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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中国

满足“听”的多元需求

“每天通勤时间比较长，坐地铁来回有 2 个小时左
右，在路上听有声书就成了自我积累的一个好选择。”在
北京工作的谭悦茗说，比起纸质书，有声书内容接收更
加方便高效。“一年下来能听完十几本书，可以增加不少

‘阅读’收获。”
“相比车载电台的直播节目，在线音频平台给了用户

更多选择空间。现在每次开车出门前，我都会在‘喜马拉
雅’上选择播放一段相声、评书或者脱口秀，整个路程也
会更加充实有趣。”爱听语言节目的李先生说。

“在通勤途中听资讯类产品可以获取最新信息，回家
后听自己喜欢的主持人在播客中聊天，或者听一些老师们
在知识课程中的分享，有一种精神交流的感觉在里面。”
网友王诺说，相比文字和视频，音频产品解放双手和双
眼，内容吸收效率更高。

“现在借助运动手表和蓝牙耳机，运动时听音频产品
更方便了。每次户外跑的时候听听广播剧，有助于消除
跑步过程中的孤单和枯燥。”运动爱好者黄悦坦言。

音频内容创作者兴起

与用户数量一同增长的还有音频内容的另一端——
创作者。目前，音频创作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新职
业群体。

“我在大学的专业就是播音主持，录制有声书和广播
剧能够让我在业余时间发挥专业所长，同时还能获得一
定的收入。”一名新入行的配音演员说，身边大部分配音
演员都有录制相关在线音频产品的经历，从职业发展角
度来说，这些经历能够帮助他们迅速积累对不同人物角
色配音状态的把握能力，丰富录制经验。

“目前，广播剧制作已经成为我们公司的核心业务之

一。”北京一家声音工作室创始人介绍，随着广播剧等相
关音频产品走红，工作室业务更加稳定，整体营收有所
增加。工作室已逐步形成了以声音导演、配音演员、录
音师以及后期制作等工种为主的创作团队。

艾瑞咨询调查数据显示，谈及创作音频产品的原
因，在赚取收入之外，56.2%的在线音频创作者选择了

“抒发个人情感”，而“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生活以及兴趣爱
好”的占比达到了54.9%。

“通过播客节目，我能够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与
更多同好分享对当下社会热点议题以及感兴趣话题的看
法，这让我觉得很满足。”播客创作者赵紫羽说，她和搭
档合作的第一期播客节目上线后就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点
赞与互动，这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接下来，他们会
力争通过更多精心制作的播客节目与听众进行更加深入
的交流与对话，希望借助创作播客的过程，强化内容生
产能力，拓展自身的发展前景。

把握“耳朵经济”新机遇

在“耳朵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各类平台也在加
速入场。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字节跳动旗下“番茄畅听”先后上线；腾讯将酷我畅听和
懒人听书合并为“懒人畅听”，将长音频正式纳入其音乐
娱乐生态之中；上线两年多的播客 APP“小宇宙”也在不
断“破圈”，吸引了众多年轻听众。

面对当下竞争日趋激烈的产业格局，在线音频平台
如何能迎接挑战、真正把握“耳朵经济”带来的新机遇？中
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俊认为，
各大平台需着重加强内容深度、场景拓展、运营推广以
及圈层文化等维度的建设。

在线音频平台纷纷比拼优质内容。网络音频平台
“蜻蜓 FM”在成立之初，围绕头部 IP 打造了众多 PGC
（专业生产内容） 精品节目，建立起浓厚的人文定位。
“喜马拉雅”则与中国出版集团、中信出版集团、上海世
纪出版集团以及阅文集团等国内众多知名线下线上出版
机构结成了深度战略合作伙伴，拿下众多畅销书的有声
版权、网络文学的有声改编权。这些有声内容和 UGC

（用户生产内容）、知识付费内容一起组成了“喜马拉雅”
的内容版图，吸引并留住了大量用户。

场景拓展是在线音频平台发力的新方向。据悉，“喜
马拉雅”与腾讯、华为、美的等企业达成合作，不少智能音
箱都接入了“喜马拉雅”的内容。此外，随着中国车联网
市场的稳步增长，包括“云听”、“荔枝FM”等在内的在线
音频平台也在加速布局车载场景的渠道建设。

“在用户增速放缓且注意力被视频内容抢占的背景
下，运营推广和圈层文化层面的建设对在线音频平台也
至关重要。”刘俊认为，在线音频平台需进行多渠道、矩
阵式推广，加强与相关线上线下活动及影视作品的联
动，以全覆盖的方式将音频产品“推”到用户面前，提升
用户收听意愿。此外，大量音频产品本身是偏垂直领域
的内容，对相应圈层的用户群体很有吸引力，因此，打
造圈层文化也是增强用户黏性的重要路径之一。

成为人们通勤、居家、运动等场景中的“陪伴者”

音频产品，让生活更“悦耳”
徐嘉伟

一期富有文化深度的播

客、一部听众喜好的有声书、

一档制作精良的广播剧……

形式、内容不断拓展的在线

音频产品正逐渐“走入”用

户 的 耳 朵 ，成 为 用 户 在 通

勤、居家、运动等场景中的

“陪伴者”。

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爱山街道某书店朗读亭里，市民录制自己喜欢的书。 王洁涵摄 （人民图片）

推动老年群体融入互联网

“智能手机什么都好，就是很多功能用不明
白”“使用26键输入法时，我手指头粗，经常一按
就按俩”“一不小心就会点到广告，还不好关”

“手机经常会自动安装一些软件”……面对各类互
联网应用，不少老年人直言不便。

近日，中央民族大学相关调研组公布的一份调
研报告，反映出互联网时代老年人的“数字困
境”。报告显示，在对老年模式的认知、使用状况
调查时，只有 1.18%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了解，始
终使用”，13.24%的受访者表示“比较熟悉，经常使
用”。67.5%和58.3%的老人认为上网时的字号、字
间距不符合他们的生理状况，难以看清文字。
47.75%的老年人明确表示不太愿意学习新应用软
件，很多受访者拒绝接触“非必需”软件。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互联网适老
化及无障碍改造方案，推动老年群体融入互联
网，推进民生服务便利共享。2020 年，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困难的实施方案》，聚焦涉及老年人的高频事项和
服务场景，明确提出“坚持解决突出问题与形成长
效机制相结合”等。

2021年，工信部开展“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
障碍改造专项行动”，重点工作包括互联网网站与
移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等。工信部
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抓好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
障碍改造专项行动实施工作的通知》，要求积极融
合运用新技术，切实促进产品丰富多样和服务方

便可及，提升互联网应用无障碍化普及率。
在政策引导下，不少互联网平台推出“关怀模

式”的服务和功能。例如，今年4月，微信上线“听文
字消息”功能，用户开启后点击文字消息即可听到
语音朗读，从而帮助有阅读困难的用户更好地享
受数字化生活带来的便利。美团、支付宝、抖音
等拥有较多老年用户的热门应用软件均推出了“长
辈模式”按钮，百度推出了单独的“百度大字版”

“百度地图关怀版”等。

用心用情弥合“数字鸿沟”

一系列互联网适老化、去障碍化改造举措初
见成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第 50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显示，2022 年上半年，
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速，数字适老化
及信息无障碍服务持续推进。截至2022年6月，工
信部已组织完成对 452 家网站和应用软件的适老
化、无障碍化改造和评测，不断贴近老年人和残障
人士的应用需求。

互联网适老化、去障碍化改造的紧迫性日益
凸显，消除“数字鸿沟”的核心从“要不要”变为了

“怎么做”，进行更贴合实际、更贴近用户需求的

互联网改造成为数字时代公共服务的重要议题。
有研究机构对首批列入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

名单的互联网应用进行梳理后发现，相关应用改
造进度参差不齐，大部分旧版应用远未达到合格
水平。比如，个别应用软件的关怀模式只出现在
首页，一旦跳转到其他页面，就会回到正常模
式；许多互联网适老化改造都是站在年轻人的角
度来考虑老年人的需求，将适老化改造简单理解
成调大音量和字体……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专门针对适老化产品及服务
的标准较少，产品服务质量有待提升。

随着互联网适老化、去障碍化改造的深入推
进，消除“数字鸿沟”的举措更应落到实处、杜
绝“表面文章”。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传播研究中
心副主任万蓉认为，对老年群体定期的基础性
调研不充分，加上互联网适老化改造缺乏数字
化标准，导致很多情况下改造流于表面。在改
造过程中，还需要更多地通过传统渠道进行公
益宣传，以帮助老年人养成参与、使用网络的
习惯。

业内人士认为，有关方面应用心用情推进信
息无障碍建设，弥合“数字鸿沟”，在各种升级迭
代中努力做减法。通过降低操作门槛，真正提高
老年用户体验，让全社会共享数字发展红利。

构建有温度、无障碍的网络环境

为“银发族”破解“数字困境”
海外网 武慧敏

目前，“银发族”正加速

融入网络社会，互联网应用

适老化改造行动持续推进，

老年群体上网、用网的需求

活力进一步激发。专家认

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

社会帮扶、家庭反哺等方面

齐头并进，将积极破解老年

人数字鸿沟难题、促进数字

红利惠及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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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深圳电（记者李晓玲、
白瑜）11月 15日，深圳数据交易所
揭牌成立，同时启动首批线上数据
交易。至此，北上广深均开启了新
的数据交易探索。

深圳数据交易所以建设国家级
数据交易所为目标，从合规保障、
流通支撑、供需衔接、生态发展四
方面提升覆盖数据交易全链条的
服务能力，旨在构建数据要素跨
域、跨境流通的全国性交易平台，
探索适应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数
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示范路径和交
易样板。

深圳数据交易所的设立，是深
圳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任
务的关键举措，也是深圳不断优化

数字经济产业布局，打造全球数字
先锋城市的重要实践。目前，深圳
数据交易所累计交易额已突破 11
亿元。

2021 年 12 月，由深圳交易集
团有限公司、深圳智慧城市科技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及深圳市福田新一
代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三方合资
建立的深圳数据交易有限公司，注
册落户在福田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
合作区，深圳数据交易所即在此基
础上组建而来。

截至今年10月，深圳已引入全
国 348 家交易主体参与市场，其中
数据商 74 家、数据提供方 85 家、
数据需求方 189 家。据了解，深圳
数据交易所将重点培育市场生态。

深圳数据交易所揭牌成立

2022 世界 VR 产业大会近日在江西南昌举行，许多知名企业和机构参
展，内容涵盖 VR/AR产业链硬件、软件、服务及应用等各方面，吸引人们走
入场馆体验新产品、感受新技术。图为小朋友在现场体验 VR 操控飞机。

鲍赣生摄 （人民图片）

VRVR飞机飞机““开开””起来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