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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家

■本期关注：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

网络视听正在突破文娱产业圈层，成为文旅产
业、IP 开发，甚至助农、考古等诸多领域的新动
能，也由此撬动更多新质生产力，助力传统产业提
质升级。在不久前落下帷幕的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
听大会上，多位业界人士提出了对新风向、新实践
的看法和思考。

双向奔赴的影视与文旅

“去年年底，央视网阅读频道推出 2023‘一起
阅过’年度阅读盛典，在活动举办地四川绵阳，书
香墨意彰显了城市底蕴。一个月前，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和央视频共同推出‘共赢
202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城市品牌共建行动。”央视
网党委书记、董事长过彤介绍说，他们欲通过打造
100 场融媒体直播、一个城市智库 IP、一档文化节
目、一场城市品牌年度盛典的品牌传播矩阵，助推
城市文化传播，构建合作新格局。

当前，网络视听已与文旅深度“捆绑”。哈尔滨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兰峰谈道，去年冰雪季，哈
尔滨旅游人次增长300%。他们认为，多维视听盛宴
带来了“泼天”流量，从而唤醒了一座宝藏之城。
在这场冰雪狂欢中，更多人看到，用穿透力强、沉
浸度强的短视频等内容传播城市形象的重要作用，
也深刻体会到受众需求就是流量密码。

“ 《长安十二时辰》 播出一周后，西安旅游热
度上涨22%；《梦华录》在长沙推出沉浸式线下主题
集市，吸引大量身穿汉服的受众打卡；《夜上黄鹤
楼》 带来的沉浸式光影演艺体验，为这座千年名楼
增添新玩法。”北京丞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任海云在对诸多案例分析后认为，网络视听正在形
成新内容、新消费、新产业等多元化生态体系，跨
界延伸价值链、产业链，向泛内容、跨生态发展。
由视频内容孵化衍生品，从而形成的新消费市场的
商业闭环正日趋完善。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起‘跟着微短剧去旅行’
创作计划后，快手已经开启了与广西相关部门的合
作。”快手文娱业务部剧情业务负责人于轲说，合
作不仅促进短视频内容接地气、精品化，而且希望
通过内容+商品+流量三个维度，让微短剧与文旅产
业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带动新消费模式发展。

“影视和文旅的双向奔赴已然‘偷偷藏不住’。”
阿里大文娱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樊路远认为，
许多城市本身就是可以跨越时空的IP。比如，依据

《清明上河图》 打造的数字化实景基地，让大宋文
化之美有了更直观的注解。“跟着微短剧去旅行”
的创作指导也让浙江曹村镇再次“青春飞扬”。他
分享道：“文化产业是注意力经济，如同一个巨大
磁场连接各行各业。”

不断拓展的消费新场景

今年春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数字文化艺术博
物馆新春云庙会吸引众多受众互动。与此同时，何
以文明数字大展也“吸睛”不少。过彤介绍说，“央
博”将大力推进线下展馆工程，比如，与四川德阳市
联手开展三星堆可持续建设战略合作，用数字化手段
让三星堆文物“活”起来。此外，熊猫频道是央视网
打造的以大熊猫为主题，以多语种、多终端为媒介的
国际化新媒体产品。受众可以全景化游览中国大熊猫
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并随时随
地线上“吸猫”。目前，熊猫频道全球活跃受众超
5600万，覆盖中、英、西、法、德、俄、日等语言
地区，已经成为海外受众了解中国最受欢迎的窗口之
一。过彤说，央视网希望以文化数字化平台拓展消费
新场景，用前沿科技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受
众提供可触及、可互动的文化服务。

“我们一年前开始着手打造数字文博大平台。”
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蔡怀军介绍，灵感来自他们
在研究目标受众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
国风国潮。湖南台自主研发的3D建模技术，可以解
决文物数字化的卡点问题。他们同时开发了智能工
具箱，鼓励全球受众参与共创，助推文物“活”起
来，并走出国门。此外，湖南台还运用新技术打造
线上线下实景娱乐基地、虚拟现实演唱会等，升级
马栏山芒果节，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更新潮的舞台，
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

跨界联动开创文娱体验新模式。爱奇艺创始
人、首席执行官龚宇分享说，他们基于 《风起洛
阳》 IP，利用 VR 技术推出的全感剧场在上海、洛
阳等地建成运营，这一智慧文旅新产品入选文旅部
2023年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新示范十佳案例。基于
爱奇艺自有动漫IP打造的亲子主题乐园——奇巴布
乐园已落户北京延庆。他认为，视听内容IP的长线
开发让“一鱼多吃”的商业模式更加完善。

不仅是新潮的文博、文旅，传统农业也在视听
产业带动下激发新动能。隶属于湖北广播电视台的
湖北长江垄上传媒集团就致力于以短视频+直播为
抓手，强化内容生产力等建设，让农民用好新农
具，干好新农活。他们创作的微短剧 《落花生》 入
选了“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二十四节
气风物志》也让世界了解到了中国节气文化的博大
精深。

突破文娱产业圈层

网络视听正撬动
更多新质生产力
□本报记者 洪玉华

行业论坛常常汇聚各方观点，形成头脑风暴。在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不仅有智者声音，还有人工智能的

声音。“当我们握起科技这支笔，如何让所写的文章没有因为技术的加入而空洞，真正做到离读者更近、让传播更远？

我们认为，应让朴素的故事惠于人民，让文化更容易触达受众的内心深处。”大会期间的这段话就是湖南广播电视台的

AI导演“爱芒”所“说”。

不只AI导演，AI微短剧也已与受众见面。央视网党委书记、董事长过彤谈道，2024年网络微短剧001号网标即为

国内首部AI全流程微短剧《中国神话》，该剧美术分镜、视频配音配乐全部由AI完成。

技术变革正深刻影响着网络视听行业。在AI已融入内容制作的当下，技术与市场、内容与创新、行业发展与新质

生产力等诸多话题搅动会场内外，形成对网络视听行业发展的又一次梳理与展望。

一部影视剧片最后通常有一串
字幕，列出各环节工作人员的名字。
但AI视频的片尾只有两个字母——
AI，因为没有制作人员。这一调侃
生动反映了AI对生产效能的提升。

“网络视听本身就是媒体科技创
新的产物，从互联网+到人工智
能+，新质生产力将为网络视听发
展带来新的跃迁。”过彤说，央视网
联合京西智谷共建AGI联合研究中
心，面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视音频
领域的应用开展前瞻性科研攻关，
特别是聚焦文生视频大模型赋能传
统视听产业。同时，深化 5G+4K、
8K+AI的科技创新，提升网络视听
技术引领力。

“我们希望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的创新应用，将新质生产力转
化为新质传播力和媒体引领力。”过

彤谈道，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打破
视频生产的专业壁垒，人人都能成
为“神笔马良”。平台要有迎风起
舞、拥抱变化的热情和勇气，但不
能盲目跟风，迷失在技术的丛林
中。用好新技术，不断提升内容影
响力、品牌链接力、技术引领力、
综合服务力是关键。

“借助虚拟拍摄，部分场次中导
演的拍摄效率可以提高30%以上，现
场人员少了1/3。”爱奇艺创始人、首
席执行官龚宇谈道，生成式人工智能
推动提速增效。借助生成式人工智
能，爱奇艺在内容评估、美术设计、智
能搜索等方面的生产效率和受众体
验大大提升。借助AI的剧本理解系
统，还可以撰写人物小传，提取人物
关系图谱，辅助进行剧本评估。

“爱芒”作为湖南台打造的首个

AI综艺导演，背后是湖南广电所有
内容的制片人。湖南广播电视台副
台长蔡怀军说，湖南台很重视对
AIGC 等新技术的探索。在湖南广
电的综艺节目、电视剧、纪录片
中，新技术使用占比超过90%。

技术应用离不开人才。在湖南
广电，内容技术复合型人才占比超
过 80%。多年来，湖南广电的技术
人才经历了运营维护到运营和研发
并重，再到技术主导三个成长阶
段。蔡怀军说，他们不仅是技术基
座的“码农”，还是主导内容变现的

“创意工程师”。
“每一个内容创造者都要掌握一

定的 AI 应用能力，要开始学习 AI
的基础知识。”赵何娟是独立商业科
技媒体——钛媒体的创始人。她认
为，一些内容行业、视听行业从业者

大多是文科生，但他们将要面对学
习、应用 AI 工具的问题。平台应做
好准备，现在就需要开展大量培训，
或者储备大量基础AI相关人才。

“技术对内容的强赋能时不我
待。”阿里大文娱集团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樊路远介绍说，去年《异人
之下》《少年歌行》两部剧集运用了
1 万多个特效镜头，这不仅让阿里
大文娱找到技术为艺术创造无限可
能的方法，也让拥抱新技术的创作
者们在兴奋中找到幸福。

樊路远借助一些影视创新案例
谈道，AI可以带来跨越千年的双向
奔赴，同时为受众带来身临其境的
体验。开拓创新让艺术和技术于顶
峰相见。“艺术和技术就像两个攀登
高峰的人，终究会在山顶会合。身在
其中的我们必定不虚此行。”

成技术“码农”和内容变现“创意工程师”

“从 PGC、UGC 到 AIGC，技
术演进正让视频制作迈向‘零门
槛’。技术能帮助我们实现从 1 到
100，但最重要的从0到1还是要靠
技术背后的人的思想、创意和审
美。”过彤认为，内容为王是网络视
听行业不变的黄金法则，从业者需
要深化思想+艺术+技术融合创新，
不断扩大网络视听内容的影响力。

近年来，爱奇艺推出的 《狂
飙》《南来北往》 等作品收获大批
受众赞誉。在龚宇看来，网络视听

行业时刻都处在变革之中，但是，
有思想、有品质、有价值的内容始
终是行业高质量增长的核心推动
力。随着受众审美水平不断提升，
内容偏好也变得多样，能不能持续
提供高品质、多元化的内容决定着
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B 站每一年都会新增上百个
品类，这些新增的品类中很快就会
涌现出高质量的视频作者，也能够
贡献‘出圈’的高质量视频。”哔
哩哔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睿谈

道，他们在B站运营中深切感受到
受众对高质量视频的需求一直很强
劲，优秀的创作者也一直在人群
中。平台运营的价值就在于支持认
真创作的有才华的人，让他们的内
容能够触达更多受众，把想看高质
量内容的人和希望做好内容的人连
接起来。

“影视技术与艺术是一家的，
但技术是服务于人的创造力的工
具，人的创造力是第一位的。在各
平台中，技术都是产业发展的辅助

工具，而非主宰。”四川大学教授
曹峻冰认为，虽然新型数字技术无
疑对视听产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
唯有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产业和艺术
服务，达到润物无声的境界，才能
真正实现产业赋能。在技术更迭和
生产力空前旺盛的视听世界，人文
主 义 不 是 技 术 发 展 中 的 附 属 议
题，而是首要动议，当技术之潮
与人文之舟相遇时，应当始终明
确人文思想是第一性的，技术则是
第二性的。

内容为王是行业不变的黄金法则

网络视听热，短视频与微短
剧更热。过彤介绍说，2023 年央
视 频 推 出 原 创 大 型 融 媒 体 节 目

《中国短视频大会》，以短视频里
看中国为主题，打造国内年度规
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短视频行
业盛会。同时，央视频、央视网
还将深入布局精品微短剧板块，
计划推出中国微短剧大会和中国
微短剧盛典，吹响全网精品创作
集结号，推动微短剧创作向高品
质、多元化发展。

“微短剧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还要在内容的故事质感以及艺术内
涵的表达上下功夫，不断探索新题
材，打造高品质内容，才能收获良
好口碑与丰厚回报。”快手文娱业
务部剧情业务负责人于轲说，2023
年他们探索题材拓展、内容提质，

《拜托啦奶奶》 引发共鸣，累计播
放量已超 10 亿次。《九儿》 等一系
列聚焦社会话题的微短剧也大受好
评。在分析市场数据后，他们认
为，深耕微短剧赛道不妨卷内容。
微短剧行业持续向精品化、多元
化、商业化、国际化和产业化方向

发展，平台需要从受众需求变化去
反推内容创新之道。

对于微短剧创新发展这一话
题，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创作者唯
有多学习、多经历，才能做到胸中
有丘壑，作品成气韵。要与创新同
行，以精益求精的作品感染人，推
动微短剧从新兴业态向成熟业态转
变。同时，以科技创新赋能，提高
国际传播效能。

腾讯在线视频副总裁王娟认
为，微短剧的火热为影视剧创新提
供了新的舞台。从长远来看，微短

剧的发展离不开精品内容的支撑，
各平台应携手更多优秀创作者打造
更多类型、更高水准的精品微短剧。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
院教授汪文斌提出，微短剧的微是

“微言大义”，短是“短小精悍”，
未来需要寻求更多价值增量、品质
增量、创作增量和受众增量。北京
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提到，应珍
惜微短剧的发展活力，珍惜其发展
环境和机遇，共同保护创作空间和
想象力的空间，推动行业取得更大
发展。

在微短剧中寻找增量

当艺术和AI相拥融合之时

我们不应迷失在技术丛林中
□本报记者 洪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