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一度火爆的虚拟偶像，在经

过一段沉寂期后， 又重新获得热度，

不仅虚拟偶像厂牌RiCH�BOOM的成

员Rainbow亮相选秀综艺《青春有你

2》，同时Rainbow背后的全栈式服务

商万像科技也在日前获得数百万元

天使轮融资，这让不少目光再度放在

了虚拟偶像上。近年来，虚拟偶像这

一舶来品已逐渐在国内落地开花，B

站、快手、A站、虎牙等互联网公司也

陆续入局，纷纷推出虚拟偶像，据北

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如今已“出

道”的虚拟偶像已超30个。随着数量

逐渐增加， 虚拟偶像如何拓展用户

群，并更好地瞄准消费力也成为入局

者需要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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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合作协议
国家京剧院推进中国戏剧小镇建设

资本频繁入局 虚拟偶像能否回温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商报社联合主办

提升表演者权利保护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正式生效

超30个已出道

在近期播出的热门综艺《青春有你2》

中，虚拟偶像Rainbow以“训练生学姐”的

身份登上舞台，与真人选手共同进行表演。

据了解，这是国内首档邀请虚拟偶像艺人

参与录制的综艺节目。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国内已

经“出道”的虚拟偶像已超30个，而背后的

操盘手不少均与二次元相关。以B站为例，

该公司不仅本身便有“2233娘”，同时还投

资了洛天依、彩虹社等虚拟偶像以及相关

工作室，同时在B站的直播分区还增设了

虚拟主播区，累计虚拟主播已超6000个。

与此同时，A站被快手收购后，也将虚拟偶

像作为布局新重点，在旗下的AC娘以虚拟

偶像身份“出道”的同时，还在去年12月上

线虚拟偶像直播。

除了本身就立足于二次元社群的A

站、B站外，其他拥有二次元用户较多的社

区平台也开始关注虚拟偶像领域。今年3

月，酷狗便推出“3D虚拟直播形象”这一玩

法，而此前酷狗还曾推出以“唱见”为标签

的虚拟偶像叶洛洛。而更早的时候，虎牙则

推出梦能少女等虚拟偶像女团，能跟真人

主播一样实时互动，并根据粉丝的要求唱

歌、跳舞，即时回应粉丝的支持。

曾参与过虚拟偶像形象设计的程序员

孟士衡表示，早在2001年，国内就有过虚拟

偶像的尝试，随着日本虚拟偶像初音未来

创造出巨大市场，国内也陆续诞生洛天依

等受到大众热捧的虚拟偶像，多个成功案

例的出现，再加上打造虚拟偶像的技术门

槛如AI、VR、全息等进一步降低，更多公

司、大量资本对虚拟偶像的关注度也日益

提升，并希望能打造出如初音未来一样的

虚拟偶像品牌，以期望拉近与用户的距离。

瞄准Z世代市场

资本对虚拟偶像领域的追逐，代表着

背后的市场潜力，尤其是初音未来早已在

日本创造超过100亿日元的经济价值，这

一直观的数字更是佐证。

互联网行业分析师钟倩表示，年轻的

新生代、二次元用户是虚拟偶像的主要受

众群体，通过近年来的培养越发成熟，且Z

世代已经成为消费市场中的重要力量，诸

多资本在虚拟偶像上的布局正是瞄准Z世

代市场。

究竟何为Z世代呢？公开资料显示，Z

世代意指在1995-2009年间出生的人，又

称网络世代、互联网世代，统指受到互联

网、即时通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科技

产物影响很大的一代人。而据相关数据统

计，Z世代总人数约为2.6亿，而二次元是Z

世代中的圈层代表之一。2019年，我国二

次元产业总产值估计约为2000亿元，到

2020年将突破2200亿元。

随着受众基础的建立与培育，虚拟偶

像在运营过程中也在不断延伸并扩展可涉

及的消费场景，除了周边还包括相关游戏、

商业代言、直播等衍生产业，并激发粉丝较

大的消费欲望。

作为虚拟偶像洛天依的四年粉丝，罗

浩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针对虚拟偶像的

消费场景与真实偶像类似，从一开始的音

视频作品发表，到举办线下的演唱会等，也

会衍生各式各样的周边以给粉丝应援，而

自己近年来也一直都在争取参与洛天依的

每一部新作以及每一场演出，大部分的消

费会落在海报、手办等衍生周边上，月均支

出超过700元。

罗浩只是虚拟偶像众多粉丝中的一

员，在以上粉丝眼中，虚拟偶像已经成为了

其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也令业内人士

认为，目前国内虚拟偶像领域仍在进一步

拓展的进程中，尚有较大的商业发展空间。

技术压力仍存

经过了几年的发展与市场沉淀，如今

虚拟偶像仍在不断尝试更多创新与跨界，

甚至还加入到直播带货、担任解说员等领

域。如4月18日虎牙直播平台打造的《虚拟

云游记》节目，虚拟偶像国乐团主唱楚瓷便

与真人互动讲解博物院；而在4月24日，A

站虚拟偶像则连麦快手主播共同带货。

在钟倩看来，虚拟偶像的出现能够给

予各行业新的活力，由于技术的进一步提

高，演出观感能给予观众新的视听体验。此

外，由于虚拟偶像不受年龄限制、不受外貌

等外在因素影响的特殊性，让它成为了许

多平台跨界合作的新选择，如时尚杂志《时

尚芭莎》旗下电子刊《miniBazaar》3月刊

邀请了虚拟偶像歌手洛天依拍摄封面，此

前化妆品SK-II启用亚洲首位虚拟模特

IMMA拍摄广告大片等。

尽管虚拟偶像由于人设稳定，能够降

低偶像人设崩塌的风险，但技术上的压力

仍不可小觑。在4月21日晚，洛天依做客网

红李佳琦直播间时，便出现唱歌展示环节

中完全没有声音的技术事故而引起观众

哗然。

“这类型的跨次元合作是为了实现更

好的双赢，对于虚拟偶像来说，出圈是为了

更好地拓展受众，进行商业化合作能够有

利于变现，而对于合作方来说则是以此为

噱头吸引年轻用户，从而刺激消费。”孟士

衡表示，虚拟偶像的表现力受到技术因素

限制，尽管看似运营压力小，但依旧需要背

后的团队聚焦于偶像的打造，需要有人通

过社交平台发表动态等其他方面将其人设

进行维护才能在粉丝心中站稳脚跟。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伍碧怡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伍碧怡）
据国家京剧院官方消息，国家京剧院

日前已与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弘毅盛

开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通过线上会

议签订四方合作协议，共同在大厂回

族自治县筹建中国戏剧小镇。

公开资料显示，在2019年初，京投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就在其官方网站上

公示了《中国（大厂）戏剧小镇项目规

划》。根据规划显示，戏剧小镇项目位

于大厂县城南部、首都环线高速的北

部，是大厂潮白河、大厂县城、香河北

部新城的中间地带。

据了解，戏剧小镇项目将以戏曲

艺术为核心概念，以推动戏曲艺术传

承发展为目标，遵循文旅融合、易融则

融、能融尽融的要求，以“产”兴“文”、

多元发展路径，建成创新、演艺演出、

博览创意、会展交流四大平台，预计

2025年建成并投入运营。

戏剧小镇项目，是大厂充分发挥

文化旅游对现代经济发展的融合拉

动作用，精心谋划打造的多重功能

融合、体制机制灵活、人文气息浓厚

的文旅项目，大厂将充分发挥区位

优势，借力特色小镇建设，瞄准北京

优秀戏剧人才和专业戏剧院校资

源，依托县域丰厚的文化底蕴、广阔

的群众基础等优势，利用大厂评剧

歌舞团名片，建设京津冀地区首个

中国戏剧小镇，项目建成后将进一

步助力中国戏剧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发展。

该项目规划面积3平方公里，设戏

剧文旅、生态颐养、亲子农旅三个功

能片区。核心区1.24平方公里，规划建

设国家京剧院国际交流中心、戏剧博

物馆、大师工坊、新媒体中心、中国戏

剧双创中心全国青年戏剧孵化中心

和中国戏剧产学研示范基地等。目

前，该项目已启动征迁安置工作。随

着征迁工作的高效推进，戏剧小镇建

设已经按下“加速键”。

据国家京剧院院长、党委书记宋

晨介绍，戏剧小镇是一个极具文化内

涵和旅游特色的重大项目，将进一步

助力中国戏剧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发

展，期待项目早日建成，成为京津冀文

旅融合的新名片。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伍碧怡）4月
28日，据国家版权局官方消息，新中国成立

以来第一个在我国缔结、以我国城市命名

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视听表演北京

条约》（以下简称《北京条约》）于今日生效。

公开资料显示，《北京条约》于2012年

6月26日在北京缔结，是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管理的一项旨在保护表演者权利的国际

版权条约。根据条约生效条款，将在30个成

员国批准、加入3个月后生效。今年1月28

日，印度尼西亚成为该条约关键的第30名

成员，这一备受瞩目的国际版权条约得以

在4月28日生效。

据了解，《北京条约》的缔结和生效，将

全面提升国际社会对表演者权利保护的水

平，从而充分保障视听表演者的权利，进一

步激发其创造热情、丰富精神文化产品、推

动视听产业健康发展、保护传统文化和民

间文艺、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总干事高锐先生高度赞扬《北京条

约》，称其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

据悉，作为条约缔结地，中国政府在推

动《北京条约》缔结和生效方面开展了富有

成效的工作。2012年，由国家版权局和北

京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保护音像表演外交会议在北京召开，中

国政府积极协调、推动《北京条约》顺利缔

结，得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参会的156

个成员国、6个政府间组织、45个非政府组

织的高度赞赏，认为会议体现出的“理解、

支持、包容、合作”的“北京精神”将持续推

进国际知识产权合作与发展。

而在2014年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批准了《北京条约》。

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直密

切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宣传、推广

《北京条约》的重要意义，就国际层面加大

表演者权利保护，促进电影、音乐等文化产

业发展达成更多共识，越来越多的国家相

继批准、加入了《北京条约》。

国家版权局方面认为，《北京条约》的

生效，是惠及全球表演者的新起点，将进一

步完善国际知识产权体系。国家版权局将

继续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积极推动

更多的国家批准、加入《北京条约》，也将以

《北京条约》的生效为契机，不断完善版权

保护体系，推动包括视听表演在内的版权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诞生历程

2012年6月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在保护音像
表演外交会议上正式缔结， 根据
条约生效条款，将在30个成员国
批准、加入3个月后生效 2014年4月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
批准《视听表演北京条约》

2020年1月

印度尼西亚成为《视听
表演北京条约》 关键的
第30名成员

2020年4月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
正式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