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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平） 11 月 10 日，
第五届深圳书展在深圳书城中心城主会场
及7个分会场正式开幕。

作为深圳读书月的重头戏，第五届深
圳书展以“奋进新征程 粤读再出发”为
年度主题，采用“1+7”主分会场联动模
式，主会场设于深圳书城中心城及西广
场，与莲花山公园簕杜鹃花展联动举办露
天盛会，规划10个主题展区，组织600余
家出版单位及民营书业策划公司参展，共
展销出版物约22万种、159万册。

本届书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
想，推出主题出版物展区，展出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读物、主题
教育及党的二十大精神相关读物、党政学
习优选读物、“四史”读物、“一带一路”
主题图书等。同时，推出深圳读书月“年

度十大好书”“年度十大童书”专题书
展，为读者推荐优质读物。

本届书展主会场面积约 5 万平方米，
包括出版物展区、进口图书展区、学习强
国展区、教育装备及儿童互动展区等 10
个主题展区，同时推出露天阅读市集。特
邀中国出版集团担任主宾机构，北京磨铁
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特别支持机
构，共同打造精品好书盛宴。

本届书展分别在深圳书城罗湖城、南
山城、宝安城、龙岗城、龙华城，以及光
明区大仟里购物中心外广场、简阅书吧中
山公园店等地设立7个分会场。

据介绍，本届书展呈现出加强创意联
动、深化跨地域文化交流、彰显深圳“山
海连城”之美三大特色亮点。

据悉，书展将持续至19日。

第五届深圳书展展销出版物22万种
中国出版集团担任主宾机构 600余家出版及民营书业机构参展

人美“大红袍”出版30周年作品
展近日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举办。展览分
为特展、山水、花鸟、人物四部分，作
品精选自国家重点美术出版工程“大红
袍”图书。其中特展部分囊括了黄宾
虹、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等“大红
袍”作者的实物展，吸引了不少作者、
参观者驻足。

“大红袍”图书涵盖《中国近现代
名家画集》《中国当代名家画集》《中国
现当代名家画集》，这三套大型系列画
集均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图为
参观者在自己喜爱的画作前合影留念。

本报见习记者 蒲添 摄

人美“大红袍”
出版30周年作品展举办

本报讯 （记者洪玉华）新闻传播与文
化传承暨《赵玉明教授纪念文集》首发式学
术研讨会近日在山西吕梁学院举行。

赵玉明是中国广播电视史教育与研究的
开拓者与奠基者。他教书育人六十载，科研
成果丰硕，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广播史著作

《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主持编撰了我国第一
部《广播电视词典》、第一部《中外广播电
视百科全书》，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项目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
在赵玉明逝世三周年之际，中国传媒大

学教授哈艳秋、艾红红主编的《赵玉明教授
纪念文集》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文
集从赵玉明教授论文选编、学术思想研究、
亲朋师生纪念文章等方面记述了他在中国广
播电视学科建设中的奠基性贡献和他教书育
人过程中的感人事迹。

会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传媒院系的
专家学者回顾总结了赵玉明对新闻史、广播
电视史教学与研究的贡献，探讨了新闻传播
与文化传承的问题。

中国广电史教育奠基者
赵玉明纪念文集首发

游戏产品质量对用户选择具有决定
性影响。提升研发硬实力、打造优质
IP，将是文娱产业间实现协同合作与技
术交流的重要基础。11 月 10 日，2023
年度游戏 IP 生态大会在江苏苏州举
行。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第一副理
事长、游戏工委主任委员张毅君在大
会上发布 《2023 年度移动游戏产业 IP
发展报告》。《报告》 显示，截至今年
9 月，我国移动游戏 IP 市场实际销售
收入为1322.06亿元，在我国移动游戏
整体市场中占比 77.70%，正呈现复苏
态势。

IP活跃度成市场回暖重要因素

《报告》在IP的视角下，对我国移
动游戏市场收入构成进行了分析。在我
国移动游戏IP市场中，国产IP产品流
水占比60%，同比上升5.86%。在IP类
型上，41.31%来自客户端游戏，38.77%
来自移动游戏。

《报告》指出，移动游戏IP的活跃
度已成为移动游戏市场回暖的重要因
素。今年1—9月，我国原创IP移动游
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726.29 亿元，为
近 4 年来最高水平，全年流水有望创
历史新高。原创IP产品中，共有26款
产 品 进 入 移 动 游 戏 流 水 TOP100 榜
单。其中移动游戏 IP 占比 68.26%，客

户端游戏IP占比28.78%。授权IP市场
则在 2022 年游戏市场低谷期间仍保持
了稳定增长。截至今年 9 月，引进授
权 IP 移 动 游 戏 市 场 实 际 销 售 收 入
479.50 亿元，占整体移动游戏 IP 市场
28.18%。

国产动漫成为游戏 IP 跨领域开发
的重要来源。截至今年 9 月，跨领域
IP 改编移动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116.27 亿元，占整体移动游戏 IP 市场
6.83% ， 规 模 有 所 降 低 。 跨 领 域 IP
中 ， 共 有 12 款 产 品 进 入 TOP100 榜
单，其中 59.16%来自动漫，21.43%来
自文学作品。从 IP 具体来源看，公共
版权与文学作品 IP 均来自中国本土；
动漫 IP 改编产品中，48.48%来自国产
动漫IP。

青年用户已成高消费主力

近年来，我国移动游戏 IP 核心用
户与泛用户规模持续扩张，已拥有超过
1.9 亿核心用户与 2.3 亿泛用户群体。

《报告》指出，较之往年，今年用户消
费情形变化较大，无消费用户占比升至
15%,月均消费 50—500 元的用户升至
50%左右，而500元以上的高消费用户
有所下降。高消费群体主要由中青年用
户构成，其中中年用户消费意愿降低，
青年用户已成为高消费主力。

《报告》将IP核心用户与泛用户合
并观察后指出，男性用户占比67%，月
收入超 5000 元的用户占比 65%。这一
群体游戏主动性强、黏性大、消费习惯
稳定、内容创作意愿高、IP 内容需求
旺盛、游戏选择较为谨慎。

在游戏选择的表现中，移动 IP 用
户在选择游戏时表现更加谨慎。现阶
段，近60%的移动游戏用户主要通过官
方渠道了解新上市游戏，尤其热衷于游
戏测评、试玩等相关活动。重视这些中
间环节，将有助于提高用户转化率。超
60%的用户在选择产品时，更注重画
质、玩法等游戏本身质量因素，而是否
源自喜欢IP的用户尚不足20%。为此，
IP与游戏的关系更趋于协同共进。

深化角色设计、增加特色记忆点，
始终是 IP 发展的基础要素。用户在游
戏消费过程中，近70%的用户表示，主
要是受角色形象吸引，受故事情节吸引
的则为60%左右。在IP偏好上，移动游
戏用户对动漫 IP 的偏好较为明显，有
近 50%的用户主玩动画/漫画 IP 游戏，
高于移动游戏IP。

在内容创作上，移动 IP 用户活跃
度远高于其他用户，有近70%的移动IP
用户进行过游戏相关内容创作。其中近
60%的用户创作过游戏试玩相关内容，
超40%的用户进行过游戏测评和攻略等
相关内容创作。

强化IP促进游戏市场繁荣

自今年4月开始，随着高质量IP改
编新品陆续推出，近年来积压的产能得
到释放，中国移动游戏 IP 市场开始快
速回暖。在当前趋势下，2023 年 IP 改
编移动游戏市场规模有望达到历史新
高，并成为年内中国移动游戏市场的主
要增量。

面对移动 IP 市场未来阶段发展走
向，《报告》分析认为，在当前存量市
场条件下，潜在用户规模增长较为乏
力，而提高研发实力，增强 IP 竞争
力，是保持市场繁荣的核心手段。

IP 的跨领域内容创意，将促推数
字文化产业进一步融合发展。动画、影
视等数字文化行业与游戏行业的合作将
进一步加深，跨领域融合会为游戏 IP
发展带来内容创新与市场推广新机遇。

IP 文化符号建设将成为新的市场
增长点。不同数字媒介用户的内容消费
习惯与市场规律均有差异，产业将进一
步打造文化符号，覆盖不同媒介用户，
从而充分发挥IP价值的延展性。

IP 将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
要渠道。伴随游戏产业“出海”进程不
断推进，融合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
精髓的 IP，将以优质产品为载体，大
大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

《2023年度移动游戏产业IP发展报告》发布——

我国移动游戏IP市场呈现复苏态势
□本报见习记者 商小舟 记者 李婧璇

本报讯 （见习记者商小舟 记者
李婧璇） 11 月 10 日，以“赋能升级
互联共生”为主题的 2023 年度游戏 IP
生态大会在江苏苏州举办。中国音像
与数字出版协会理事长孙寿山出席并
致辞。

孙寿山表示，当下 IP 产业已经成
为具有活力和潜力的文化产业，并为
其他数字产业提供内容输出，彰显出
强大的开发潜力与产业价值，成为多
领域协同发展的核心纽带。在 IP 产业

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需清醒地看
到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要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
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要深耕有内涵、有品质、有创新
的游戏 IP，在开放合作中焕新 IP 活
力，有秩序地打造具有永恒生命力的
中国文化符号，共同促进 IP 产业繁荣
发展。

会上，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第
一副理事长、游戏工委主任委员张毅君

发布《2023 年度移动游戏产业 IP 发展
报告》。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与中国音
数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举行

“中国游戏 IP 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与中国音数协将
基于中国游戏产业研究院“智库型、
服务型、数据型”的机构定位，在研
究院下设中国游戏 IP 研究中心，通过
汇聚专家网络，进行跨界传播与应用
的分析与研究，传递行业洞察，定期
形成研究成果；同时，双方将每年举

办 IP 相关的会议，搭建游戏 IP 与传
媒、旅游、文创等其他行业、企业资
源的对接融合平台。

来自游戏、影视、文创、网文、出
版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与企业领袖围绕

“激发游戏 IP 生态创新融合之力”“IP
共生——影游产业的互嵌与融合”等多
个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

本次大会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
会游戏工委、中国游戏产业研究院、苏
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办。

2023年度游戏IP生态大会举办

本报讯 （见习记者蒲添 记者章红
雨）近日，由学苑出版社和九三王选关怀基
金会打造的《乡村卫生健康实用手册》公益
小程序在区县疾控中心、卫健局、九三学社
各级组织机构、社会公益组织的官方网站和
微信公众号投放，供全国的农村居民、村医
和乡镇卫生院免费使用。

2003 年，为了解农村居民卫生健康知
识水平，学苑出版社和九三王选关怀基金会
的编写组专家奔赴20个省 （区、市） 开展
调研。专家们在调研中发现，农村许多地区
的卫生健康教育内容不足，农民整体卫生健
康知识匮乏，农民患病风险增大。2007
年，编写组专家根据调研编写的《新农村卫
生健康手册》出版。

2022 年，为使更多的农民看得懂、用
得上《新农村卫生健康手册》，学苑出版社
和九三王选关怀基金会组织九三学社的医卫
专家对《新农村卫生健康手册》进行全面修
订，更名为《乡村卫生健康实用手册》，并
制作成电子版上线。

《乡村卫生健康实用手册》
公益小程序上线

本报讯 （记者金鑫） 11月9日，上海
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主办的首届出版物发行
行业咖啡技能竞赛在沪举办。活动旨在通过

“以赛促练”，培养优秀的技能型员工，树立
岗位创新意识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本次竞赛以“一杯子 咖香书香”为主
题，寓意参赛选手一辈子为咖香书香而尽
力。当天，有40多家书店、60位选手同台
竞技。竞赛内容分为咖啡拉花、创意咖啡饮
品两个项目。竞赛邀请了行业内的咖啡从业
骨干、资深的咖啡培训师和讲师，经过5个
多小时、10 轮现场角逐，决出一、二、
三等奖共3 名，以及优胜奖6 名和鼓励奖9
名，并颁发奖牌和奖金。

据了解，2022 年，上海制定和发布了
中国出版物发行业首个咖啡专业服务标准

《上海市出版物发行行业咖啡服务标准》。此
次举办咖啡技能竞赛也是上海市书刊发行行
业协会参与第三届上海咖啡文化周的“压
轴”项目。今年上海咖啡文化周期间，在上
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的推动下，有80家
品牌实体书店参与，开展了设计个性化海
报，发布咖啡新书单，举办咖啡主题书展、
咖啡优惠、咖啡品鉴、上海市图书销售行业
书店+咖啡经营等级评定等活动。

上海举办首届出版物
发行行业咖啡技能竞赛

■产经视线

本报讯 （记者吴明娟）近日，由河南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大象出版社主办的中华
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项目《中州
筝派》新书发布会暨河南传统音乐保护、传
承、弘扬座谈会在河南郑州举行。

中州筝派又称中州古调，是我国传统
古筝艺术影响重大的地域流派，2014 年入
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
录。《中州筝派》是第一本专门研究中州筝
派的综合性图书，首次系统梳理了中州筝
派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流派分支、艺
术特色，收录了 102 首代表性曲目和 10 位
代表性筝人口述，充分表现了中州筝派的
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审美风范，对我国
古筝艺术、古筝历史的挖掘和整理具有重
要意义。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书不仅为古筝艺
术的记录与整理提供了一个标准，也为河南
传统音乐的研究与传播立下了一个标杆。

座谈会还针对中州筝派及河南传统音
乐在当下的保护、传承、弘扬进行了深入
探讨。

大象出版社推出新书
《中州筝派》

本报讯 （记者徐平） 11 月 11 日，
第二十四届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童书”
揭晓礼暨颁奖典礼在深圳书城中心城举
行。《宇宙魔法印刷机》《噔噔噔》《作物
起源》《乒乓响亮》《剧院老鼠的船长梦》

《在松岛的家》《萝卜大厦》《这样折起
来》《如何造一座山：只需简单9步和1亿
年！》《这是一个好问题》荣获这一殊荣。

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主任、深圳
出版集团董事长唐汉隆表示，10 年来，

“年度十大童书”从深圳出发，走向全国
各地，无数小读者因“年度十大童书”而
茁壮成长，这离不开深圳市委宣传部等主

办单位、支持单位的悉心培育，更离不开
全国优质出版机构、作者、译者、绘者以
及评委专家的用心呵护。

资深出版人海飞表示，深圳读书月
“年度十大童书”具有鲜明的新时代深圳
特色。他用 6 大理由阐释了该活动的特
点，即国际性、儿童性、开放性、精准
性、竞争性、市场性。

除了“年度十大童书”，现场还揭晓
了“年度致敬奖”。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荣获“年度致敬出版机构”，叶广芩获得

“年度致敬作者”，阿甲荣获“年度致敬
译者”。

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童书”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