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将共举办41场论坛、研讨、交
流活动，27场发布、签约和产业推介活动，50余场市民互动活
动，30余家企业参展，近500位嘉宾将进行演讲分享。

开幕式上，启动发布了“视听赋能 科普未来”知识就是力量
科普视听行动、2025全国视听文艺进校园活动、2025“视听中国
全球播映”活动、网络视听精品扶持专项基金等多项重要活动。

从微短剧到人工智能短视频平台在关心什么？
第十二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开幕式上演头脑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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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到10.91
亿人、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10.4亿、微短
剧用户规模达到6.62亿……放眼当下，
网络视听如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
不在，是不少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3月27日，第十二届中国网络视听
大会在成都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以“极
视听·强赋能”为主题，持续打造中国著
名、世界闻名的网络视听权威发布平台、
成果展示平台、行业赋能平台、大众共享
平台。大会将举办41场论坛、研讨、交
流活动，27场发布、签约和产业推介活
动，50余场市民互动活动，30余家企业参
展，近500位嘉宾将进行演讲分享。

AI时代，网络视听作品的生产与传
播会发生怎样的改变？科技的力量，又怎
么重塑艺术精神？开幕式上，多位来自网
络视听领域的知名人士登场，针对当下网
络视听中最火热的话题带来主题分享。

多位知名人士登场
分享网络视听中的火热话题

3月26日发布的《中国网络视听发
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4年
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10.4
亿，微短剧用户规模达到6.62亿，短视
频依然稳坐网络视听“第一宝座”。同
时，生成式AI重塑内容生态，近三分之
一的网民用AI制作图片、视频。

于是，在开幕式上，多家网络视听
头部平台代表的话题，都围绕AI、微短
剧、短视频等内容展开。

“随着全球化平台、数字革命、人工
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崛起，我们正处
于科技飞速发展时代。”现场，英国雄狮
电视首席创意官、联合创始人理查德·
布拉德利说。但他仍然坚信，若想创作

触达全球观众的故事，这些仅是工具。
“技术革新固然有助于进行跨越国界、
语言和文化的传播，但成功的关键仍然
在于核心的创作者。”

爱奇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龚宇以
《科技的力量，艺术的精神》为题带来了
主题演讲。他从长视频到短视频再到
微短剧的历程讲起，表示科技的力量，颠
覆式冲击影视行业。“时代在变，技术在
变，行业在变，要动态地看待这个世界。”

演讲中，龚宇谈到了爱奇艺在微短
剧领域的行动。“入场微剧，观众喜欢
看。聚焦精品，观众更爱看。时长更短，
观众看不烦。作品更多，观众看不够。
创意无限，观众看不厌。”同时，他还说，
在科技创新继续颠覆行业的趋势下，视
频网站还应在提升工业化水平控制综合
成本、养成大IP延续商业价值、流量变现
多样化、开拓海外市场等方向努力。

同样带来思考的，还有哔哩哔哩
（以下简称B站）董事长兼CEO陈睿，今
年是他第10年在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
代表B站发言。他说，每年都会为大众

分享一些B站上有意思的内容，今年带
来了以《AI时代的优质内容》为主题的
演讲。“无论是电视时代、电影时代，还
是如今的网络时代，哪怕是视频供给极
大丰富的时代，优质内容依然是稀缺
品。”他表示，内容供给增大后，优质内
容容易被稀释，但也能被放大。“用户对
优质内容的需求更强了。”

DeepSeek、豆包……如今，AI 的
广泛运用成为当下的热点话题。陈睿
在现场提到，AI是B站用户过去两年最
关心的内容之一。“去年我们做了统计，
每个月有8000万用户在B站上看AI相
关内容。2024年，AI相关内容在B站的
播放量达到300亿次。”他说，超过八成观
看AI内容的用户是95后。“AI就是未
来，年轻人关注AI代表他们关注未来。”

多项网络视听活动开启
韩红为青年学生送上寄语
开幕式上，启动发布了多项网络视

听领域的重要活动。其中，“视听赋能
科普未来”知识就是力量科普视听行动

发布仪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作
为代表登台发言。他说：“在第十二届
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开幕之际，我们共同
发起知识就是力量科普视听行动，就是
要以视听创新传播科学精神，以数字技
术提升国家科普能力。”随后，包括杜祥
琬在内的7位院士共同登台，正式启动
了该行动。

同时，2025全国视听文艺进校园活
动启动仪式也在开幕式上举行。现场，
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B站、芒果TV
等网络视听领域的头部平台代表登台，
介绍了即将推出的文艺作品，如音乐综
艺《让我来唱》、喜剧综艺《麻花特开
心》、校园情景剧《桃花店那小子》等。
更有文艺工作者代表、歌手韩红亮相，
为青年学生送上寄语。

“刚才看到各平台制作单位推荐的
作品，作为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我
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谢谢广大青年
观众对艺术作品的喜欢和支持，这将一
直激励和鞭策着我们。我希望所有的同
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新时代创作出
更优秀的文艺作品。”对四川有着深厚情
感的韩红，曾多次称自己为四川人，此次
来到中国网络视听大会现场，她在台上
称自己是成都人。活动中，她用四川方
言欢迎更多观众来成都做客。“成都是我
的故乡，欢迎更多朋友到成都来做客，
你来了，我带你看大熊猫、吃火锅！”

值得一提的是，2025“视听中国 全
球播映”活动启动仪式、网络视听精品
扶持专项基金成立仪式、网络视听助力
中国品牌日活动合作计划发布仪式也
在开幕式上举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荀超实习生李俊儒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李淼）3月27日上午，以“极视听·强
赋能”为主题的第十二届中国网络视
听大会在成都开幕。中央宣传部副部
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
曹淑敏，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琳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全国政协常委、文化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网络
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会长聂辰席出席开
幕式。

曹淑敏在致辞中说，过去一年，网
络视听行业坚持守正创新，整体发展持
续向好，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新成效。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
的重要思想，坚持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
并重，努力改革、创新、突破，推动网络
视听高质量发展。要发挥优势，持续壮
大主流思想舆论。推出更多接地气的
理论精品，做好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等重
大主题宣传，加快构建全媒体生产传播
体系。要实施精品创作工程，进一步丰

富优质内容供给。推出更多高品质有
特色的作品，构建跨平台传播新格局，
完善机制、提升质效，凝聚起发展的强
大动力。要强化技术引领，激发发展新
动能。加快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新
应用，推动超高清端到端全链条发展，
不断创造新业态、提升新体验。要健全
综合治理体系，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强
化政策供给，为各类主体发展营造有利
条件，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协同联动，
形成各尽其责的综合治理体系，共建良
好生态。要推进交流合作，提升国际传
播效能。适应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
受众需求，推动各种类型、题材、特色的

“中国视听品牌”作品在海外形成观看
风尚。

施小琳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
嘉宾对四川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她
说，四川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
思想，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网络视听
行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文化强
国作出积极贡献。坚持守正创新，优

化内容供给。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
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完善政策、服务和
监管，支持更多创作团队和人才，推出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
作品，全景式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万
千气象，全方位呈现巴蜀文化的独特
魅力。坚持科技赋能，促进产业升
级。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文化创造力双
向奔赴，加强“AI+超高清”、大模型、
显示终端等关键技术研发和转化，发
展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产业链
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形成

“视听+千行百业”大融合格局，打造
产业新地标。坚持初心宗旨，厚植人
民情怀。积极引导网络视听创作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书写和传播奋斗创造
幸福的生动故事、巴蜀大地的时代脉
动，以精品奉献人民、造福人民。诚邀
海内外朋友共同抢抓重大机遇，在融
入和服务“国之大者”中推动高质量发
展培育新动能、拓展新空间，在“天府之
国”成就事业、合作共赢。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董昕主

持开幕式。成都市市长王凤朝致辞。
开幕式上，启动发布了“视听赋能 科普
未来”知识就是力量科普视听行动、
2025全国视听文艺进校园活动、2025

“视听中国 全球播映”活动、网络视听精
品扶持专项基金、网络视听助力中国品
牌日活动合作计划，国内外业界学界代
表作了主题演讲。

开幕式前，曹淑敏、施小琳、聂辰席
等参观了新技术与精品内容体验展。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宣部纪检
监察组组长宋德民，中央网信办副主
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建文，人民日
报社编委委员、秘书长余继军，新华社
副总编辑任卫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
总编辑范昀，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蔡安
辉，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
邦胜；省领导曹立军、郑莉、胡云；两院
院士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相
关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各省（区、
市）相关负责同志，国内重点媒体、网络
视听平台、投融资机构、高校和研究机
构代表等参加。

第十二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在成都开幕
曹淑敏施小琳致辞聂辰席出席

27日，第十二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在成都开幕。图为开幕式上的文艺表演。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