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拟货币做到实体

宏观政策鼓励支持，行业应用融合加速

虚拟现实产业迈入快车道（网上中国）

目前，中国虚拟现实产业加速发展，行业应用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
工业、文化、教育等领域典型案例亮点频出，呈现多点开花的良好发展态势。

体会“身临其境”的游玩乐趣

虚拟现实与传统产业加快融合，在制造、教育、医疗、文娱等领域不断催生新场景
和新业态，VR看房、VR社交、VR演唱会、VR直播带货等让线下业务走向线上，带
来了全新的服务体验。

“VR技术可以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以更强的真实感、沉浸感和近距离感，帮助用
户延伸所看、所听、所感。”字节跳动下属的PICO虚拟现实平台相关负责人告诉本
报记者，今年国庆假期，PICO平台上线了《云游中国》相关内容，用户戴上PICO
产品，便能以第一视角，足不出户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体会“身临其境”的游玩
乐趣。

据悉，11月5日至6日，PICO平台联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起了“全球首
次3D全景VR大熊猫直播”，观众不仅可以沉浸式近距离观看大熊猫，也可以在抖
音“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官方账号同步看到全景VR画面，转动手机就可以从
不同角度观赏大熊猫和它们的生活环境。

记者了解到，在应用场景开拓上，PICO平台已联合众多VR应用开发者，为医疗、
销售、工业、航空等行业提供定制化的VR服务。在消费用户端业务方面，PICO平
台正不断丰富运动健身、视频、娱乐等自制内容。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董桂官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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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层面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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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终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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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应用层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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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新中心引领技术攻关

工信部、教育部、文旅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体育总局近日联合印发《虚拟现实
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6年）》，提出到2026年，中国三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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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融合沉浸影音关键技术重点突破，新一代适人化虚拟现实终端产品不断丰富
，产业生态进一步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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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技术、产品、服务和应用共
同繁荣的产业发展格局。

创新是推动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11月12日，由工信部批复组建的国家
虚拟现实创新中心（青岛）揭牌。该中心由南昌虚拟现实研究院联合青岛虚拟现实
研究院共同组建，将聚焦制约中国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难题，打造全球领先的
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赋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青岛虚拟现实研究院的牵头单位歌尔集团董事长姜滨介绍，2017年歌尔牵头联合多
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启动山东省虚拟现实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试
点任务，运营单位为青岛虚拟现实研究院，研究覆盖零组件、整机、内容应用等VR
、AR全产业链条。2019年，青岛虚拟现实研究院被正式认定为山东省虚拟现实制
造业创新中心。经过3年建设，工信部正式批复其与南昌虚拟现实研究院联合组建
国家虚拟现实创新中心。“2012年起，歌尔就开始布局虚拟现实产业，既涉及整机
研发制造，又有光学、声学、微电子等核心零组件的研发生产，未来还将向微显示
、半导体等核心领域拓展。”姜滨说。

据悉，工信部将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充分发挥国家虚拟现实创新中心作用，带动上
下游企业集聚，培育骨干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加
强国际交流合作，鼓励国内外各方开展技术、人才、资金等资源互动，共同推动关
键共性技术突破，共享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红利。

打造可推广的应用案例

11月12日至13日，2022世界VR产业大会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大会以“VR让世
界更精彩 VR点亮元宇宙”为主题，围绕元宇宙、产业链供应链、文化旅游、职业
教育、工业制造、关键共性技术等，设置了多场论坛，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逾
3000名行业专家、企业家等参加大会。

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出席2022世界VR产业大会并表示，虚拟现实作为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集大成者，为社会各行各业的赋能能力逐步凸显，产业发展正迈入新一轮爆
发期。工信部将把握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机遇期，促进虚拟现实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深化行业融合应用，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案例，推动虚拟现实行业应用规
模化发展。

打造技术、产品、服务和应用共同繁荣的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格局，还应补齐哪些短
板？业内人士认为，目前虚拟现实产业在供给侧面临基础元器件、开发工具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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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在需求侧还存在需求分析不充分、不到位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虚拟现
实赋能行业的有效性。把握虚拟现实产业机遇，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研发核心
器件，为产业应用打牢基础；二是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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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宏观政策的鼓励支持还是行业应用的融合创新，在中国，虚拟现实产业发展
步伐不断加快。专家认为，还应加快技术产品创新，鼓励产学研用各方加强创新合
作，加快基础理论、关键技术与应用技术研发，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虚拟现实综合
标准体系，建设关键共性技术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产业链各环节整体提升。（记者
杨俊峰）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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