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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中国 视点

当前，虚拟现实正成为不少地方产业布
局的重点。在深圳，近日施行的《深圳经济
特区数字经济产业促进条例》，以地方立法
的形式，明确了通信网络、算力、数字技术等
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部门和建设原则，进一
步夯实虚拟现实产业纵深发展的基石。

《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
也提出，要加速推进数字新基建，加快研究
部署未来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相交互的平
台，发展智能人机交互、虚拟数字人等新型
人机交互技术，加快虚拟现实生态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
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6年）》从推进
关键技术融合创新、提升全产业链条供给能
力、加速多行业多场景应用落地、加强产业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构建融合应用标准体系
等方面提出了五大重点任务。

业界表示，加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对于整个行业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希望虚
拟现实产业也有一个类似安卓手机系统的
平台，不同的开发者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研
发新的产品和应用，形成更加繁荣的产业生
态。”徐毅说。

中国信通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
所高级工程师陈曦分析认为，虚拟现实政策
落地过程应该聚焦应用推广，进一步突破展
厅型、孤岛式、雷同化等发展瓶颈，把“看上
去很美”转向“用起来很爽”，形成一批成规
模、易推广、有产出、可盈利的应用示范。

新华社深圳12月8日电

我国虚拟现实产业加速与千行百业融合
工业生产、医疗、教育等领域是热点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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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化、虚实融合沉浸影音关键技术重点突破，虚拟现实在经济社会重
要行业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

随着技术日趋成熟以及应用加速落地，我国虚拟现实产业正进入一轮爆发期。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研究院预计，2025年我国虚拟现实产业的规模有望超过2500亿元，可能带动万亿元的市
场规模。

多种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众多国内外科技巨头
企业正加速虚拟现实领域
的业务布局，我国“十四五”
规划也将虚拟现实列为数
字经济的重点发展领域之
一。

游戏无疑是当下虚拟
现实成熟、普及的应用场
景。不过，令人关注的是，
随着大公司陆续进场、企业
投入不断加大，虚拟现实产
业正逐渐褪去单一的游戏
娱乐色彩，向更多应用场景
拓展，加速与千行百业的融
合。

——工业生产。当前，
虚拟现实技术在工业设计、
制造装配、操作维护、产品
展示等方面应用较多，对生
产数据进行可视化改造，以
实现智能化生产、可视化管
理、数字化决策。以工业互
联网为主业的宝通科技公
司今年 7 月发布了数字孪
生智慧矿山系统，基于 AR
和 VR 智能设备、裸眼 3D
混合现实空间等数字化产
品，构建了矿山应用场景的
数字画像，加速矿山各个生
产环节的智能协同。

——医疗诊断。虚拟
现实技术正在成为传统医
学手段的有效补充，有效提
升了病例讨论、教学查房、
远程医疗、医患沟通的效
率。借助一种基于三维智
能影像技术的智能医疗影
像系统，医生可以直观、精
准地定位病灶，还能实现远
程会诊、双向实时互动等。

——文化旅游。深圳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研究
中心研究显示，文旅产业在
虚实融合中走出了一条新
路径，虚拟现实设备成为文
旅产业生态的新入口。在
杭州西湖，游客只需要一部
手机，对着实景扫一扫，就
可以开启 AR 导航导览模
式，体验沉浸式实景导航以
及虚实融合导览体验。在
重庆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
地，虚拟现实技术越来越多
地被引入到文物科技保护
领域，观众带上特制的头
盔，就可以身临其境体验文
物修复的过程。

——智慧生活。以虚
拟现实、数字人、数字孪生
等元素为特点的虚实共生

新型社会形态正在从科幻
走向现实。南昌等城市推
出了数字孪生城市平台，助
力城市智慧综治、智慧平安
社区、智慧政务等多重领域
的数字化升级；OPPO公司
最新发布的单目智能眼镜，
支持触控、语音、手势、头动
操控四种交互方式，可以实
现导航、天气预报、健康信
息推送等功能，未来有望在
健身、办公等场景下发挥作
用。

——教育培训。在虚
拟现实、5G、人工智能等前
沿技术的融合发展下，虚拟
学习资源、全息互动教学、
VR/AR教育科普应用等新
型教育方式应运而生。在
广州，一些中小学在科学课
堂上引入虚拟现实技术，以
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引导
学生探索地球、生物、人体
的奥秘；借助VR眼镜的超
高清视觉体验，北京等地的
驾校开始尝试“VR+驾驶培
训”，坐进 VR 智能驾驶培
训模拟器，学员眼前就会出
现真实还原的道路，各种天
气、路况都可以进行模拟。

产业进入爆发期

事实上，产业的爆发性增长与虚
拟现实硬件软件的不断成熟密切相
关。虚拟现实的传感、交互、建模、
呈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用户在交
互、显示、佩戴舒适感等方面的体验
渐入佳境。

一方面，新的光学方案提升硬件
性能。与前几年流行的体验舱、头
盔、头戴式显示设备不同，当前越来
越多的终端设备以眼镜形式呈现，一
些单目VR眼镜整体重量不到 30克，
镜片厚度仅 1.3毫米。OPPO公司扩
展现实技术总监徐毅说，近年来新的
光学解决方案得到普及，画面的清晰
度提高了，设备重量和厚度也降下来
了。

另一方面，新的制作方式带来优
质内容。对于虚拟现实产品，内容的
制作方式是 3D建模、仿真、渲染，制
作出“数字人”“数字物”“数字场
景”。一位业内人士介绍，从传统单
个工作室的作坊式生产方式转变为
云原生、社会化协作的工业化生产方
式，虚拟现实数字内容的生产变得更
加高效、便捷。

“虚拟现实已展现出拉动新型消
费的潜力，成为地方产业经济布局的
焦点，并逐步成为实现各行业数字化
转型的支柱型技术。”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立说。

行业生态亟须完善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记者任沁沁）公安部 8
日发布最新数据，截至 2022年 11月底，全国机动车保
有量达 4.15亿辆，其中汽车保有量达到 3.18亿辆；机
动车驾驶人数量超过 5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达到
4.63 亿人。目前，机动车和驾驶人总量均居世界第
一。

新时代十年，我国全面跨入汽车社会，交通出行
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汽车出行成为交通常态。

汽车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普通家庭的消费品、必
需品，驾驶技能从职业技能成为基本生活技能。近年
来，汽车保有量年均增量超 2000万辆，千人汽车保有
量达到 225辆，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达到 60辆。
自 2014年以来，驾驶人数量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增加
2500 万人。目前，我国驾驶人数量占成年人数量近
50%，每 2个成年人中即有 1人持有驾驶证。3年以内
驾龄的驾驶人达 1.03亿人，占比 20.6%；25岁以下低年
龄驾驶人达 5448万人，占比 10.9%，大学生成为学车领
证的重要群体。汽车保有量及汽车驾驶人数量占机
动车及驾驶人总量的比例分别达到 76.6%和 92.6%。

机动车和驾驶人增长重心逐步由东部向中西部
地区、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十年间，东、中、西部地区
驾驶人增速分别为 9.7%、10.3%、11.9%。机动车驾驶
人超过 100万人的城市达到 181个，占全国城市数量
54%，其中超过 500万人的城市达 12个。农村地区机
动车驾驶人年均增量超 1300 万人，目前已达 2.89 亿
人，占全国驾驶人数量的 57.8%。此外，农村地区机动
车保有量达到 2.08亿辆，其中汽车 1.4亿辆，分别占全
国 50.2%、44.1%。

在机动车、驾驶人数量猛增的情况下，全国道路
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万车死亡率下降 37.2%，较大
道路交通事故起数下降 59.3%，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起数下降 84%。130多项便民利企交管改革措施接续
推出、稳妥落地。驾驶人安全文明素养不断提升，“喝
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观念深入人心，礼让斑马线、

“一盔一带”成为交通新风尚。

我国发布最新机动车和驾驶人数据

4.15亿辆
超5亿人进入 12 月以来，大

批野生北山羊在新疆昭
苏县阿合牙孜冬牧场内
觅食，每年冬季一群群北
山羊都会下山寻找食物，
它们成群结队，有的在低
头觅食，有的在抬头观
望。近年来，昭苏县采取
多种措施加强野生动物
保护，使野生动物的生存
环境得以改善，种群数量
上升。随着农牧民动物
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加之
草畜平衡工程让草场得
以恢复，野生动物保护成
效显现。中新社 发

新疆昭苏山区
成群北山羊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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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记者齐
琪、罗沙）最高人民法院 8日发布涉英
烈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涉及维护
英烈人格利益、烈属合法权益、烈士纪
念设施等案件。

这 10个案例包括：罗某侵害英雄
烈士名誉、荣誉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案，肖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案，仇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暨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王某诉杨某排除
妨害纠纷案，李某、吴某侵害英雄烈士
荣誉民事公益诉讼案，某网络科技公
司侵害英雄烈士姓名民事公益诉讼
案，叶某等诉某信息公司名誉权纠纷

案，赵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民事公益
诉讼案，洪某诉刘某、某报社名誉权纠
纷案，董某诉李某、第三人卢某排除妨
害案。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表
示，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涉及的有在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
命烈士，也有在国家建设中无私奉献
的英雄烈士。

据悉，这批典型案例中，8起案件
涉及侵害英雄烈士姓名、名誉、荣誉等
人格利益，既有刑事案件也有民事案
件，集中体现人民法院严厉打击和制
裁抹黑英雄烈士形象行为的坚定立场

和鲜明态度。同时，典型案例中关于
依法保障烈属居住权益的案件，彰显
人民法院对烈属合法权益的有力保
护，是弘扬英烈精神、褒恤烈属的生动
司法实践。

此外，王某诉杨某排除妨害纠纷
案和李某、吴某侵害英雄烈士荣誉民
事公益诉讼案，体现了人民法院对烈
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土地、设施的
有力司法保护，依法惩治侵占烈士纪
念设施保护范围内土地、设施，在英雄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
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破坏、
污损烈士纪念设施等行为。

最高法发布涉英烈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