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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 日，在福建厦门举行的 2023
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大会上，中国音像与
数字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数字音乐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敖然发布
了 《2022 年 中 国 数 字 音 乐 产 业 报 告》
（以下简称 《报告》），这是我国数字音
乐领域的首个产业报告。《报告》 整体
回顾了我国数字音乐发展历程，系统总
结了我国数字音乐产业新时代十年发展
取得的重要成绩，详细分析了 2022 年我
国数字音乐的发展情况，研判了未来发
展趋势。

《报告》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
数字音乐工作委员会、北京印刷学院新闻
传播学院组成的项目组撰写完成。《报
告》 显示，2022 年我国数字音乐市场总
规模超 1550 亿元，在线音乐、短视频表
现最为亮眼。

直播与短视频助推音乐产业发展

《报告》显示，直播与短视频等社交

属性平台成助推产业发展核心动力。2022
年包括在线音乐、音乐短视频、音乐直
播、在线K歌业务在内的中国数字音乐市
场总规模达1554.9亿元，相较2021年，同
比增长16.8%。

2022 年，我国在线音乐市场规模约
为180.2亿元，较上一年增长12.8%；音乐
短视频市场规模约为410.3亿元，较上一年
增长19.8%；音乐直播市场规模约达815.2
亿元；在线K歌市场规模约达149.2亿元，
较上一年度略有下滑。值得关注的是，由
于直播与短视频等社交属性平台的发展，
构建起基于信任关系与情感纽带的音乐消
费场景，成为助推中国音乐产业发展的核
心动力。

华语音乐中流行音乐占比最高

《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我
国数字音乐平台歌曲累计总量约 1.32 亿
首。从内容上看，在华语音乐的类型中，
流行音乐占比最高，达81.2%。说唱、轻

音乐、国风类等小众音乐开始受到关注。
就头部的 1000 首新歌而言，适合特

定年龄段人群欣赏的歌曲占比约42%，适
合全年龄段人群欣赏的占比约12%，新歌
受众市场更加细分。值得关注的是，去年
音乐短视频生产数量超百亿，音乐创意展
示类内容超500万，主要包括填词翻唱、
曲风改编、MV混剪、乐评盘点和音乐教
学等多种类型的音乐类视频。

青年群体是数字音乐创作主力

《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独立音
乐人数量超80万人，共创作超300万首音
乐作品，其中，24 岁以下的独立音乐人
占比35%，30岁以下占比67.3%，青年群
体是数字音乐创作群体的主力；从创作风
格来看，排名前五的音乐类型分别是流
行、民谣、说唱、古风、电音。

《报告》中的另一组数据引起业界特别
关注。2022年音乐人整体收入水平有所提
高。在非学生音乐人群体中，月收入不足1

万元的占比 66.45%，1 万元至 5 万元占比
28.43%，5万元以上占比5.12%，音乐演出、
音乐制作、音乐直播、版税、专辑销售构成
了独立音乐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活跃用户以“90后”“00后”为主

《报告》还对数字音乐用户的活跃度
和付费意愿进行了数据分析。

截至 2022 年年底，含在线音乐、音
乐短视频、在线 K 歌、音乐直播在内的
我国数字音乐用户规模约达 8.48 亿，占
网 民 整 体 的 79.5% ， 活 跃 用 户 群 体 以

“90后”“00后”的年轻用户为主，分别
占比 27.2%和 41.9%。其中，在线音乐月
活跃用户数约 5.8 亿，同比降低 6.7%，
用户付费率持续上涨，总体付费率约为
13.9%，但付费率相较于发达国家市场
仍然偏低；音乐短视频方面，用户数量
超 6.5 亿，入驻短视频平台的音乐人超
150 万人，短视频已经成为人们发现新
歌的最主要渠道。

市场总规模达1554.9亿元，在线音乐、短视频表现最为亮眼——

中国数字音乐领域首个产业报告发布
□本报记者 赖名芳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 10 月 13 日，

第四届孔学堂图书博览会、第十一届全国出
版物馆配馆建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在贵州省贵
阳市举行。会上宣布，第四届孔学堂图书博
览会将于10月20日至22日在贵阳国际会议
展览中心举办。

第四届孔学堂图书博览会由贵州省委宣
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委网信办、省文化
和旅游厅、贵阳市人民政府、中国出版协会
共同主办，贵州日报报刊社、贵州日报当代
融媒体集团、贵州出版集团共同承办。展会
以“传承经典·筑梦未来”为主题，本着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效应叠加”的原
则，与第十一届全国出版物馆配馆建交易会
同期同地举办，将联动全国重要出版发行和
馆配资源，展示展销近年出版的高质量优秀
图书。

据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精神文明
办主任、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局长耿杰
介绍，本届孔学堂图书博览会有120多家参
展商参展，展览面积12488平方米，线上线下
共展出各类出版物近20万册，参展商规模、
展览面积、参展书目数量都超过历届。本届
展会知名机构云集，其中江苏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中信出版集团将作为主宾展团参展。
主会场不仅包括图书展示展销，其间还将举
办“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主题论坛、专题学
术研讨会、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活动
等30余场活动。从10月14日10：00开始，展
会通过“云书展”小程序，分三次发放惠民购
书券，共计150万元。

据中国出版协会副秘书长刘丽霞介绍，
第十一届全国出版物馆配馆建交易会由中国
出版协会、贵州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
（省版权局） 联合主办，贵州出版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人天书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书友之家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等单位承办，
全联书业商会馆配商分会、《图书馆报》、北
京畅想之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协办。
截至目前，交易会报名参展单位共计 420
家，展示图书近11.1万种。报名参展图书馆
共计500家。

第四届孔学堂图书
博览会20日启幕
第十一届全国出版物馆配
馆建交易会同期同地举办

本报讯 （记者杨雯） 由焦永亮执导，
海飞担任总编审，倪学礼担任编剧，关晓
彤、韩东君领衔主演的谍战剧《梅花红桃》
于10月11日晚登陆北京卫视、东方卫视。

《梅花红桃》突破以往谍战剧的桎梏，以
全新切入点讲述不一样的谍战人生。局势暗
流涌动，敌人阴谋丛生，正义与卑鄙对战，叛
变与牺牲交织。在烽火动荡的岁月中，面对
诡谲动荡的局势和黑暗势力的层层压迫，陈
家平和左双桃不惧牺牲、无惧挑战，在尔虞我
诈的硝烟中结伴前行，一起书写最真实的民
国爱情，也一起为了信仰而奋战。

谍战剧《梅花红桃》开播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 10 月 14
日，在2023天府书展上，“蜀道文化出版
工程”正式发布，发布会暨签约仪式由四
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新华
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人民出
版社、巴蜀书社、成都地图出版社承办。

据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编辑雷华介绍，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物考古、文化遗产、生态文明系
列重要论述及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
指示精神，新华文轩将联合四川、重庆、
陕西、甘肃等蜀道分布省、市以及全国有

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组织实施“蜀道文化
出版工程”，挖掘发挥蜀道的多重价值和
意义，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创新。

据介绍，该工程计划在 10 年内完
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全面挖掘、整理、研究蜀道文
献，打造“蜀道文库”。本工程将按照蜀
道路线，对传世文献进行全面搜集、整理
与研究，陆续影印推出《蜀道方志集成》

《蜀道山水关隘志集成》《蜀道游记文献集
成》等大型文献类编。

其二，多角度对蜀道文献进行历史论

证和科学研究，出版“蜀道研究丛书”，编撰
《蜀道》辑刊。本工程将对蜀道这条线性文
化遗产进行全方位的历史地理、交通、考察
测绘、文学、书法、军事等专题研究。

其三，面向大众，推出介绍蜀道人文
知识的普及读物。充分结合古旧地图，策
划出版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文笔典雅的

“蜀道人文小丛书”，分路线介绍各条蜀道
概况、行走在蜀道上的历代名人、蜀道上
行走的外国人、蜀道沿线红色文化、蜀道
与三国文化等。

其四，加强对域外蜀道文献的搜集、

检索、翻译与引进。马可·波罗、南怀
仁、方德望、李希霍芬、谢阁兰、竹添光
鸿等都有关于蜀道的记述，本工程将组织
力量进行整理、翻译和研究，逐步推出

《外国游记蜀道文献汇编》。
会上，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立新与

西华师范大学蜀道研究院院长蔡东洲签署
了《蜀道十讲》出版协议，巴蜀书社社长
王祝英与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李
勇先签署了“蜀道文库”合作协议，成都
地图出版社社长鄢来勇与李勇先签署了

《蜀道栈道图集》出版协议。

“蜀道文化出版工程”发布
由新华文轩联合川渝陕甘及全国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组织实施，计划10年内完成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 10月13日是
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4周年纪念日，在当
天开幕的2023 天府书展上，四川少年儿童
出版社举行了“跨越时代的对话 红色精神
代代传——《别样成长》阅读分享会”。

《别样成长》 以红军在中央苏区从反
“围剿”到离开根据地这段时间为背景，选
取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电报学校这一特殊地
点，以根据地在电报通信事业上从无到有的
发展历程为主要表现侧面，以三个阶级背景
迥异且身有残疾的孩子为主角，透过他们在
红军电报学校学习中经历的故事，再现了一
段风云激荡的红色历史。该书入选2022 年
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获评 2023“全民阅
读·书店之选”主题出版十佳作品。

红色少儿小说《别样成长》
在蓉阅读分享

位于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36 号的灿然书
屋近日重装开业。这家有着近20年历史的
书店，以1954 年中华书局迁京后第一任总
经理、总编辑金灿然的名字命名。

重装后的灿然书屋集图书、茶、咖啡、
文创于一体，所配置的书桌、座椅、沙发乃
至竹子、茶器等装饰，都蕴含着浓浓的中华
文化内涵。刚刚从澳大利亚悉尼归来的王女
士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我
很喜欢这家书店温馨典雅的文化氛围。其与
众不同之处在于，书店除经营图书、咖啡、
文创之外，特别注重将具有中华文化特征的
茶文化引入书店。”

10月9日，中华书局在灿然书屋举办了
金灿然诞辰110周年纪念展揭幕仪式。中华
书局执行董事、党委书记肖启明在仪式上表
示：“金灿然先生于中华书局有再造之功，
他直接影响了现在中华书局的业务格局和核
心品牌。有灿然书屋在，人们就不会忘记金
灿然，他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值得我
们继承发扬。”

金灿然之子金培华在致辞中说：“灿然
书屋重装开业，这不仅是对金灿然的纪
念，也是对那个时代的怀念，更是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所付出辛勤努力
的专家、学者、出版人的致敬。衷心希望
灿然书屋继续发挥其独特作用，成为一个
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传播与学术交流
的桥梁和平台。”

“我很喜欢这家书店的文化氛围”
□本报记者 章红雨 文/摄

▲金灿然诞辰
110周年纪念展展出
的金灿然个人收藏、
使用图书（部分）。

▲

慕名而来的读
者在重装后的灿然书
屋选书。

“到基层中去，为基层所用，这正是
我们思考、策划 《行走的光芒》 一书和

‘党建好书进基层’活动的初衷。”10 月
13日，在2023天府书展举办的“党建引
领出版业务融合发展——‘党建好书进基
层’项目分享会”上，四川教育出版社副
社长王积跃的发言引起了阵阵掌声。

王积跃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基层有
阅读需求，只有立足现实、扎根实际的选
题才能得到基层读者的共鸣。今年是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也为各大单位
的选题策划提供了抓手，那就是要敢于抓

“活鱼”，而四川教育出版社抓住了四川省
优秀共产党员罗从兵先进事迹这个有价值
的选题，出版的《行走的光芒》通过深入扎
实的采访、细致入微的描述，再现了罗从兵
作为年轻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显担
当的时代先锋形象。

在王积跃看来，罗从兵来自基层，他
身上有着最质朴赤诚的工作热情和奋斗精
神，同时也有着最鲜活的一线工作经验和

方法，“这些实用的经验方法正是一线工
作者最为需要的，这些精神正是最能够鼓
舞他们的。从基层中来的精神与经验，又
在作者与编辑的共同提炼下得到升华。”

有了好书，如何让它进入基层呢？四
川教育出版社开始探寻主题出版物的创新
宣传路径，以期实现从一本好书到一系列
好书，从党建共建到团建共建，从一个党
支部到多个党支部，从一个社区到成片社
区，以新时代党建引领全行业主题出版物
宣传业务深度融合、做深做实。四川教育

出版社通过“党建好书进基层”活动，成
立“红色讲书团”，与地方基层党组织围
绕罗从兵先进事迹以及相关报告文学作品

《行走的光芒》进行主题教育联学联建。
据王积跃介绍，项目组以《行走的光

芒》等主题好书为抓手，通过“红色讲书
团”落实“党建好书进基层”，并促成编
辑这本图书的“第一读者”与大众这个

“第二读者”之间的交流对话。整个过程
中这一整套的经验模式，在历次活动中不
断完善，不断深入发展。

“活鱼活用”，川教社依托“党建好书进基层”活动——

创新模式，让好书进基层
□本报记者 张君成 李婧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