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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第三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创作者之夜”活
动成功举办，百名从业者齐聚副中心，回顾过去一年的成果
创作，并围绕行业新趋势、新领域展开深入探讨与研究，碰
撞思想火花，分享经验心得，共话网络视听内容创作与行业
发展的新未来。

作为网络文艺最重要的门类之一，网络视听艺术呈现
出如火如荼的繁盛景观，不仅带来了丰富的娱乐内容，还在
与媒体的双向赋能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中，极大激发社会经
济的活力、动力、潜力和未来的创造力。北京市广播电视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张苏希望创作者能够坚持思想引领，深耕
细作，扎根生活，善用智能工具，充分释放创意潜能，用技术
的力量点亮思想的光芒，创作出凝聚人民力量的精品力作。

通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侯健美表示，通州区将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支持原创内容生产和技术创新，助力网
络视听产业蓬勃发展，努力让更多优质的视听项目在运河
畔生根发芽。

在创作者开放麦环节，创作者们围绕“讲一个我的行业
故事”主题大方分享。他们从“初心”“信念感”“内容为王”
等热词入手，以专业视角和独到见解，讲述行业在探索发展
过程中的坚实步伐、艰难探索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编剧龙平平认为，
“长剧向短”一词揭示了未来一段时间电视剧的发展方向和
规律。创作者们需要顺应信息化时代潮流，围绕观众日益
增长的文化需求进行优质内容创作，让短剧在新时代抓住
机遇，同时让长剧继续赢得观众的心。

爱奇艺副总裁刘皇甫表示，尽管当前网络视听环境下
的传播渠道、方式、语境和内容市场都在不断变化，但创作
者的核心还是要坚守初心，抓住不变的内容，用好的故事为
观众提供符合情绪价值的作品。

青工委委员、《折腰》编剧南镇则从自身创作经验出发，
认为创作者需要具备“信念感”。她表示，编剧应将相信的
力量赋予角色、情感和情绪，这样才能让观众将信任留给创
作团队。

感受感受 的力量的力量
昨日，第三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在副中心开幕。大会发布了2025“北京大视听”网络视听精品项目、2024北京

微短剧报告等多项网络视听领域重点内容，邀请高校、文化创作者、青年演员及相关企业等代表进行了12场高峰研讨，
共话产业发展。

80部力作领衔“北京大视听”
网络视听精品项目

大会上，市广电局发布了 2025“北京大视听”
网络视听精品项目，分为六大篇章，集结80部精品
力作，涵盖了网络剧、网络电影、微短剧、网络综艺
等七大网络视听艺术类型。

其中，“传薪火长赓”篇章以热血叙事开掘革命
历史纵深；“见文明长河”篇章力求讲述时代之变、
中国之进；“品烟火长情”篇章以平凡奋斗传递温暖
治愈力量；“赴山水长卷”篇章以文旅融合歌颂祖国
大好河山；“执正义长锋”篇章叩击时代关切命题；

“赏多元长韵”篇章则以丰富类型构筑文艺精品高
峰……《寻找李顺章》《漂洋过海来送你》《怒刺》《马
背摇篮》《贝家花园的秘密》《山海经》等重点作品主
创人员通过大会向观众介绍了各自作品内容，展现
了首都网络视听艺术创作的新高度与蓬勃气象。

北京大视听“追光计划”国际微短剧大赛评审
主席团也亮相大会，发布了大赛作品征集和初评情
况。作为市广电局为推动微短剧内容提质、探索

“微短剧+”跨界融合路径举行的赛事，大赛设置了
绘时代盛景、传中华文化、映人间烟火、探科技奇
境、品京韵风华、展文旅新潮等十二大主题赛道，共
征集作品1070部，经过初评，已有包括138部“好作
品”和 101部“好故事”在内的 239部精品项目成功
入围复赛。

微短剧产业的发展有着广泛的受众基础。此
次大会上发布的《2024 北京微短剧研究报告》显
示，2024 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达到 504.4 亿元，
同比增长 34.9%，首次超过电影票房总收入。北京
作为行业的领军者，微短剧的产值规模约为 336.2
亿元，占全国总量的 2/3，位居全国首位。同时，北
京平台资源丰富，拥有红果短剧、河马剧场、野象剧
场等 23个重点微短剧平台，在微短剧行业具有引
领地位。

在用户群体上，北京微短剧用户中 25至 34岁
的年轻人占比达到 54.1%。据统计，人们喜欢在周
末或者下班的路上观看微短剧，剧情题材是吸引北
京用户观看微短剧的首要原因。在产出方面，北京
产出的微短剧的类型以都市、青春、喜剧、言情和古
装为主。

本届大会为期两天，以“视听潮涌 文艺生辉”
为主题，其间还将举办6场主题研讨、创作者之夜、
网络视听艺术大会打卡等活动。

AI赋能网络视听精品化发展

伴随着AI技术的成熟，如何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网络视听领域成为大会上的
热点话题。开幕式上，快手星芒短剧“AIGC 创想剧场”正式启动，以创新技术
赋能微短剧产业发展。爱奇艺、腾讯在线视频、新浪微博、快手科技等多家企
业代表也各自分享了在该领域对于AI技术的运用和见解。

“2024年，我们联合可灵推出了首部AIGC短片《山海奇镜之劈波斩浪》。上
周，我们又推出了面向全球的AI单元故事级的AIGC短片《新世界加载中》。在
一次次的尝试中，我们看到了AIGC如何把技术和内容进行深度融合，为未来运
用AI的创作打下基础。”快手星芒短剧负责人张兰兰在大会上介绍，“AIGC创想
剧场”启动后将为更多创作者提供相关技术支持，让AI技术更好赋能微短剧产
业发展。

微博首席运营官（COO）、新浪移动首席执行官（CEO）王巍就视频大模型进
行了主题研讨，讨论了视频大模型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视频大模型的发展
方向可以分为内容理解和内容生成，两者在将来可能会发生技术统一，但目前还
要分开讨论。通过视频理解，我们可以快速搜索到相关视频补充图文内容，更立
体展示热点信息。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主要在内容生成方面，如何让AI视频
更加真实，增强视频中前后情节和环境的一致性是增强技术运用的重点。”

“AI打破了技术壁垒，让大众参与文艺创作。AI技术的普及，让每个人都能
成为超级创作者。”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银鑫对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带来的自发创
作表示了肯定，并针对如何在技术赋能同时保持艺术的深度与高度，传统美学与
潮流时尚，虚拟想象与现实温度的平衡等基于AI技术上的创作问题给出了观
点，“我们要努力让AI技术带来的新大众文艺，既有全民参与的广度也有精品力
作的高度，把大家文化创作的能量聚合到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上来。”

爱奇艺创始人、CEO龚宇表示，在微短剧和AI技术在网络视听领域带来新
变化的现在，保持作品的思想性、进行精品化创作是延续影视生命力的关键，“在
快节奏的环境下坚持作品的特性，同时提高影视行业工业化程度，讲好中国X故
事，加强 IP价值，积极运用新技术是产出具有大众性好作品的关键。”

文化助力作品人文内涵

在“信息+智能”的科技发展时期，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网络视听相结合？高
峰研讨环节中，作家、编剧、观复博物馆创始人马未都和作家马伯庸讲述了各自
的看法。

“现在的大潮流方向有微短剧热、文物热、收藏热、博物馆热。微短剧热作
为大势所趋，对传统电影行业已经造成了影响。”马未都表示，微短剧以轻量化、
年轻化、互动化为特点，内容简短精练，受众群体又以年轻人为主，适合现代人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和观看习惯。同时，微短剧在拍摄过
程中可根据观众反馈进行调整，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和互动性。

在大会上，马未都介绍了描绘清末至民国时期北京文物大规模流失至西方
历史的《北平密藏》，与北京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潘家园时光机》等五部和文物有
关的微短剧，涵盖了从民国到现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故事。

马伯庸在大会上分享了对于创作历史题材作品的感受。“我的小说《两京十
五日》讲述了明朝宣德皇帝通过大运河从南京紧急赶回北京的故事，出版后很
多读者朋友便纷纷前往大运河的相关遗址进行参观，以这种方式增强自己对故
事的参与感。”正是这种读者自发寻找古今共鸣的当下性，通过寻找古今之间的
关联点，打通了当下和历史之间的隔阂。

“很多历史作品都能激发观众对现实地点的兴趣，从而加深对中国文化的
理解和感触。我们在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时要以专业知识与文化内涵作桥梁，让
更多人感受优秀传统文化。”马伯庸说。

现场开麦“创作者之夜”讲述行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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