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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中国传媒大学在京举办第
九届音乐产业高端论坛。论坛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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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衔的音
乐产业项目组撰写完成的年度性调研报告

《2024 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 发布。
《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音乐产业总规
模约4695.62亿元，同比增长10.75%，呈
现音乐消费的蓬勃活力。

高质量发展
音乐产业平稳快速增长

《报告》显示，在宏观经济回稳向好
的带动下，2023 年中国音乐产业保持平
稳快速增长；在线数字音乐娱乐市场表现
突出；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新需求的推
动下，中国音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取得新
的丰硕成果。

2023 年音乐图书与音像出版产业统
计口径内总体规模为12.15亿元，同比增
长 7.38%。其中，音乐图书产业规模为
9.53亿元，同比增长10.68%；音像出版产
业规模为 2.62 亿元，同比下降 3.3%。业
界推出了系列重点主题出版物；音乐图书
和音像出版数字化、融合化发展态势日益
明显；实体唱片行业在粉丝经济刺激下持
续回温；音乐厂牌依托“AI+音乐”模式
扩展新业务体系；黑胶唱片形成“黑胶+
公共空间、+网游、+时尚生活、+独立厂

牌”等多种新的发展模式。
2023 年中国数字音乐产业规模达

893.45 亿元，同比增长 5%，增速有所放
缓。网络音乐用户规模达7.26亿，占网民
整体的67.6%。主要数字音乐平台的付费
用户数量和付费比率均迎来了两位数的增
长，年轻用户群体对个性化、高品质的音
乐内容需求不断增长，短视频平台强势入
局音乐流媒体服务。

2023 年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
收入达14126.08亿元，同比增长13.74%。
其中，传统音乐类广播广告收入约14.04
亿元，同比下降8.66%；音乐类电视及网
络总收入约56.92亿，同比略有下降。

2023 年影视、游戏、动漫音乐的总
产值约10.34亿元，同比增长40.03%。其
中，影视剧音乐产业总产值约2.96亿元，
同比增长 27%；游戏音乐收入约 3.43 亿
元，同比增长 38.8%；动漫音乐收入约
3.95亿元，同比增长50.9%。

总体规模
持续恢复增长中优化结构

根据 2023 年中国音乐产业相关细分
行业的市场规模数据，《报告》梳理总结
认为，从增长趋势来看，中国音乐产业相
关细分行业中核心层行业和关联层行业恢
复高速增长，拓展层行业呈现两极分化，
表明中国音乐产业在持续恢复增长的同

时，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加快，行业结构不
断优化，音乐产业正在存量市场中调结
构，在优化结构中扩增量需求。从供需两
侧来看，行业供给结构向提质减量方向发
展，行业消费需求结构则呈现出扩张、下
沉、差异化并存的特点。

2023 年，中国音乐产业核心层、关
联层、拓展层产值规模分别为1179.92亿
元、2784.56 亿元和 731.14 亿元，所占比
重分别为25.13%、59.30%、15.57%，产业
结构保持稳定。

核心层产值规模同比增长 19.11%。
其中实体唱片行业在粉丝经济的支持下持
续回暖，专辑产品从“音乐内容”载体发
展为“粉丝情怀”载体，呈现周边化发展
趋势。音乐版权经纪与管理市场同比增长
16.17%，不仅著作权登记量大幅增长，授
权许可收入也有突破性进展。

关联层产值规模同比增长 10.06%。
OMO （Online Merge Offline） 行业平台
型模式成为行业发展导向，具有虚拟与现
实结合、课内与课外结合、集体与个体兼
顾、教学与管理结合等新特征。“大音
频”需求与线下文娱产业的专业音响需求
共同推动行业保持快速发展。

拓展层产值规模增速收窄，同比增长
1.64%。其中，广播电视音乐市场同比下降
16.83%，传统广播媒体广告市场持续疲软，
未来相应音乐产品及市场更多依赖互联网
新媒体渠道的发展。影视、游戏、动漫音乐

市场快速反弹，同比增长35.16%。

年度特征
消费复苏动能转化

《报告》分析认为，“消费复苏、动能
转化”是 2023 年中国音乐产业行业发展
的主要特征。

从 2023 年中国音乐产业各细分行业
对比来看，音乐消费活力和创新升级的动
能依旧强劲。从消费群体来看，年轻一代
的消费动能成为存量市场竞争的主要增量
来源，不仅数字音乐平台保持付费市场的
增长势头，影视、游戏、动漫音乐市场也
增长较快，相应地，音乐衍生社交、泛娱
乐产业也出现新的增长机会。

从产业发展动能趋势来看，2023年是
中国音乐产业实现常态化平稳发展的一
年。细分行业相比2019 年，音乐演出、音
乐版权经纪与管理、数字音乐、影视游戏动
漫音乐产业均保持了25%以上的增长；音
乐图书与音像出版产业、广播电视音乐市
场等未恢复至2019年水平，部分行业有较
大幅度下降。

2023 年中国音乐产业的发展呈现新
的发展态势。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突破
为代表的科技赋能新时代的到来，正在逐
步深刻影响整个音乐产业的行业变革、业
态创新和生态重建，为推动中国音乐产业
高质量发展开启了新的时代征程。

《2024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示

去年中国音乐产业总规模超4695亿元
□本报记者 孙海悦

本报讯 （记者杜一娜）法律出版社近日在北京
市密云区举办了首届“金獬豸杯”法律人马拉松暨

“数字法治”好书分享会，这也是法律出版社建社70
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好书分享会以“追寻数字化浪潮的法治之光”为
主题，与会者围绕数字化浪潮下的法治议题，展开了
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共同探寻数字法治的未来。

首届“金獬豸杯”法律人马拉松以“做新时代健
康法律人”为主题，吸引了300余位法律人参加，包
括学者、律师、法官、检察官等。

此次活动将法律知识与健康运动有机结合，不仅
是一场知识盛宴，更是法律人精神风貌的生动展现。

图为法律出版社举办首届“金獬豸杯”法律人马拉
松暨“数字法治”好书分享会。 法律出版社 供图

法律出版社举办
首届法律人马拉松暨好书分享会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近日在中国现代
文学馆举行的儿童文学时代论坛暨吴洲星长
篇小说《幸福里》研讨会上，安徽出版集团负
责人宣布，儿童文学时代论坛正式启动。中
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出席活动。

据了解，今年1月，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成立儿童文学分社（儿童文学出版中心），全
面整合并推进儿童文学重点项目的实施，其
中，计划每年择期举行儿童文学时代论坛。

《幸福里》 是论坛重点研讨的首部作
品。该书是儿童文学作家吴洲星聚焦新时代
城市更新和基层综合治理成果主题推出的长
篇小说。小说独具匠心地以一只猫的消失和
回归为线索，串联起5个孩子救助流浪猫、
关怀孤独老人、保护历史古迹、参与城市建
设的故事。

邬书林认为，《幸福里》引发孩子对时代
的思考，是真正的有温度有力量的儿童文学
作品。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高洪波评价

《幸福里》是一部与当代儿童生活紧密联系并
生动表现其特质的小说。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认为，《幸
福里》借孩子爱看的关于猫和人的故事，完成
一场温暖而美好的文学相遇，是作家在现实
题材儿童文学创作上的新突破。资深出版人
海飞认为，《幸福里》实现了主题性和文学性
的完美融合。

儿童文学时代论坛
正式启动

本报讯 （记者李美霖）由中国文联
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和
中国文联出版社共同举办的 《2023 中国
艺术发展报告》 出版发布暨 《2024 中国
艺术发展报告》 编撰工作启动会日前在
京举行。

《报告》内容涵盖对中国艺术整体发
展进行概览的总论，对戏剧、电影、音

乐、美术、曲艺、舞蹈、民间文艺、摄
影、书法、杂技、电视、文艺评论、网络
文艺、文艺志愿服务等进行分别透视的分
报告。《报告》 通过全景记录、重点分
析、趋势展望，及时反映各艺术门类的新
观念、新趋势、新形态。

《报告》 的“电影篇”指出，走过
2022 年电影市场的低潮期，2023 年中国

电影迎来了复苏与回暖。其中档期电影的
表现颇为惊艳，创造了多个新的中国影史
纪录。值得注意的是，票房前十名均为国
产影片，显示出国产片的市场好感度在持
续提升。

《报告》说，纵观2023年中国电影创
作生态，一个颇具典型性的现象是青年电
影人的集中出现，他们大多为“85 后”

和“90后”，电影作品类型偏好多样，关
注视角多元，风格各有特点，以成熟的电
影技法见长，拥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显
示出青年电影力量的突破与创新，为中国
电影繁荣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据悉，作为中国文联的重大出版项目
和重要品牌工程，《报告》自2012年开始
编撰以来，至今已是第12个年头。

《2023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出版

中国电影创作生态凸显青年力量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日前在京举办“柿柿如意：中国人的
吉祥‘画’——《应物而祥》新书发布会”。该书
作者、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古代绘画研
究所所长朱万章，与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
员、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余辉展开对谈。

明清花鸟画中，祥瑞题材蔚为大观。荔
枝、朱竹、牡丹、辛夷花、白雀、大鹏、墨竹、柿
子、松树、花瓶、鹌鹑、莲花和葫芦等题材蕴含
着大吉、大利、三多、平安、富贵、如意、长寿等
吉祥之意。在《应物而祥》中，作者不仅探讨画
作的艺术和鉴藏价值，也梳理了祥瑞题材绘
画的审美与民俗等影响因素。作者对画作的
解析既包含对文化源流的考证，也有艺术作
品流传的信息，凸显了画作的鉴藏价值。

朱万章表示，《应物而祥》一书力图避开
传统的绘画史研究路径，从另类视角重新解
读不一样的绘画史，希望为传统吉祥文化的
探索、推广、传播，花鸟画的流变以及绘画的
断代史、分类史研究尽绵薄之力。

《应物而祥》呈现
明清花鸟画另类视野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80多年前，东北
抗联少年连勇敢抗击侵华日军的故事惊心动
魄。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少年
连》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

谈起长篇小说《少年连》的创作缘起，作
家何方坦言，《少年连》中的人物跟当下没有
鸿沟，也并不是“高大全”；他们是少年英雄，
但也有孩子的稚气、任性，甚至胆怯、犹疑不
定，就像我们身边的孩子一样真实。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施战军
说，《少年连》以经典文学精神写就，是文学之
于抗联历史的兑现。“我们从《少年连》中认识
了一以贯之的中国人，中国人最主要的力量
来源于骨气、血气、家国情怀和家国情怀支撑
起的强大意志力。这种意志力使得中华文化
和中华民族不可能灭绝。”

在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看
来，《少年连》不啻一部“少年强”的文学范
本。“《少年连》具有‘填补空白’的显著文学意
义，书写不曾被写下之人、未曾受刊载之事。”

谈及《少年连》在青少年文学中所具有的
代表性意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晖
说，《少年连》在红色题材与小英雄题材接续
书写中实现了创新和突破。

长篇小说《少年连》
讲述东北少年抗战往事

本报讯 （记者郝天韵 张君成）第
四届“古籍文献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
国际学术论坛之“新时代古籍保护、整
理、研究与版本目录学”学术会议，近日
在广西桂林举办。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
清华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
馆、德国藏书家学会等海内外收藏、研究
机构的专家学者共计70余人参加会议。

如何进一步凸显古籍文献的精神力
量、彰显学术出版的时代价值，是出版人
需要认真思考和深入探索的课题。作为多

年致力于古籍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工作的出
版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立足本社特色
和学术资源，在各类文献的搜集整理、出
版方面系统规划、持续发力，出版了一批
珍稀文献，取得了丰硕成果。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总编辑汤文辉表
示，此次“古籍文献收藏、研究及整理出
版”国际学术论坛，以文献整理出版为纽
带，为海内外古籍工作者搭建起一个广泛
交流的平台，增强馆藏机构、专家学者和
出版企业在古籍工作领域的协调配合，形
成更紧密的古籍出版协作关系，开创海内

外古籍出版研究的新局面。
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详细介绍了中华古籍
保护计划在古籍普查工作、改善古籍收藏
单位库房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并提出对
建设“古籍保护与文献学”这一新兴学科
的愿景。同时，他十分期待全国智慧图书
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认为这将是推动古
籍活化、促进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中山
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国家文化遗产与
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程焕文提出了古籍整
理与保护工作的智能化发展路径。他强

调，利用现代科技，建设国家层面的古籍
自动化管理集成系统与国家的古籍版本
馆，实现古籍工作的大一统，对于整合全
国古籍资源、打破图书馆间的信息孤岛具
有重要意义。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版管理
处处长、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主任黄
品良在会上介绍了广西在新时代古籍工作
中的规划和部署。

会议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
公司、广西师范大学古籍文献整理研究中
心主办。

第四届“古籍文献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国际学术论坛新时代学术会议在广西举办

为新时代古籍文献保护贡献出版力量
本报讯 （记者范燕莹）范小青长篇非

虚构作品《家在古城》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
行。会议由《文艺报》社、中国作家协会社
会联络部、江苏省作家协会、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苏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中国当
代文学研究》杂志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承办。

《家在古城》是江苏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范小青的首部长篇非虚构作品，由江苏凤凰文
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书写了苏州古城的前世今
生，记录了时代浪潮中苏州城的整体变迁以及
古城人民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之变，将作家个
人的成长、生活经历与古城保护和改造的案例
相结合，是一部立足传统文化、个人体验和文
学表达，面向当下和未来的精品力作。

与会专家认为，《家在古城》聚焦古城的
保护和更新，写出了“城与人”的双向互动，不
仅是一部文化佳作，对古城保护工作也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

《家在古城》书写
苏州古城的前世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