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宇宙的今天和明天：应用加速和脱虚向实
文/本报记者 李玉洋

元宇宙在2022年依然火热，就

连“元宇宙”(metaverse)这个词本

身，也入选为2022年《牛津词典》的

年度词汇。

2022 年以来，无论是 Roblox、

Meta、微软等推出的各种产品，还

是AR/VR（增强现实/虚拟现实）、

脑机、NFT（非同质化通证）……元

宇宙概念和产品层出不穷，元宇宙

刮起的商业旋风，正从上游加速传

导至下游，在细分的商业赛道上竞

相落地。

而在元宇宙概念渐趋火热的

同时，行业虚火也悄然产生，元宇

宙风光无限之下也难掩泡沫之

忧。事实上，元宇宙的产业生态尚

未形成，概念本身也还处于讨论和

争议之中。2022年，元宇宙行业发

生了哪些标志性事件或创新之

举？展现出什么样的发展特征？

未来又会往哪些方向发展？《中国

经营报》记者就此联系采访了众多

的业内人士，把脉这个目前爆火概

念的当下和未来。

从独唱走向大合唱
“如果说 2021 年是元宇宙元

年，那么2022年就是元宇宙引起各

界广泛关注的一年。”北京社科院

研究院研究员王鹏表示，2022年以

来，关于元宇宙的投融资不断增

多，与之相关的上市公司的股价也

在攀升。从一个新生技术或者新

生事物角度来看，2022年是元宇宙

发展中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元宇宙

的概念开始向市场和大众普及。

中泰资本董事王冬伟也表示，

经过2021年的概念落地和普及后，

2022 年毫无疑问是元宇宙相关产

业迎来井喷式发展的一年，这体现

在产业链、资本、企业等多个层面

上。“从产业链看，内容和技术密集

型企业已经成为搭建元宇宙概念

的核心；资本市场也是风起云涌，

2022 年投资元宇宙事件层出不

穷。此外，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

互联网大厂也纷纷展开深入布

局。”他说。

行业发展，标准先行。2022

年 6 月，首个元宇宙国际标准联

盟——元宇宙标准论坛正式宣告

成立，其由全球 30 多家科技巨头

组成，不仅包括Meta、微软、英伟达

等国际厂商，也有华为、阿里巴巴

达摩院等中国企业的身影。

“元宇宙是当前数字科技的

发展前沿，而数字科技领域是一

个高度依赖共同标准的领域，因

此，该标准联盟的成立让元宇宙

的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而标准

联盟的成立将推动相关应用场景

落地，加快元宇宙产业链成熟的

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

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左鹏

飞表示。

“元宇宙应该被放到行业去

看，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特点，元

宇宙能提供的解决方案不尽相

同。”亿欧咨询分析师车佳伟表示，

比如文旅、教育、游戏等行业天然

具备优势，盈利很容易，行业本身

商业模式很成熟，与元宇宙技术表

现形式结合，会很容易适配。

而在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元

宇宙产业委员会执行主任于佳宁

看来，2022年元宇宙领域发生的标

志性事件主要有：一是以冬奥会为

代表的数字孪生技术的迭代和有

效落地，二是虚拟数字人等应用场

景不断拓展。

“在北京冬奥会中，VSS场馆系

统成为了奥运历史上首次采用数

字孪生技术来服务奥运会的运行

设计平台，用孪生的虚拟三维世界

辅助现实世界的运行。”于佳宁认

为，数字孪生技术的完美应用，未

来将彻底改变大型赛事组织方的

运行规划模式，也将为元宇宙的发

展提供更多的技术基础。

“2022 年虚拟数字人产业迎

来大爆发，无论是以虚拟主播、虚

拟偶像为代表的身份型虚拟数字

人，还是可替代诸多服务行业社

会角色的身份型虚拟数字人，在

企业和消费者层面的接受度都得

到了很大提高，虚拟数字人的应

用在更多场景进一步扩展。”于佳

宁指出，虚拟数字人是人工智能

技术在元宇宙中的重要应用，也

是元宇宙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相关部门

和各级政府也纷纷引导元宇宙赛

道，出台了诸多支持元宇宙产业发

展的政策。

王冬伟说：“2022年3月30日，

工信部印发了《推进工业文化发展

实施方案（2021—2025）》，明确提

出将筹建工业元宇宙服务平台。

在工信部政策引领下，各地纷纷出

台规划助力元宇宙产业的发展：4

月，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元宇宙专项

扶持政策出台；6月，上海市发布了

《培育‘元宇宙’新赛道行动方案

(2022—2025 年)》，目标是到 2025

年，相关产业规模达到3500亿元。

此后，武汉、北京、河南等地相继出

台了未来几年推动元宇宙产业创

新发展的实施方案。”

与此同时，产业界和民间也迅

速作出了积极回应。2022年8月，

两场全球性元宇宙大会分别在上

海和北京召开；9月初，上海还举办

了 202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元宇宙

博览会；10月28日，工业元宇宙协

同发展组织在北京正式成立。

“元宇宙概念从科技互联网公

司的独唱，到目前出现在多个城市

的发展战略规划中，整个元宇宙在

中国的走势，也跳出了国外偏重于

消费互联网的小池塘，进入工业互

联网的大视野，这种战略定位的提

质意义重大。”互联网和游戏产业

观察者张书乐说。

把元宇宙往“实”推
张书乐还指出，多地出台元

宇宙支持或扶持政策，意味着这

不是科技互联网公司的独角戏，

而是要融入到更深层面，尤其是

要做工业互联网概念下的工业元

宇宙，这就和此前元宇宙大体只

是泛娱乐的科技互联网生态，有

了极大的分别。

2022年10月，微软宣布成立新

团队“工业化元宇宙核心”，计划帮

助客户创建新的软件界面，以操控

发电厂、工业机器人和交通网络背

后的工业控制系统。

如果说在Meta愿景中，元宇宙

是一个 3D 虚拟世界，消费者可以

通过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设备

畅游元宇宙，那么微软则认为，与

其做沉浸的虚拟世界，不如让数字

技术与现实工业结合，真正促进实

体工业高效率发展。而微软从云

计算、云服务等企业服务的赛道切

入，正在构建自己的工业元宇宙或

者工业元宇宙操作系统。

对此，张书乐表示：“元宇宙在

全球消费互联网领域，都还处在游

戏化的阶段，从Meta到BAT，更多

还只是在试错和进行技术积累，还

远没达到技术大爆炸和直面消费

者层面的颠覆式体验阶段。但在

工业互联网上，元宇宙驱动的数字

孪生正在萌芽。而在国内，北斗系

统和元宇宙概念之间的强联系也

开始形成。”

王冬伟也认为元宇宙应从虚

走向实。“在2022年，元宇宙领域的

发展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从产

业搭建角度为元宇宙场景的最终

形成打好基础，地方政府非常重视

技术、应用场景建设。”他说，无论

地方政府还是行业组织，都在往

“实”的方向推动元宇宙相关产业

的发展。

比如，上海市2022年6月发布

的《培育“元宇宙”新赛道行动方案

(2022—2025年)》中提出，要围绕城

市数字化转型，打造50个以上垂直

场景融合赋能的创新示范应用，推

出100个以上引领行业前沿的标杆

性产品和服务。

于佳宁表示，从发展状态上

看，中国在元宇宙领域的整体进展

相对稍落后于海外，部分硬件细分

领域起步较晚；在元宇宙的场景化

应用上，中国企业经验较为丰富，

当下也已经开始持续发力。“元宇

宙未来的发展，短时间内想要实现

软硬件的大规模突破难度很大，但

在某些特定领域会有一定发展，比

如工业领域。”王鹏说。

据张书乐的乐观预测，工业互

联网层面的元宇宙，距离真正意义

的“商用”还有五到十年。

“从互联网发展趋势看，元宇

宙发展上半场是消费互联网唱主

角，下半场必然是工业互联网唱主

角，再考虑到国家提出过‘中国制

造2025’计划，所以，今后工业元宇

宙一定会成为元宇宙发展的重中

之重。”王冬伟说，目前国际环境已

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家高层反复提

出要将底层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

手中，元宇宙的底层技术包括软件

和硬件两部分，我国在硬件芯片的

制造上落后于发达国家，其实在工

业软件和工业互联网领域，也同样

如此。

“展望未来，相信国家会出台

更多优惠政策，扶持深耕于元宇宙

底层技术的企业，无论软件和硬

件。相比之下，那些试图借元宇宙

概念蹭热点的企业，发展空间将非

常有限。”王冬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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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科技兴则民族兴，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时代风云不断变幻，困难和挑战日益增多的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求科技和创新

的引领和突破。

过去一年，我们感受到新冠病毒感染带给我们的各种不确定，体会到“后摩尔时代”的芯片等产业突破极限的困难，

也看到互联网科技、消费电子产业增长的乏力和艰难蜕变。但我们更看到，芯片、面板等产业的自立自强，消费电子企

业加大原始创新投入和积极向上突破，5G的逐步推开和各种工业、辅助机器人的蓬勃发展，各种线上消费、线上办公、

直播带货的兴起，元宇宙发展虽有周折却火热依旧，AI作画、AIGC等各种新概念层出不穷……而所有这些正是理念、模

式、技术、产业等的创新带给我们的发展机会。

在2022年9月举行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工作人员现场体验奇妙的“元宇宙”。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