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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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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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深圳12月8日电（记者 陈宇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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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戴上特制的头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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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软件日益成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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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