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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 VR 眼镜，尽享 360 度环幕全

景电影；进入 VR 展馆，沉浸式漫游古老

建筑……从工业生产、文化旅游到教育

科普、演艺娱乐，近年来，虚拟现实产业

加 速 发 展 ，融 入 千 行 百 业 、走 进 千 家

万户。

快速崛起的虚拟现实产业正迎来

新一轮政策利好。近日，工信部、教育

部等 5 部门联合印发《虚拟现实与行业

应 用 融 合 发 展 行 动 计 划（2022—2026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6 年，虚拟现实在经济社会重要行业

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形成若干具有较

强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和产业集群。

当前，我国虚拟现实产业总体发展

情况如何？推进虚拟现实加速落地，应

从何处着手？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和

行业企业。

规模扩大，新技术
演进提速

虚拟现实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

要前沿方向，也是数字经济的重大前瞻

领域。

早 在 2018 年 12 月 ，工 信 部 印 发

《关 于 加 快 推 进 虚 拟 现 实 产 业 发 展 的

指导意见》，提出包括突破关键核心技

术 、构 建 标 准 规 范 体 系 等 在 内 的 6 项

重点任务。多地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

举 措 ，助 力 我 国 虚 拟 现 实 产 业 快 速

发展。

“经过多年发展，虚拟现实产业初

步构建了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生态体

系，正迈入以产品升级和融合应用为主

线的战略窗口期。”中国电子技术标准

化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董桂官说。

相关数据显示，2019 年至 2021 年，

我 国 虚 拟 现 实 市 场 规 模 不 断 扩 大 ，从

2019 年 的 282.8 亿 元 增 长 至 2021 年 的

583.9 亿元，市场规模实现翻番。预计

未来 3 年将保持快速增长，到 2023 年将

突破 1000 亿元大关。

“虚拟现实产业链条长，主要涵盖

内容采集、制造、终端呈现、应用等多

个环节。”董桂官介绍，看技术，近眼显

示、影像捕捉、人机交互等关键技术加

速 迭 代 ，虚 拟 现 实 与 人 工 智 能 等 技 术

加快融合创新；看终端，头戴式、一体

机 、移 动 端 等 多 形 态 的 虚 拟 现 实 设 备

不 断 推 陈 出 新 ，产 品 服 务 打 破 单 机 限

制，向云化路径发展；看应用，教育、医

疗、影视、体育等应用领域内容供给持

续丰富，“VR+”新业态不断涌现。

“作为数字经济的重点发展方向之

一，近年来，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已在

赋能行业发展方面成效初显。”全国音

视频标委会副秘书长赵晓莺表示。

在赵晓莺看来，虚拟现实产业的快

速规模化应用，可以大幅加速新技术的

演进，同时，大规模应用带来的产业链

成本快速降低，也能促进新技术的成熟

应用。“相比其他国家，我国具有超大规

模市场优势，《行动计划》提出虚拟现实

的 10 个行业场景应用，将有效推动虚拟

现实与文教娱乐、工业制造等行业的跨

界融合，有利于推动虚拟现实产业实现

跨越式发展。”赵晓莺说。

赋能产业，多场景
应用融合

《行动计划》提出，以虚拟现实行业

应用融合创新构建生态发展新局面，以

虚 拟 现 实 新 业 态 推 动 文 化 经 济 新 消

费。“目前，虚拟现实与行业融合技术方

案呈现出技术、产品、服务和应用百花

齐放的态势。”赵晓莺说。

以文旅业为例，虚拟现实的应用形

式已由早期的 VR 虚拟建模场景，发展

到现在基于实景采集、构建沉浸体验、

提供丰富交互的较为成熟的形态。置

身桂林象鼻山元宇宙景区，基于百度希

壤平台，用户可以跨越时空限制一键抵

达景区，自主设定数字化身沉浸式感受

山清水秀的象鼻山，真正实现“足不出

户走世界”。

同 时 ，虚 拟 现 实 已 渗 透 到 学 校 教

育、职业培训等不同领域，VR 教室、VR
驾校等已取得一定规模应用。“尤其是

在职业技能培训领域，以往的培训规模

往往受制于设备、场地等多方面资源约

束，有了虚拟现实，能大幅降低培训成

本，并减少实操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董

桂官说。

在北京师范大学天津生态城附属

学校，通过使用智能课桌，学生只需翻

转实物卡牌，便能在虚拟场景中完成物

理实验，既满足了学生在安全教学环境

下进行重复实验，也能提高老师的教学

效率。在浙江杭州，国家电网浙江杭州

萧山区供电公司在钱江供电所安全培

训学校设立 VR 体验室，将虚拟现实与

安全教育相结合，使学员头戴 VR 眼镜

便能沉浸式体验危险场景，从而培养巩

固员工的安全意识。

“《行动计划》提出，将实施多场景

应用融合推广工程，选择规模化、成熟

度 潜 力 较 高 的 行 业 领 域 优 先 布 局 ，这

将为工业制造、文化旅游、商贸创意等

多个行业带来更多利好。”董桂官说。

补齐短板，基础体
系加快完善

近年来，在政策、人才等多方面因

素助推下，我国虚拟现实产业链已基本

形成。实现到 2026 年，我国虚拟现实产

业总体规模超 3500 亿元，打造技术、产

品、服务和应用共同繁荣的产业发展格

局，还应补齐哪些短板？

“当前虚拟现实规模化应用加速，

在供给侧面临基础元器件、开发工具不

足制约，在需求侧还存在需求分析不充

分、不到位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虚拟现实赋能行业的有效性。”董桂

官分析。

如何破解风险挑战、把握虚拟现实

产业机遇？业内专家认为应着眼以下 3
个方面：一是蓄力关键技术突破与核心

器件模组研发，为产业应用打牢基础；

二是加快关键技术和重点产品的标准

研制，为提升应用规模和降低应用成本

提供支撑；三是提升产品检验检测服务

能 力 ，为 提 升 产 品 技 术 水 平 打 造 评 判

标尺。

应 该 看 到 ，按 照《行 动 计 划》提 出

的 五 大 重 点 任 务 ，我 国 虚 拟 现 实 产 业

技术基础体系正加快完善。在公共服

务方面，国家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产品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中 心 已 经 批 准 设 立 ，通

过持续强化标准验证能力来提升产品

性能、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在标准化方

面，相关部门持续开展标准化工作，近

3 年 累 计 发 布 了 近 20 项 国 家 和 行 业

标准。

近日，工信部批复组建国家虚拟现

实创新中心，聚焦制约我国虚拟现实产

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建设关键

共性技术研发、测试验证、检测、技术服

务、人才培养等平台，将有力推动我国

虚拟现实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3年市场规模实现翻番、“VR+”新业态不断涌现

虚拟现实规模化应用加速
本报记者 韩 鑫

翻转实物卡牌，在
虚拟场景中完成物理
实验；身处 VR体验室，
接受沉浸式安全教育
……近年来，我国虚拟
现实产业加速发展、赋
能千行百业。工信部、
教育部等 5 部门近日
联合印发《虚拟现实与
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
动 计 划（2022—2026
年）》，提出 10 个行业
场景应用、五大重点任
务，助力我国虚拟现实
产业实现快速发展。

核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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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 月 16 日电 （记者王

珏）16 日，中国记协与北京市委宣传部

合作，组织 40 余位中外记者走进首钢

园，实地感受首钢园打造新时代首都城

市复兴新地标的生动实践。

中外记者来到首钢“三高炉”、滑雪

大跳台、北京首钢园香格里拉、高线公

园等地，实地了解首钢工业遗存的保护

再利用，感受首钢园推进文化复兴、产

业复兴、生态复兴、活力复兴，推动城市

高质量发展等情况。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结束后，首钢滑雪大跳台作为永久

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可以

满足多层次需求。未来，首钢滑雪大跳

台举办户外音乐会、光影秀等综合演艺

活动，让场馆融入大众文化生活。

此次活动是中国记协组织的“走读

中国”系列采风体验活动之一。来自美

国、德国、英国、法国、匈牙利、日本、哈

萨克斯坦等国的记者参加了活动。

“走读中国——走进首钢”活动举办

本报北京 11 月 16 日电 （记者郑

海鸥）16 日，第三届中国—东盟友好合

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仪式在京举行。

据了解，本届大赛分为 A、B 两个

单元，自 6 月 27 日“云启动”以来，A 单

元共收到来自中国和 10 个东盟国家的

参赛作品 18259 件，最终 21 件优秀作品

脱颖而出，获得金、银、铜奖和优秀奖；

B 单元共征集作品 1980 件，共评出 20
件优秀作品。获奖作品展示了中国和

东盟源远流长、紧密联系的历史文化。

据统计，相关内容在海内外新媒体平台

展示量超过 1500 万次。

本届大赛由中国驻东盟使团、中国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单位联合主办，大

赛创新主题设置和作品形式，进一步加

深了双方民众特别是青年在“互利合

作”“绿色家园”等方面的相互理解，为

中国—东盟关系持续深入发展注入了

新活力。

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

本版责编：杨 暄 曹雪盟 陈世涵

本报香港 11 月 16 日电 （记者陈

然）首 届“ 艺 文 香 港 ART HONG
KONG”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展示盛会

16 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开幕典礼。

现 场 陈 设 近 40 幅 现 当 代 艺 术 家 的 作

品。主办方特设大师作品展区，呈现吴

冠中、林风眠、徐悲鸿、陈树人、傅抱石、

齐白石 6 位大师的经典巨作。

该展会由紫荆文化集团主办，中华

青年精英基金会、香港集古斋承办，以

“古今对话 中西互鉴”为主题，为期 4
天，免费向公众开放。不少受邀参观的

观众告诉记者，能够在香港看到这么多

大师级作品实属难得。

开幕典礼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

家超通过视频致辞表示，特区政府锐意

发展文化艺术和创意产业，为香港不断

增强发展动能。特区政府将制定文艺

创意产业发展蓝图，完善产业生态圈建

设；将成立文化艺术盛事基金，吸引更

多世界级文艺活动落户香港，为香港这

个活力澎湃的国际都会增光添彩。

“香港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未来

必将进一步发挥中西方文化交融荟萃

的优势，不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用‘艺

文’传承涵养文化自信，用‘艺文’创新

驱动文化发展。”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

毛超峰在致辞中说。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卢新宁在致辞

中表示，此次“艺文香港”盛会既是对香

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有力

支持，也是香港社会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具体举措。期盼香港未来在

新征程上充分发挥中西文化交汇的独

特优势，主动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华文化形象，书写新时代“东方之

珠”文化发展新篇章。

展会期间将举办 5 场关于中西文化

艺术现状等主题的国际艺术论坛和首届

“西泠杯”全港青少年书画篆创作大赛优

秀作品展，并同场举办书法、绘画、篆刻

等近 20场西泠学堂工作坊和大师班。

首届“艺文香港”交流展示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