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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生机勃勃。天府之国成
都，一场网络视听行业的盛会正与春日
的暖阳一同到来。

3月28日，为期3天的第十一届中国
网络视听大会在成都开幕。5000余位
行业代表、近万名嘉宾齐聚蓉城，为网
络视听产业赋能。

本届大会以“极视听 强赋能”为主
题，重点围绕深耕精品内容、壮大主流
舆论、强化科技赋能、深化行业治理、加
强国际传播等议题展开，聚焦微短剧国
际传播、网络视听内容出海、城市国际
传播、国际网红传播等内容，组织论坛、
发布会、首映礼、合作签约等活动。

人工智能是否能辅助网络视听行
业提质增效？“数智”赋能又将为视听行
业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开幕式上，
来自文学界、传播学界等领域的专家学
者，从不同的视角带来主题演讲，分享
了对于视听行业的思考。

从文学思考到AI创作
嘉宾畅谈网络视听行业发展

“这次大会召开的背景，也是因为
当下AI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文化
产品的生产，特别是影音制作提供了更
快捷的手段，这必然对文化和产业发展
提供难以估量的可能性。所以作为一
个长期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当然要对这
次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在主题
演讲环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
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作
家协会主席阿来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谈
到了自己对互联网时代技术快速发展
下，文化产业不断变化的看法。

阿来表示，如今人们可以看到创
意、技术、资本紧密结合的高度适应互
联网时代的创意产品的生产过程。

但面临这样的场景，阿来心中也产
生了一些疑问，譬如互联网上的文化产
品，为何网络小说会越写越长，动辄以
千万字来计数，而音视频流行的前提却
要求越来越短。“在一切都越来越快的
时代，我发现自己和身边的人和世界上

许许多多的人一样，行为方式正在被互
联网上的文化产品所悄然改变。”他说。

同时，这些年阿来也看到了许多非
常好的变化，那些了解中国历史，了解
当下复杂的社会现实，洞察复杂的人性
的有品位、有品格的作者越来越多，且
受到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喜爱。“总而
言之，我相信一切文化都应有助于人
类，有助于人类趋向高尚的精神，趋向
有养分的成果。一切文化都应有利于

人的自我教育建设，都应有利于人类的
继续进化。”他说。

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
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
传播学院院长胡正荣谈到，目前，基于
移动端的网络视听发展已有10多年，
现在急需迭代升级，即基于AI技术的
迭代升级，这就是创新的动力。“中国的
网络视听行业，不仅仅是一个蓬勃的文
化驱动力，更是经济领域新的生产力。
但我们要看到，网络视听要进一步发
展，必须依赖更强的技术。”他说。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
媒体研究中心主任沈阳从他参与的AI
创作中，谈到了未来网络视听的发展。
他表示，理工科和文科所致力的方向不
同，理工科偏向于用AI解决“一黑二暗
三起源”的问题，而文科偏向用AI建立
一个人机共存的新世界。“AI视频将是
人类未来对现实世界决策的新语言，
AI助手将是人类未来对现实世界改造
的新伙伴。”他说。

从AIGC宣传片到微短剧
多项活动相继宣布启动

在开幕式现场，中国网络视听协

会、中国传媒大学数字人研究院联合出
品的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一镜
到底”式实验性AIGC宣传片正式发
布。宣传片使用当下最新的人工智能
技术，勾勒细腻画笔中的壮美山河，描
绘典籍故事中的磅礴历史，讲述美食烟
火中的温暖陪伴，彰显科技想象的信心
力量，是“视听+”在AIGC领域的创新
实践，展现了网络视听行业生机勃勃、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与此同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5周年“视听中国 全球播映”活
动也在开幕式上正式启动。该活动将
通过100部描绘中国大地的优秀视听
作品，向世界多维呈现中国精神、中国
价值、中国力量，传递中华文化的磅礴
气势。这100部作品将在全球近百家
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进行展播呈
现，以多元视听内容描摹中国式现代
化的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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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上，“跟着
微短剧去旅行”文旅-广电合作启动仪
式举行，将播出100部“跟着微短剧去
旅行”主题优秀微短剧，加强微短剧创
作引导和优秀节目的示范引领，推动微
短剧题材的创新。此外，网络视听行业

“创精品、谱新篇”联合宣言发布仪式也
在现场举行，来自人民网、央视网、爱奇
艺、腾讯视频、哔哩哔哩等视听领域头
部平台代表人员登台，分别发表了平台
宣言。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大会将举行
30余场主题论坛和发布活动，邀请头
部视听平台和技术企业负责人，展示多
项技术应用成果，集中探讨技术引领下
的内容生产和产业发展。大会期间，还
将举办新技术与精品节目展，全面呈现
AIGC、智能分发、虚拟制作等视听领
域前沿技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
心 荀超 周琴 见习记者 王一理 刘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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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在成都开幕。

阿来发表主题演讲。

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开启“成都时间”

众多大咖齐聚共话网络视听未来

3月28日，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
中心的新技术与精品节目展现场，由各
大网络视听企业、平台带来的新技术、
新产品和精品节目纷纷亮相。

近年来，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技术
对网络视听领域产生日益深入的影响，
给用户带来全新视听体验；同时，硬件
设施设备不断更新迭代，为网络视听产
品、节目制作提供助力。新技术与精品
节目展现场，记者近距离感受到科技进
步带来的网络视听之变。

“台前”看内容

在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展区，专设了
一个“元宇宙文博文旅”板块，其中“鼓
浪屿元宇宙”引来不少人关注。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鼓浪屿元宇
宙”是以世界文化遗产地鼓浪屿为原型
打造的数实融合未来生活社区，于
2023年7月上线测试，目前内容和功

能仍在不断完善。它通过映射物理时
空、用户互动创造、聚合生态共建等，为
用户提供文旅游览、互动娱乐、消费购
物等数字生活体验。

记者好奇地拿出手机扫码体验，
很快，一个融合了角色扮演游戏和3D
街景风格的界面出现在眼前。用户可
以“换装”“捏脸”，创建专属数字形象；
选择历史文化路线、万国建筑群路线、
音乐路线等，“云体验”鼓浪屿的万千
风情。

“通过‘鼓浪屿元宇宙’，用户可以
沉浸式游览鼓浪屿，没去过的人也可
以提前制作旅行攻略。”现场工作人员
介绍，咪咕还与大足石刻等合作打造
元宇宙文旅项目，为文旅产业带来数
字创新。

科技赋能内容创新的案例在展览
现场还有不少。例如，由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数字文化艺术博物馆推出的“何以

文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数字
艺术大展”，聚焦持续20年的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良渚
古城遗址等10个重点考古遗址复原及
线上展出。

“幕后”探支撑

网络视听内容持续出新，背后的硬
件、渠道、模式等也不断提档升级。

会场外，一台“优酷影视制作车”吸
引了众多嘉宾关注。其车体左右双侧
都可向外扩展，“变身”后的车内面积近
40平方米，分为数据中心、导演区、制
作区和生活区4个区域。阿里大文娱
集团CFO孟钧介绍，推出影视制作车，
就是希望给剧组提供一套“一站式”现
场制作解决方案，利用科技为剧组工作
提质增效。主创人员可以通过导演区
的监看墙，实现跨地区远程监看和指挥
调度；制作区的后期机房可以支持DIT

（数字影像工程师）、调色、现场剪辑人
员同时工作，辅助导演实时调整拍摄计
划。“影视制作车的现场剪辑功能，可以
实时确认素材的可用性。”现场工作人
员说。

“热辣滚烫”的行业发展浪潮中，也
有四川企业的身影。现场，成都索贝数
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搭起一
块常用于影视特效制作的绿幕，演示

“MR（混合现实）直播间”。所谓MR
直播，是通过在现实环境中引入虚拟场
景信息，增强直播用户体验的真实感。
仅需一台电脑，直播背景中的绿幕就可
以按需切换为书房、厨房、密室等虚拟
场景。索贝工作人员介绍，已上线80
多种虚拟场景，还有上百种正在开发，

“目前主要面向成都地区，以及各大互
联网平台的品牌客户，下一步将在海外
持续推广。”
陈云鸽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记者打卡新技术与精品节目展

科技加持如何赋能网络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