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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是2023年度全球性热门话

题。报告指出，技术日趋成熟，能够大幅度提升

翻译效率、降低成本的AI翻译成为出海平台和

海外读者的选择。2023年，起点国际持续推进

人机配合的AI翻译模式，多部AI翻译作品已成

为深受读者喜爱的畅销佳作。

推文科技创始人童晔表示，AI翻译系统可

使行业效率提高3600倍，翻译成本却是此前的

1%。未来，通过人机协同优化翻译质量，中国

网络文学将向海外进一步输出，产业生态打造

也将更趋完整。

除了机器翻译领域的应用，AI所具备的文

学创作能力也越来越受到大众的瞩目。报告指

出，AI产品已可以为网文作者提供四种内容生

成功能，即世界观设定、角色设定、情景描写和

打斗描写。

中南大学教授欧阳友权表示，生成式人工

智能必将影响网络文学的创作、传播、欣赏、改

编，首先它是一个天然的技术助手，让网络作

家眼界大开、脑洞大开。然后，它会推动网络

文学迅速向视频转化，网络作家可能也是导

演，作品是文字和视频相结合，让观众通过多

种媒介和多个感官来欣赏。

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在行业规

模、作品内容、营业收入、运作模式、技术支持、

赛道布局等方面，都显示出日益强劲的国际化

影响和市场化活力。2023年中国网文出海总体

上仍然延续了前几年的发展态势，网文出海市

场规模突破40亿元，作品质量稳定提升，作品数

量持续增长。

陈定家表示，随着新技术应用的持续深化，

“一键出海”、全球追更已经成为翻译出海的新

趋势。文字翻译的瓶颈即将突破，出海作品数

量有望相应出现一个井喷时期。同时，中国网

文的海外传播正朝着规模化、精品化和生态化

方向快速拓展，未来的全球IP，有望从中国网文

中诞生。

据《光明日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

日在京发布《2023中国网络文学发

展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以2023年我国网络文学创作

为基础，对作家作品、IP开发、海外

传播、版权保护等进行全方位观察、

分析和研判。

2023年网络文学发展有什么

新特点、新气象？网文 IP转化有哪

些新趋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

现，对网络文学有哪些影响？作为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张名片，网文

出海有哪些新变化？

报告显示，2023年网络文学作家、作品、读者

数量都呈稳健增长态势，其中作者规模达2405万

人，作品数量达3620万部，新增作品420万部，用

户数量达5.37亿人，同比增长9%。其中，网文写

作年轻化趋势持续深入，95后、00后作家逐渐引

领网络文学创作新风潮，00后作家成为网文作家

新增主力。多数作家系非文学专业教育背景，且

多为兼职写作的“斜杠青年”。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定家分析

说，网络文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青年文学，受

众群体多为年轻人。网络时代的年轻人之间有

着共同的认知，了解彼此的诉求，年轻作家的作

品很受读者欢迎。

报告显示，2023年网络文学更突出地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多元题材和类型，其中历史、

现实和科幻等题材尤为突出。文化和旅游部恭

王府博物馆与阅文集团主办的“阅见非遗”第一

届征文大赛中，就有6万多部非遗题材作品，涉及

京剧、木雕、造纸技艺、狮舞等127个非遗项目。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桫椤表示，网

络文学中的“国潮热”是年度的新现象，一方面，

它深层次折射了大众审美趣味，是民族文化精神

在网络时代的具体反映。网络文学内在精神气

质是“中华性”的，很容易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以

此来亲近读者的阅读需求。另一方面，这一现象

也与当前我们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向有

直接关系，不少文学网站组织了“非遗”等主题创

作活动，这直接促成了传统文化在网络文学中的

多样化表达。

报告显示，2023年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再创历

史新高，“现实+”题材进入创作视野，题材年增速

超20%。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汤俏表示，

现实题材依然是网络文学创作的重要类型，无论

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较大提升。网络文

学现实题材汇聚了一支前所未有的全民创作队

伍，描摹当代中国全息画像。同时，现实题材与

其他类型之间互相叠加、融合，使“现实+”成为创

作新趋势。

报告显示，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 404.3 亿

元，同比增长3.8%；网络文学IP市场规模大幅跃

升至2605亿元，同比增长近百亿元。网络文学

IP改编所处形势也迎来重大改变：一方面，传统

文学改编和原创剧集爆款频出；另一方面，大众

审美变化凸显，微短剧成为新风口，游戏和动漫

改编的系列化趋势增强，网络文学不仅通过丰

沛而稳定的内容供给彰显着自身作为“IP”的资

源属性，也在技术迭代和大众审美的合力下推

动着网络文艺生态的更新。

桫椤表示，微短剧的火爆与受众的欣赏习

惯有关，对强情节、强矛盾性、高爆发力故事的

喜爱是人类的共性，这一点契合了网络文学架

构故事的方法，也让微短剧与网络文学之间进

行互动。微短剧作为一种迅速崛起的网络文艺

形式，借鉴的正是网络文学的模式，不仅原创作

品效仿网络文学的世界观架构、角色设定和编

织情节的方法，还直接从已有网络文学作品中

选择改编，这使得微短剧成为网络文学IP改编

的新方向。

“不过，目前网文IP在微短剧市场中占比有

限，产业价值发挥得也有限。”杭州师范大学文化

创意产业研究院院长夏烈表示，推动网文与微短

剧强强联合，这是未来微短剧精品化的趋势。

报告显示，IP改编全链路的结构性变化成

为2023年网络文学发展的亮点之一。IP前置开

发模式逐渐成熟，内容平台得以在作品连载阶

段便启动孵化，其定制化打造的有效互动、二次

创作等模式，更成为IP改编孵化“杀手锏”。

汤俏表示，IP前置是指网文IP在创作连载

阶段就开始孵化，通过“段评、章评”等形式吸引

粉丝互动，以此加深读者与作者、作品的连接，

以及对IP的归属感，然后衔接产业链下游，实现

IP粉丝群体的无缝迁移。这将在源头为IP后续

开发奠定根基，让IP向中下游衍生前便拥有为

影视、游戏、漫画强势引流的实力。

“现实+”题材进入创作视野

人工智能推动网文“一键出海”

微短剧成为改编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