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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发布

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达10.74亿人
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刷短视频？是否

喜欢在网络直播中购物？在互联网高度
发展的当下，网络视听已成不少人生活
的一部分。

3月28日至29日，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
听大会将在成都举行。3月27日下午，
作为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的重
要活动，由中国网络视听协会策划编制
的《中 国 网 络 视 听 发 展 研 究 报 告
（2024）》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截至
2023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
10.74亿人，网民使用率为98.3%，排在所
有互联网应用首位。

短视频用户黏性最高

过去数月，网络视听产业催生出哪
些新场景、新业态？又有哪些走红的网
络视听产品刷新了人们的认知？活动现
场，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副秘书长、短视频
和直播工委会理事长兼秘书长周结发布
了12个主要发现，其中包括：网络视听

“第一大互联网应用”地位愈加稳固、网
络视听仍然是“杀时间利器”、网络视听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网络
视听是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
量、网络视听提供新就业渠道、重点网络
微短剧上线量翻倍等。

“网络视听继续保持第一大互联网
应用地位，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络
视听用户规模达10.74亿人，网民使用率
为98.3%，排在所有互联网应用首位。”周
结说，数据显示，移动端视听应用人均单
日使用时长超3小时，短视频人均单日使
用时长为151分钟，网络视听仍然是“杀
时间利器”。

具体来看，短视频应用的用户黏性
最高，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为151分钟；长
视频应用用户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为112
分钟；娱乐/游戏直播应用用户人均单日
使用时长为63分钟；网络音频应用用户
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为29分钟。

同时，周结表示，报告首次关注到了
网络视听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农村网

络视听用户规模为3.2亿，增速远高于城
镇，网络视听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扮演重要
角色。“2022年、2023年，我国农村网络视
听用户规模分别为2.99亿人、3.20亿人，
同比分别增长12.6%、6.8%，增速远高于
同期城镇用户（2.1%、1.9%）。”他说。

职业主播超过1500万人

一本“冷门”书籍，在头部主播的带
动下，可以销售一空；一场直播带货，也

可以让农产品打开销路，走向更远的地
方……当下，直播、短视频等视听方式的
走红，为数字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周
结表示，网络视听市场规模超1.15万亿
元，企业66万余家，网络视听是数字经济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网络视听提供新的就业渠道。报告
显示，全网短视频账号总数达15.5亿个、
职业主播超过1500万人。同时，全网主
要视听平台拥有10万“粉丝”的账号数量

在50万个以上，拥有100万“粉丝”的账号
数量约4万个，拥有1000万“粉丝”的账号
数量约1000个。头部聚合效应明显。

此外，短视频直播拉动消费效应明
显，七成以上用户因看短视频/直播购买
商品，短视频/直播和电商、文旅成为最
强CP。“带货成直播C位。调查显示，
53.7%的用户经常收看电商直播/直播带
货，较2022年增加23.4个百分点，增速最
快。”周结说。

三成微短剧用户曾付费观看

说到当下正在风口上的网络视听产
品，那当然要数微短剧。近年来，微短剧
以迅猛繁茂之态进入公众视野，不仅实
现了流量变现，还收获了极高的热度。
网络微短剧行业在极速前行的同时，也
暴露出一些问题并引发争议。

报告显示，重点网络微短剧上线量
翻倍，微短剧用户黏性快速增长，四成用
户经常看、三成用户曾付费。“2023年，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网络影视剧信息
备案系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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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2022年
（172部）增加一倍多。”

同时，调查数据显示，经常观看微短
剧用户占比达39.9%，仅次于电视剧/网
络剧和电影/网络电影。“31.9%的用户曾
为微短剧内容付费。”周结说。

微短剧呈迅猛发展的势头，但长视
频的“威力”仍不可小觑。报告指出，网
络视听是大众“精神大餐”的重要供给，
2023年度上线长视频作品1.7万余部，主
要长视频平台作品存量达12万余部。网
络视听从“借船出海”转向“造船出海”，
是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截至2023年
底，主要长视频应用海外下载量超过3亿
次；2023年，主要网络音频应用海外下载
量超380万次，累计点播量近14亿次。”
周结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见习记者 王一理

短视频和直播的走红，如何影响人
们的生活和消费方式？3月27日下午，作
为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的重要活
动，“共筑新生态 赋能新发展”短视频与
直播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成都举
行。来自传统媒体、新型媒体、视听机构
的业内人士齐聚一堂，围绕短视频及直
播展开探讨，助力行业发展。

刷屏爆火
短视频如何助力哈尔滨“出圈”？

论坛中，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祝燕南，中国国家创新与发
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大学
经管学院教授吕本富分别以《实用主义
与长期主义的政策性统一》《智能时代的
短视频直播》为题，进行主题演讲。

祝燕南说：“短视频和直播行业呈现
3个趋势：第一，全产业经历了从内容、流
量到资本的发展阶段，拼资本是发展的
最高阶段；第二，以网文IP入手，从产业
链中下游向产业链上游布局；第三，从面

向B端的分账模式，到面向C端的直播带
货、广告植入、内容付费，完成了商业模
式的闭环。”

吕本富则围绕“短视频的成功商业
模式”“短视频成功的经济学分析”“大模
型带来的风云突变”等角度进行解读。
此外，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刘伯贤现场发布了第六届

“三月三”网络短视频大赛。
在主题分享环节，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兰峰以《网络通世
界，视听上冰雪——短视频助力哈尔滨
冰雪旅游火爆“出圈”》为题，进行主题分
享，解秘哈尔滨文旅的“泼天富贵”。她
说，这一季冰雪季，哈尔滨成为全国热门
旅游目的地的“顶流”，带火了全国冰雪
旅游市场，赢得了口碑与效益的双丰
收。同时，在全国各级各类媒体和网络
平台的助攻下，相关报道总阅读量和评
论量分别达到1350亿次、10亿条。“四川

‘小熊猫’、广西‘小砂糖橘’、云南‘小菌
主’、贵州‘小折耳根’纷纷组团来哈尔
滨，形成南北协同、区域互动的生动局
面。”她说。

流量时代
如何打造健康的网红经济？

“网红”，一个在互联网时代被频繁
使用的词语。在数字化手段不断发展
下，“网红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其所带来
的巨大经济效益，让行业认识到其背后
的强大能量。网红效应带来经济效益，
让行业追逐流量的同时，也引起争议和
不安。如何打造健康的网红经济？论坛
上，嘉宾们围绕此话题展开了一场圆桌
论坛。

“我们对健康内容的理解，是深度探
讨内容是否健康、是否有知识传播性。”
论坛上，知乎执行总编辑张静雅说，平台
鼓励高质量的内容创作者，创作有深度、
有内涵的内容，同时促进知识可持续地
传播和发展。“我们相信，内容好坏直接
影响到流量和商业化。内容展现出的多
样性和不同形式，可以满足商业化的需
求。”她说。

作为快手微短剧的创作者，“一只
璐”曾因出演爆款微短剧获得极高的流
量，之后她又转入直播行业，开启了“带

货”生涯。在她看来，无论是内容创作还
是直播带货，产品都应服务于“粉丝”，带
给“粉丝”积极性的引导。“我觉得能够一
直火的流量密码，就是不断‘整活’，告诉

‘粉丝’，我是一直在前进的人，带给他们
积极正向的内容。”她说。

时下，短剧市场发展迅速，重庆知名
MCN机构麦芽传媒正在该领域发力。
论坛中，麦芽传媒合伙人、品牌营销总监
冉旭从机构的角度，谈到了他对健康网
红经济的看法。“我觉得是三点：一是长
久持续的发展；二是为观众带来有趣、有
用的内容；三是不被劣质的流量所吸引，
不为眼前利益出卖未来。”他说。

飞博共创合伙人、厦门市自媒体协会
副会长郭勤的想法与冉旭可谓不谋而合，
其所在的机构也是国内早期创立的
MCN。郭勤表示，真情实感的表达，给到
观众抚慰人心的作用，是内容创作者应该
坚守的。“同时，作为机构，找到自己擅长
的商业方式去合理布局，将其变成可持续
的路径，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荀超 见习记者刘叶

哈尔滨“出圈”、微短剧爆红……

短视频和直播如何赋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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