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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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至3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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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 3月 31日发布数据，3月
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非制
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产出指数
分别为 50.8%、53.0%和 52.7%，比上月上
升 1.7、1.6和 1.8个百分点，三大指数均位
于扩张区间，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我
国经济景气水平回升。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作为经济运行先
行指标，3月份三大指数同步回升，显示我
国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内生动力
持续增强，社会预期不断改善，高质量发
展扎实推进。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
统计师赵庆河表示，3 月份，随着企业
在春节过后加快复工复产，市场活跃
度提升，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
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有 15 个位于扩张区
间，比上月增加 10 个，制造业景气面明
显扩大。

——产需指数双双回升，进出口指数
重返扩张区间。

“3 月份，随着稳经济扩内需稳外贸
政策持续发力，经济内生动力不断释
放，同时外部需求也有所改善，市场需
求增长较好。”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

文韬说。
统计数据显示，3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3.0%，较上月上升 4.0个百分点；新出口
订单指数为 51.3%，较上月上升 5.0 个百
分点，在连续 11 个月运行在 50%以下后
重返扩张区间。

文韬表示，3 月份，春节假期影响消
退，天气逐步回暖，企业和工地全面开工
复工，需求增长带动企业生产意愿上升。
生产指数为 52.2%，较上月上升 2.4 个百
分点。

——三大重点行业同步扩张，小型企
业PMI升至扩张区间。

3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消费品行业、
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3.9%、51.8%和
51.6%，比上月上升 3.1、1.8 和 2.1 个百分
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生产指数和新订
单指数均高于 55.0%，相关行业产需加快
释放。

不同规模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均有所
改善。3月份，大、中、小型企业PMI分别
为 51.1%、50.6%和 50.3%，比上月上升
0.7、1.5和 3.9个百分点。其中，小型企业
PMI12个月以来首次升至扩张区间，生产
经营活动有所加快。

——市场预期继续向好，企业发展信

心增强。
3 月份，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5.6%，比上月上升 1.4个百分点，升至较
高景气区间，表明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信
心增强。

“从最新月度数据看，汽车销量保持
增长态势。继上海、北京、杭州、深圳后，
我们在广州城区开通点到点领航辅助服
务（PPA）。”极越首席执行官夏一平说，中
国有丰富应用场景、大量高素质人才和完
备产业供给体系，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前景广阔。

不过，赵庆河也表示，调查结果显示，
企业生产经营中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比
如反映行业竞争加剧、市场需求不足的企
业比重仍然较高。当前推动新一轮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措
施还需进一步细化落实，为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从非制造业情况看，3月份，非制造业
商务活动指数为 53.0%，比上月上升 1.6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持续回升。

服务业回升向好。3 月份，服务业
商务活动指数为 52.4%，比上月上升 1.4
个百分点，连续 3 个月回升。从市场预
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8.2%，比上

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持续位于较高景
气区间。

建筑业扩张加快。赵庆河说，随着气
候转暖和节后集中开工，各地建筑工程施
工进度加快，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6.2%，比上月上升 2.7个百分点，建筑业
总体扩张加快。

“3 月 份 ，综 合 PMI 产 出 指 数 为
52.7%，比上月上升 1.8 个百分点，表明
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扩张加快。”赵
庆河说。

一系列数据显示，我国主要生产需求
指标稳中有升，人流、物流要素流动更加
活跃。

前 2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同比增长 10.2%，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12.3%；我国公路人员流动量同比增长
10.3% ，其中营业性客运量同比增长
23.7%；数字货运平台运满满大数据显示，
3月 1日至 15日，农用物资公路货运量同
比增长20.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
下阶段，要坚定发展信心，狠抓政策落实
落地，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
改善社会预期，努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
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三大指数同步回升折射中国经济复苏暖意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韩佳诺

好内容拥抱新技术 网络视听为更多行业赋能
——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观察

新华社记者 李倩薇 张海磊 周以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