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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我国网络视听行业
市场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 在
近日于成都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
网络视听大会上， 2000余家业内
企业和机构、 近万名嘉宾齐聚，
共同探讨行业发展新趋势、 新机
遇与新变革。

行业规模创新高 新机
会不断涌现

本届大会发布的 《中国网络
视听发展研究报告 (2024)》 显
示， 截至2023年12月， 我国网络
视听用户规模达10.74亿 ， 网民
使用率98.3%， 网络视听 “第一
大互联网应用” 地位愈加稳固。
2023年， 包括长视频、 短视频 、
直播、 音频等在内的网络视听行
业市场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

在本届大会上， 微短剧成为
热议的话题。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
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周结说， 在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 “规范+引导 ”
双护航下， 微短剧正成为精品创
作和主流价值观传播阵地。 数据
显示， 经常观看微短剧的用户占

比达39.9%， 2023年其市场规模
近400亿元。

网络视听也成为国际传播新
主力。 爱奇艺创始人龚宇介绍，
2023年， 我国国产剧已成为泰国
最受欢迎的娱乐内容， 爱奇艺国
际版华语剧集的播放时长也大比
例增长。 “精品化、 产业化、 国
际化是微短剧未来的发展方向。”
腾讯在线视频副总裁王娟说 ，
2023年， 腾讯视频海外微短剧用
户规模同比增长49%。

5G+、 AI+等新技术正与网
络视听产品不断融合。 中国移动
咪咕公司党委副书记、 副总经理
颜忠伟说， 咪咕通过技术、 媒介
与场景融合， 将视频彩铃升级为
移动融媒形态， 不断打造新质内
容， 加速拓展国内和国际市场。

赋能文旅产业发展 多
维度助力乡村振兴

从淄博、 哈尔滨到天水， 去
年以来， 线上短视频的火热带来
线下文旅消费的热潮。

“我们用沉浸度强的短视频

和直播内容传播城市形象， 吸引
了大量游客线下打卡。” 哈尔滨
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兰峰说，
在这个冰雪季， 哈尔滨的相关阅
读量达1350亿次， 哈尔滨的机场
游客吞吐量同比增长80.03%， 铁
路游客量同比增长107.5%， 春节
假期哈尔滨日均文旅消费规模同
比增长130.2%。

在网络视听的助力下， 东北
的 “冷资源 ” 成为了热经济 ，
2024年春节假期， 吉林长春、 辽
宁沈阳、 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文旅
消费也大幅度增长。

短视频、 直播等形态不仅在
助力农产品销售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 ， 也推动了乡村文旅 。 2023
年 ， 乡村篮球赛事 “村BA” 在
快手火爆出圈 ， 贵州站 、 宁夏
站 、 广东站三场 “村BA” 赛事
直播总观看人次均超过3亿， 促
进了当地乡村旅游的火爆。

作为新业态的微短剧也成为
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新力量。
今年年初，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推
出 “跟着微短剧去旅行” 创作计

划 ， 旨在引导微短剧与传统文
化、 旅游资源交融， 推动文旅与
广电融合发展。

“每一座城市都是一个宝藏
IP。”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
体学院教授汪文斌说， 微短剧与
文旅的融合， 将有助于微短剧的
精品化发展， 也有助于为文旅产
业创造新的增长点。

新技术带来行业新变革
本 届 大 会 上 ， AIGC技 术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生成内容）
在网络视听行业中的应用成为热
议的话题。

龙年春晚用AI技术实现李白
与西安市梦幻联动， 中国首部文
生视频AI系列动画片开播， 数字
人参演电视剧并与真人演员搭
戏， 使用AI技术的综艺节目、 动
画片、 纪录片不断涌现……技术
的变革正加速推动视听产业迭代
升级。

工夫影业总经理陶昆表示，
虚拟拍摄技术为影视行业带来了
一定程度上的降本增效， 也为创

作者提供了更多的创作手法。 北
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
洪忠认为， 影像生产的逻辑和制
作方式都在被大模型改变， 面对
迅速变革， 创作者要充分做好对
大模型的提示和训练， 同时， 审
美也成为选择大模型生成内容的
重要依据， 这也是技术不可取代
人类之处。

多位受访人士认为， 新技术
的使用也需要必不可少的规范与
引导。本届大会上，举行了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
听数字人身份标识规范》 行业标
准制定启动仪式。《规范》 旨在通
过明确身份标识保障技术和内容
的安全可控， 维护创作者的知识
产权，促进数字人产业健康发展。

新技术也正被运用到公益事
业发展中。 中国传媒大学无障碍
信息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付海钲
说， 中国传媒大学正利用AIGC
技术创作无障碍电影， 用700部
无障碍电影和讲述稿建立起无障
碍电影大模型， 助力公益事业发
展。 据新华社

———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观察

好内容拥抱新技术 网络视听为更多行业赋能

新活动 多项盛事首次
在港举办

3月25日， 首届 “世界合一
论坛” 拉开了香港首个金融盛事
周的帷幕。 论坛召集人、 可持续
科技学院创办人罗宝文表示， 创
办论坛的初衷是为了做一个 “绿
色版” 的世界经济论坛。 作为一
个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盛事活动，
首届论坛得到了特区政府的大力
支持。

“希望论坛不会是一次性的
活动， 而是一个长期的旅程， 我
们现在才刚刚开始。” 罗宝文说。

同样作为金融盛事周的重要
活动之一， 26日的全球投资峰会
是美国米尔肯研究院首次在香港
举办的大型峰会。 米尔肯研究院
亚洲区主席胡以晨告诉记者， 研
究院将目光投向中国， 致力于促
成全球投资者与中国企业家和消
费者的对话， 香港在联通全球方
面具有独特优势， 这促使香港成
为举办本届峰会的不二之选。

此外， 还有27日到28日举行
的 《财富》 创新论坛， 24日至26
日举办的 “香港国际文化高峰论
坛2024”， 以及28日开启的 “梵
高·乐印” 沉浸式艺术装置展览，
都是首次落地香港， 新意满满。

新活力 联通世界魅力不减
“香港一直是全球领先的金

融中心。 ‘一国两制’ 让香港成
为东西方文化、 思想和专业知识

交汇的活力之桥。” 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李家超在 “世界合一论
坛” 上致辞表示。

罗宝文介绍， “世界合一论
坛” 本来预计邀请约300人参会，
而实际收到的报名是最初计划的
5倍， 演讲嘉宾人数也从筹备阶
段的40人左右增加到100人 ， 这
说明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许多
企业都希望通过香港这一 “超级
联系人” 进入亚洲市场， 打开更
广阔的合作空间。

作为香港历来最大规模的国
际文化峰会， 为期三天的香港国
际文化高峰论坛云集逾2000名来
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 吸引全球
各地超过42万人次在线观看。 法
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主席
扬尼克·林茨表示，香港是东西方
文化的交汇之处， 能够激发艺术
灵感，充满合作与发展的机遇。

28日至30日举行的巴塞尔艺
术展香港展会是香港一年中最受
瞩目的文艺盛会之一， 一直被视
作全球艺术市场的 “风向标”。

今年艺术展吸引243间中外
艺廊参展， 展会开幕前多种门票
已售罄。 多位参展艺廊负责人表
示， 香港文化和艺术氛围浓厚，
汇集了来自全球的艺术家、 收藏
家和策展人， 来香港办展是他们
打开亚洲市场的最佳途径。

新气象 全力拼经济 、
拼发展

3月23日， 香港特区 《维护

国家安全条例》 刊宪生效。 李家
超日前表示， 国家安全得到有效
保障， 香港可以集中精力， 全面
拼经济、 拼发展。 伴随着盛事活
动的多点 “开花”， 香港在各领
域取得了多项新进展， 发展势头
蓬勃向上。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
茂波在首届全球投资峰会上致辞
表示， 香港在吸引企业来港方面
取得良好进展。 据了解， 最新一
批25家重点企业于20日正式签约
落地香港， 加上2023年落户的企
业， 未来几年将在港投资超过50
亿美元， 创造逾13000个就业机
会。

在积极 “抢企业” 的同时，
特区政府还着力巩固其全球家
族办公室枢纽地位。 27日举办
的第二届 “裕泽香江” 高峰论坛
上，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
库 务 局 局 长 许 正 宇 致辞表示 ，
香港正通过新的资本投资者入
境计划 、 税务优惠、 成立香港
财富传承学院等重点举措， “铺
上红地毯”， 邀请家族办公室落
户。

为了在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
济等关键领域建立全球合作 ，
“世界合一论坛” 举办当日， 特
区政府发布了有关发展香港可持
续披露生态圈的愿景宣言， 有助
于香港在绿色和可持续金融领域
紧跟国际趋势， 加速朝着国际绿
色金融中心的方向迈进。

据新华社

春暖花开时节， 处处百花盛开， 人们纷纷走出家门， 踏青赏花，
乐享春光。 图为游客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镇佛堂村乘竹筏赏
樱花。 新华社发

盛事活动云集 香港绽放活力

花花开开神神州州春春光光好好

� 新华社电 3月30日至31日，
主题为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译
界的责任” 的2024中国翻译协会
年会在湖南长沙召开。 此间发布
的 《2024中国翻译行业发展报
告》 指出， 我国翻译人才为国家
发展大局和各领域事业提供良好
支撑 ， 复语型人才需求增加较
多， 翻译人才高知化趋势明显。

为全面深入了解我国翻译行
业面临的问题、 挑战和未来发展
需求， 中国翻译协会自2012年起
开展国内翻译行业调查， 对翻译
行业的现状、 特征、 问题、 趋势
等进行调研分析。 自2023年起 ，
中国翻译协会新增全球翻译行业
发展报告。

《2024中国翻译行业发展报
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全国范围内（不含港澳台地区）经
营范围包含翻译业务的企业数量
为623260家， 以翻译为主营业务
的企业数量为11902家。国内翻译
企业总产值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相较2022年增长了5.6%。 我国翻

译人才规模也持续增长， 总人数
达到642万，翻译从业人员数量相
比2022年增长了6.8%。

报告指出， 在翻译技术发展
与创新方面 ， 经营范围中含有
“机器翻译与人工智能翻译” 业
务的企业数量持续迅速增长， 由
2022年底的588家增长至2023年
底的839家。 翻译技术发展前景
广阔， 八成以上翻译企业积极拥
抱大模型技术， 七成以上相关院
校开设有机器翻译相关课程。

中国外文局局长、 中国翻译
协会会长杜占元说， 展望我国翻
译行业未来， 要聚焦国家需求，
加强国家翻译能力建设， 讲好中
国式现代化的故事。 发挥中国翻
译协会引领作用 ， 加强协同联
动， 拓展对外交流互动， 不断提
升中国翻译界的国际化水平和国
际影响力。

本次年会由中国翻译协会、
中国外文局翻译院、 湖南师范大
学主办， 此外还举办了多场论坛
及翻译行业优秀成果推介会。

首届 “世界合一论坛”、 首届全球投资峰会、 香港国际文化高峰论坛、 第
二届“裕泽香江”高峰论坛、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第48届香港国际电影节……
连日来， 多个大型国际盛事在香港集中启动， 经济、 文化、 艺术等领域均呈现
欣欣向荣景象。

今年以来， 香港特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推动 “盛事经济”， 并宣布在
今年上半年举行逾80项盛事活动， 向世界展现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
促进本地经济增长。

我国翻译人才规模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