伏伏
的探索之旅，希望可以引起读者共鸣。

《环游世界，遇见有趣的人》
一个世界公民的心灵之旅

本报讯 （记者雷萌）由人民音乐出版
社主办的《桑叶松合唱指挥法》新书发布会
暨学术交流会近日在京举办。

桑叶松是原总政歌剧团、总政交响乐
团常任指挥。人民音乐出版社总编辑杜永
寿介绍，《桑叶松合唱指挥法》是一部内容
丰富、具有实践性特色的合唱指挥专业学
术专著，分为原理篇、技法篇、应用篇，
不仅可以满足专业合唱指挥与作曲人士的
实际需求，更能扎实服务于我国众多一线
合唱指挥。

发布会上，桑叶松和大家分享了撰写这
本书的初衷和感想。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
系主任李双江、中国合唱协会理事长李培智、
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教授戴玉强等嘉宾对桑
叶松在指挥艺术、艺术教育等领域的成就予
以高度评价，并表达了对合唱事业的期许。

人民音乐社出版
《桑叶松合唱指挥法》

本报讯 （记者张君成） 5月21日，
荔枝集团联合广东省残疾人就业创业促进
会、广州市残疾人服务协会共同推出狮
头、折纸画、毛毡画等残疾人工艺品，联
动主播在荔枝平台进行语音直播义卖活
动，并在直播间开展主播技巧培训，在用
声音助力残障人士事业全面发展的同时，
呼吁更多年轻人参与公益行动。

据了解，这些义卖的工艺品均由广州
市残疾人服务协会残疾人手工艺“小水

滴”心工坊里的心智障碍学员独立完
成，他们在用双手传承民间手工技艺的
同时，增加劳动收入、改善生活，并在
反复练习的过程中完成康复、融入社
会。荔枝集团则通过旗下荔枝 APP、荔
枝播客等产品，用声音传播心工坊背后
的公益故事，扩大他们的工艺品市场销
路，带动更多的人了解公益并参与到残
疾人事业中。在面向平台用户的爱心直
播义卖中，黏土小夜灯、临时停车号码

牌和毛毡画摆件等手工艺品，获得了平
台用户的广泛喜爱。

“感谢爱心企业荔枝集团的助残行
动！通过声音公益，我们学员的工艺品
和背后故事被更多人知道和喜欢。我们
心工坊也一直在创新工艺品的销售形
式，积极拥抱音视频直播、电商等形
式，助力这些孩子们更好地学习成长，
有尊严、有价值地活着。”心工坊老师黄
嘉怡表示。

5月21日是第三十三个全国助残日，
主题为“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
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互
联网企业参与到助残公益事业中，并呈
现出更多创新的模式。荔枝集团近年推
出了多项声音助力残疾人公益事业的活
动。目前，荔枝平台已签约多位视障主
播，让他们通过发挥自己的声音才能创
造更多价值。

“5·21”全国助残日

荔枝集团用声音的力量创新助残模式

本报讯 （记者田野） 5月17日，甘
肃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选拔大赛新闻发
布会暨冠名签约仪式在兰州举行。本次大
赛的复赛及以后赛段定于6月7日至16日
在兰州举办，将进行12场次较量，赛制
为“个人展示”与“专业考评”两个环
节，半决赛阶段开始分为“新闻组”和

“文艺组”两个专业组别。
据介绍，赛事自启动以来受到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吸引了来自全国20余个省

（区、市） 选手踊跃报名。大赛分初赛、
复赛、复活赛、半决赛、总决赛 5 个赛
段，1200余人参加初赛选拔，160余人晋
级复赛。此外，本次大赛打破专业类别的
限制，注重选手的综合素质考核，把具备
过硬导向把控能力、新闻直播能力、多
媒体应用能力及人格化传播能力的复合
型人才作为新标准。比赛集知识性、趣
味性、观赏性和参与性于一体，设计了
走出去置身新闻一线等实战环节，同时

融合诸多创新科技手段，辅助整体舞美
及选手主持场景的升级，打造更具视听
美感的呈现样态。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党委书记、台
长王国强说，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举全
台之力、集全媒资源重磅打造的这次大
赛，就是立足甘肃、面向全国，为热爱
播音主持的青年朋友搭建展示才华、相
互交流的舞台，也彰显了甘肃省广播电视
总台识才爱才敬才用才、广纳天下英才的

决心，以及时不我待实现“人才兴台”的
使命担当。

此次大赛由兰州银行独家冠名支持。
兰州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许建平表示，
此次与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牵手冠名主持
人大赛，既是兰州银行在寻求更高突破、
推动品牌建设多元合作的“窗口期”进行
的一次跨界融合的探索和实践，也是为助
推甘肃省经济强省、文化强省建设贡献的

“兰行力量”。

甘肃省广电总台主持人选拔大赛复赛将启

5月20日至21日，“凯叔讲故事”
携旗下IP《麦小米的100个烦恼》在北
京郎园Station举办主题亲子音乐营。
活动现场集合《麦小米的100个烦恼》
主题音乐互动、故事有奖问答，以及
《神奇图书馆》主题IP剧场等多种文化
娱乐体验，将图书与故事中的情景搬到
孩子们眼前。

作为朝阳区文创园区5月重点文化
活动之一，本次亲子音乐营是“凯叔讲
故事”探索儿童IP在文旅和休闲娱乐
场景中的延展与应用，也是儿童内容品
牌助推文商旅深度融合的积极探索。图
为“凯叔讲故事”热门IP形象与小朋
友们见面。 本报记者 尹琨 摄

“凯叔讲故事”
打造主题IP亲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