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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时讯

随着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在成
都的圆满落幕，又一个新十年的发展旅程
已然开启。为进一步引导网络视听全产业
链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
力量，展现网络视听行业昂扬向上的精神
风貌，本届大会秉承“共创、共享”理
念，创新方式开门办会、整合资源，重点
围绕深耕精品内容、壮大主流舆论、强化
科技赋能、深化行业治理、加强国际传播
等议题展开，并组织论坛、发布会、首映
礼、合作签约等丰富活动，围绕推进网络
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探讨。大会
期间，无论是论坛现场，还是主题活动，
均挤满了迫切了解业界动态以及寻求破解
发展瓶颈的业界同仁，通过主管部门政策
宣讲、行业主体集中研讨，进一步统一了
业界思想认识，体现了大会的“风向标”
作用，也从侧面展现出大会“有人气、有
名气、有生气”的盛况。

引领行业发展新航向

大会开幕式上，2024 年“视听中
国 全球播映”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在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通过版权
共享、渠道共建推动100部多语种优秀视
听节目在全球100个主流媒体播出。

大会期间，在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
网络视听司、媒体融合发展司指导，广播
影视信息网络中心、中国联合展台在线平
台、四川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网络视听赋
能广播电视新媒体创新传播论坛”上，广
电新媒体创新传播取得的经验成果得到
展示。与会政府部门负责人、行业专家围
绕巩固壮大主流舆论、赋能优秀传统文化
传播、服务国家战略宣传等，聚焦网络视
听在助力传统媒体开拓传播渠道、创新传

播方式、提升用户体验等方面的经验成
果，探讨了网络视听赋能传统媒体创新发
展的方法路径。

注入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本届大会上，以AI为代表的新技术究
竟有多火？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副秘书长周
结给出了一个数据：在今年举办的38场主
题论坛和发布活动中，有9场技术类活动，
邀请头部视听平台和技术企业负责人，展
示多项技术应用成果，集中探讨技术引领
下的内容生产和产业发展。

在“AIGC 与数字人发展论坛”“新
技术赋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论坛”“网络
音频论坛——AIGC引领下的未来声音探
索”“5G+AI 视频彩铃移动融媒创新论
坛”等活动中，专家学者与行业翘楚各抒
己见，分析新技术下的音频、视听、媒体
变革，探讨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展望网络视听行业在科技创新引领下的新
变化、新趋势和新未来。

“AIGC”“5G”“大模型”“VR”“云
计算”……一个个极具科技感的词汇不
断出现在各类演讲、展览中，“科技赋
能”成为全行业关注的焦点。在大会设
置的新技术与精品节目特色展区，一系
列前沿科技成果和创新应用集中亮相。
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 技术
的突破式发展尤为引人注目。芒果 TV
展示的 AIGC 珍宝馆和看度展出的成都
广播电视台“AIGC 创新应用工作室”，
都通过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利用
人工智能助力内容创作者创作，不仅极
大拓展了视听产品生产的想象空间，还
为网络视听行业带来了质量与效率的双
重变革。

树立深耕精品新标杆

精品力作是网络视听发展的根基。大
会发布了国家广电总局 2023 年度优秀网
络视听作品榜单、2024 年精品扶持项目、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反
映行业发展趋势，为行业树立精品标杆。

在3月28日晚举行的优秀网络视听作
品发布大会上，2023 年度优秀网络视听
作品名单正式揭晓，包括短视频、网络纪
录片、网络直播节目、网络综艺节目等
10个类型的优秀网络视听作品共160部予
以公布。这些作品时代特色鲜明，不仅有
高度的思想性、艺术性，还有广泛的传播
力和影响力，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的有机统一，也深刻反映出着力引领网络
视听创作方向，推动网络视听作品“质”
的提升，助力精品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创作
传播的目标。

过去一年，最火的网络视听产品是什
么？“微短剧”可能是不少人的答案。本
届大会发布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
告 （2024）》 显示，2023 年，在国家广
电总局通过登记并进行上线备案的微短剧
共557部、12630集；2023年共上线重点
网络微短剧384部，比2022年增加了一倍
多。这也显示出，微短剧的发展是网络视
听行业对用户需求变化的快速响应，是内
容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直接体现。

在大会分论坛中，围绕微短剧创作传
播，举办了3场专业论坛，从不同维度深
入探讨推动微短剧行业健康繁荣发展。其
中，“微短剧创新发展与国际传播论坛”“短
视频创作与融合传播研讨会”聚焦科技加
码，赋能精品创作，讨论在市场分账模式下
如何忠于内容、保持精品创新；会场外，各

处的展板上，不少互联网平台也重点宣传
微短剧创作扶持、精品展播等内容，这些行
动均着力推动这一快速发展的新兴行业在
规范化基础上实现着高质量发展。

深化行业治理新共识

如何提高治理效能，共同维护网络空
间健康、清朗，是网络视听行业共同面对的
话题。本届大会从开幕式到主论坛，“行业
治理”作为核心议题之一不断出现，大屏生
态被反复讨论。大会针对“双治理”、全国
广电新媒体联盟建设等国家广电总局重点
工作，分别举办专门论坛，并在展览中突出
展示，充分展现有关工作成果。

“大屏生态建设与 OTT 发展论坛”
上，围绕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
理大屏生态建设问题等，介绍了过去几年
来互联网电视大屏治理成果，并对下一阶
段的治理目标提出了要求。“双治理”工
作有效促进了用户回流、收视增长。

《2024 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调查》 显示，
“双治理”工作开展以来，电视用户体验
感受明显提升，对互联网电视/网络盒子
感到满意的用户占比达89.2%。

与此同时，大会还持续关注网络视听
的社会责任，“网络视听公益和社会责任
论坛”汇聚了管理部门、业界精英、专家
学者和公益组织代表，共同探讨网络视听
行业的公益发展与社会责任担当，强调网
络视听行业作为新时代的重要文化力量，
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大会总结过去网络视听空间治理的成
功经验，展望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治理措
施。业内专家表示，这将是视听行业走向
更加规范化、健康化发展的新起点。

进会场靠“挤”“科技赋能”成焦点
——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观察
□本报记者 李雪昆

本报讯 （记者李雪昆） 3月29日，
在成都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

“动漫IP全球传播论坛”上，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动画国际
传播报告（2023）》。《报告》显示，动画
已成为中国视听出口重要形态，2023 年
电视动画出口时长占中国出口节目总时长
的12.15%。全年出口额前十的企业中，9
个为民营动画制作企业，中国动画正以全
产业链的形态进入国际市场。

《报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动画高质量发展，一批优秀动画发行到
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少作品获得
重要国际动画奖项并在国外广为传播，中
国动画国际传播力影响力持续提升。

透过数据可以看到，2023 年，电视

动画出口额仅次于电视剧和网络视听节
目 ， 占 各 类 节 目 出 口 总 额 的 6.14% 。
2012—2018 年，中国电视动画出口规模
稳步上升。2019 年后，受全球经济影
响，中国动画出口规模略有下降。

亚洲是中国动画对外出口的第一大市
场 。 从 《报 告》 中 可 见 ， 2012—2023
年，中国动画片出口到亚洲的金额占全
球出口总额的 62.40%。2012—2023 年，
中国动画出口单价最高的国家是日本和
韩国。与此同时，2012—2023 年，中国
动画在欧美国家的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
额的 29.49%，成为中国动画第二大海外
市场。

《报告》还发现，中国动画多元题材
在海外广泛传播，《喜羊羊》《熊出没》

《海豚帮帮号》 等科普益智类题材动画，
实现 IP 化、系列化发展；《长征先锋》

《卡卡东奥行》等主题创作动画，取得良
好国际传播效果；《愚公移山》《大禹治
水》等传统文化题材动画，通过走出去工
程项目，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
多国播出。低幼动画和少儿动画是中国动
画“出海”的主要类型。2022 年，出口
收入排名前十的动画中，有9部为儿童动
画；中国成人向动画方兴未艾，一批成
人向动画出口到日本以及奈飞等互联网
平台；在TikTok播放量排名前十的中国
动画中，6 部是成人向动画。中国动画
产业链进入国际市场，《山猫和吉咪》

《帮帮龙出动》等中国动画衍生产品在海
外市场广受欢迎，方特主题公园游客接

待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五，成套出口
中东，开创了中国首个自主品牌主题公园
走出去的先河。

此外，《报告》还显示，民营机构已
成为动画出口主力军，网络视听平台成为
新主体。这其中，华强方特、原创动力、
咏声动漫、熊小米等一批民营企业成为
中国电视动画走出去的主力军。目前，
国内出口活跃的动画企业主要集中在华
东、华北和华南地区。2023 年出口额前
十的企业中，有 9 个是民营动画制作企
业。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等网络视
听机构打造的国产动画在国际上有较高
热度，TikTok 上的品牌话题播放量排名
前十的中国动画中，有 5 个是网络视听
机构出品。

《中国动画国际传播报告（2023）》显示

中国动画正以全产业链形态进入国际市场

本报讯 （记者黄琳） 3 月29 日，
2024 春浙江馆藏图书展示会在杭州落
幕，线上线下总订货码洋达2.1亿元。一
场好书盛会让书友阅在江南，满载而归。

本次活动由中国新华书店协会、浙
江省出版物发行业协会指导，浙江图书
馆、浙江大学图书馆、浙江省新华书店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展会以“汇聚
中外典藏，共享阅读盛宴”为主题，以

“馆配会”平台作为推动国内馆配产业
发展的引擎，以中外典藏展示行业发展
新成果新风貌，助力全民阅读。全国
1031余家图书馆、695家出版发行机构
参展，展示图书品种达45万余种。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总经理、总编辑
芮宏表示，馆店融合、社店融合已经成
为一种趋势，馆藏图书展示会为各方合
作交流搭建了桥梁，创造了平台。“面
对互联网对出版发行业的挑战，希望
各方携手打造‘1+1+1＞3’的融合发
展核心能力，共同把‘书香浙江’‘书
香中国’建设使命，把新时代服务读
者的使命传承好、发扬好，让全社会
每一名读者共享阅读盛宴。”

本届馆藏图书展示会延续“线上+
线下”双平台办展模式，线下展厅面积
超过1万平方米。会场布局以突出新时
代出版行业成果特征为主线，设置浙江
出版联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科技

区、社科区、文艺区等9个专门展区，
集中展示馆配图书精品，为图书馆采选
提供精准服务。其中，数字场景化交流
区的“书递”中文电子书平台是亮点，
推行纸电同步、纸电同价、馆社直采，
用更便捷、灵活的电子图书采购机制，
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数字读物。

展会期间，线下会场人头攒动，荐
书人、选书人都忙得热火朝天。来自浙
江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陈老师告诉记者，
此次前来重点采购教育、人文社科类书
籍，“线下挑书可以直观掌握图书质
感，更重要的是能查漏补缺，在和出版
社面对面交流中了解他们的重点图书，
并且发掘一批在供应书单之外的好书。”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浙江文丛”
等一批浙江精品大部头也得到了浙江省
外采购商的青睐。来自中山大学图书馆
的冯老师为浙版好书点赞：“我们重点关
注科技类图书，如关于新质生产力、人工
智能等内容，还有人文社科类，‘浙江文
丛’就很不错，这次收获不小。”

展会现场，有出版社把卖书直播间
直接搬到了自家展台前。“这次我们带
了100多个品种的图书，现场直播能吸
引一些线下人气来展台扫书。”机械工
业出版社营销中心副主任李双磊说，主
播都是出版社的员工，展会首日直播间
的销售码洋近50万元。

本届馆藏图书展示会线下为期 3
天，线上5天。线上“云馆配”平台分
门别类展示了 45 万种常销书目，并特
别推出党建学习读物专目、“一带一
路”主题读物、获奖及媒体好评榜、国
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等8个主题书单。

展会期间，《一本书的加法》主题
宣传片发布，浙江新华供应商年会举
行，浙江新华与部分出版机构达成新一

轮战略合作，持续探索构建省域公共阅
读服务新生态。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党委书记蒋传
洋表示，浙江新华将秉承开放互信、合
作共赢的发展理念，进一步统筹渠道优
势和资源优势，持续为馆、社、店打造
权威高效、开放共享的馆配交易平台，
为行业健康发展多作“浙江贡献”、为
书香社会建设多作“新华探索”。

2024春浙江馆藏图书展示会举办

好书盛会阅在江南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商小舟） 3月
27 日，中国国际出版交流中心主体结构封
顶仪式在京举行。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
宏、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尚之、中国出版集
团董事长黄志坚等出席。

中国出版集团总经理常勃在致辞中代表
中国出版集团向给予中国国际出版交流中心
建设大力关心、支持、帮助的相关单位表示衷
心感谢。他表示，要把中国国际出版交流中心
打造成为精品工程、绿色工程、安全工程和阳
光工程，为中国出版集团干部职工、为全国各
地和世界各国出版界朋友建设好精神家园。

中国国际出版交流中心被列入国家出版
“十四五”规划的国家级重点文化项目，其
设计理念源于“金书玉匣”“四库全书”，总
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地上最高 19 层，
建成后将打造成为面向世界的主题出版发布
交流平台、出版精品展示平台、出版融合发
展平台、国际版权贸易和人文交流平台，具
有中国气质的文化强国地标，服务首都“四
个中心”功能定位的城市文化名片，履行出
版“国家队”使命的国际文化交流综合体。

中国国际出版交流中心
工程全面封顶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孔子随喜》
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3月30日，《孔子随
喜》新书主题分享会在北京迦斓文化举办，在

“重读孔子，他能给中华现代文明带来什么”
主题下，该书作者薛仁明与孔迷读者分享了
自己解读孔子及《论语》的体会。

据该书责任编辑李猛介绍，中华书局版
的《孔子随喜》为增订版，书中增加了五六
篇新文章，重新调了章节，作者优化修改了
全文，加了新的序言。

《孔子随喜》是台湾知名学者、畅销书
作家薛仁明对于 《论语》 的全新解读。10
余年来，该书一直深受两岸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爱好者喜读。北京读者留言该书是一本令
人神完气足，平正阔大的小书，掩卷沉思，不
禁喜悦。台湾作家朱天文感谢作者提供了这
样一个视角，可以像看小说一样看《论语》。

中华书局推出
《孔子随喜》增订版

本报讯 （记者李雪昆 张君成） 3月
29 日，在成都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
听大会期间，华为以“技术赋能全场景内容体
验和分发”为主题，开展鸿蒙激活视听产业创
新论坛，共同探讨鸿蒙生态下，如何通过软硬
协同的技术创新赋能生态伙伴内容创作，实
现视听体验升级和全场景视听内容分发。

据悉，华为携手产业伙伴共同构建开放
领先的技术标准，基于软硬协同的技术优
势，激活视听内容体验升级和全场景分发，
每天有超过35亿次给用户展示高品质内容
和资讯的机会，构建鸿蒙世界高品质的数字
内容体验。华为终端云总裁朱勇刚表示，鸿
蒙生态为网络视听产业带来的新价值体现在
两方面，一是基于软硬协同的优势打造更加
沉浸、智能的全场景视听体验；二是基于华
为盘古大模型的系统级 AI 能力，在 Har-
monyOS NEXT 上将会在端侧实现原生 AI
能力，进一步提升服务分发的效率，未来高
品质的网络视听内容可以在各类终端设备上
以合时宜的智能分发，更加高效、精准、个
性地触达更加广泛的受众，有助于网络视听
行业产生更多的创新场景。

在分论坛上，咪咕视频、糖豆、红星新
闻、闪电新闻等视听机构宣布与华为达成鸿
蒙生态合作，共创视听内容新体验。

鸿蒙激活视听产业
创新论坛在成都举办

本报讯 （记者汤广花）由湖北省委宣
传部、武汉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十三届“法
理争鸣”高校版权辩论赛近日在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启动。接下来近一个月内，来自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30余所
高校的学子，将聚焦版权专题，以辩会友，
以论求知，探寻知识产权的魅力。

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进表示，多年
来，“法理争鸣”高校版权辩论赛已成为国
内知识产权宣传教育的重要平台，希望借助
本届辩论赛，在社会上进一步营造崇尚自主
创新的良好风尚，让保护知识产权成为全社
会共同的文化信念与实践行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狮认
为，大赛从最初的武汉地区9所高校参与，
到今年吸引全国30余所高校参赛，赛事规
模不断扩大、院校层次持续提高，从华中走
向了全国，为知识产权和版权事业发展贡献
了积极力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参赛辩论员代
表李旖洋说，从人工智能法官的伦理困境，
到法治信念与职业利益的辩证思考，再到人
工智能生成物的版权归属，她和同学们在

“法理争鸣”的竞技舞台上，深入探索法科
知识，不断拓展思维边界。

第十三届“法理争鸣”
高校版权辩论赛启动

2024春浙江馆藏图书展示会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挑选图书。
本报记者 黄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