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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产业界已开启了下一代视听产业的研究探索，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云、5G/5G-

A/F5G 等最新科技的引入以及人们对极致体验的追求，超高清产业已进入转型和快速发

展阶段。超高清视频产业已形成覆盖内容制作、传输、终端设备等全链条的生态体系。

2024 年 8 月巴黎奥运会期间，全球首次采用超高清 8K+HDR+三维声公共信号制作并进

行赛事直播，超高清技术持续成为推动视听技术革命和产业应用革新的关键力量。 

据报告统计，2023 年全球超高清市场规模已达到 1.52 万亿美元，中国超高清市场

达到 3.4 万亿人民币。全球超高清用户数（包含 OTT、IPTV、DTH、DTT）2.5 亿户，

中国超高清用户数超过 1.2 亿。全球视频流量占比网络总流量多年来持续超过 65%，中

国视频流量占比网络总流量超过 74%，其中超高清占比超过 23%。2023 年全球电视发

货量 2.23 亿台，全球与中国电视整体出货量仍处于下滑阶段。2024 年随着奥运等大型

赛事需求提升，全球高端电视的出货保持微增。中国的高端电视出货量和收入分别增长

39%和 49%。全球显示屏发货 2.4 亿平方米，中国显示屏出货占比 73%。全球视音频内

容主要按区域、语种和文化分布。欧美主要内容提供平台包括：Netflix、Amazon Prime 

Video、Hulu、Disney+、HBO Max、Showtime、Apple TV、YouTube TV 等，日韩地区包

括 TVING、Wavve、U-NEXT、ABEMA TV、Twitch 以及各国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地

面广播电视提供商视音频内容服务。中国的视音频平台主要包括抖音、快手、爱奇艺、

优酷视频、腾讯视频、芒果 TV、咪咕视频、央视频以及广播电视台等 OTT 和有线电视

内容。 

展望 2030，全球超高清产业正站在技术革新与多领域应用拓展的关键节点。HDR 

Vivid、Audio Vivid、AVS 等关键技术标准将在全球规模应用。超高清产业正持续融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为用户带来更丰富、生动且沉浸式的视觉盛宴，同时也为各行各业开辟

了新的发展契机。超高清产业呈现出九大核心趋势和十六种主要应用场景，产业加速发

展到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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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愿景 

UWA2030 产业愿景： 

✓ 通过高质量的音视频内容，丰富人民的生活。 

✓ 通过高质量的技术手段促进产业升级，最终促进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UWA2030 目标： 

✓ 推动超高清在技术、体验、应用、商业模式的创新。 

✓ 推动产业链升级换代，面向未来构建超高清先进体系架构。 

✓ 推动超高清内容供给满足用户的需求。 

✓ 打造开放共享的技术标准与生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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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九大趋势 

1、超高清业态蓬勃发展 

⚫ 产业发展：超高清已形成端到端产业链。在直播频道、体育赛事、互联网平台

得到广泛应用，大小屏、横屏竖屏、VR/AR 等新业态不断深化，终端大尺寸（70

寸及以上）和高端电视（OLED、MiniLED）发货占比迅速上升。超高清产业将

迎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 商业模式：随着 AI、云计算、F5G/5G/5G-A 等前沿技术推动，以及产业政策的

积极支持，内容制作领域正积极提质、增效和降本，有助于解决超高清原生内

容缺乏问题，使得超高清产业链可持续商业盈利模式逐渐成熟。 

2、视听技术持续演进 

⚫ 根技术标准：用户需求围绕清晰、流畅、真实、互动、健康五个维度持续演进。

技术标准从六维度（分辨率、帧率、亮度对比度、色域、色深、三维声）新增

感知互动、3D 和沉浸式方向三个维度。 

⚫ 编解码技术：将不断演进，深度压缩和浅压缩持续发展，面向三维内容与面向

机器编码将持续增长。 

⚫ 近眼显示技术：（光场显示）将不断突破，MR/VR/AR 终端创新不断涌现。MR

眼镜进一步轻薄化。AR 生活助手眼镜普及，VR/AR 技术正逐步走向规模商用。 

⚫ 3D技术：3D视频、3D 音频，从内容制作工具到内容传播到显示，技术将得到

发展。在内容制作端，3D 内容，包括数字人、数字物体的建模、渲染等技术不

断深入。在终端显示端，多种 3D 显示方案，如双目立体显示、光栅、全息投影

与光场显示等创新方案不断推出。裸眼 3D 启动商业推行。 

⚫ 感知互动技术：从触摸识别、语音和手势识别到眼球识别、空间识别逐渐过渡

到包括嗅觉、味觉、脑机等多种超高清互动方式。 

⚫ 芯片 SOC以及操作系统：将原生支持超高清音视频基础能力。通过原生能力，

为上层 APP 提供完善的色彩管理系统能力、图像处理算法原子能力和接口等基

础能力。 

⚫ 视频质量监测技术与安全播出监测和审核能力：端对端视频质量的测试与检测

将成为基础能力。随着 AI 视觉技术不断发展，视频安全播出相关技术监测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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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力不断加强，针对视频内容里面的非法内容、劣迹艺人相关的技审、数字

化标注能力持续演进。 

⚫ 短距互联：Wi-Fi 7，星闪等标准技术将广泛应用，支撑超高清短距互联。 

⚫ 显示面板：LCD 占据市场主要份额，未来将持续优化性价比。OLED 在曲面，

手机和电视将持续增长，同时随着 Mini LED 与 Micro LED 显示技术快速发展，

印刷 OLED 等新技术新工艺不断出现，激光等投影显示技术的不断演进，份额

将逐渐扩大。 

3、菁彩视听走向世界 

⚫ 技术标准：菁彩视听 HDR Vivid 与 Audio Vivid 凭借其开放、先进和可持续性，

成为全球国际标准。 

⚫ 生态应用：菁彩视听 HDR Vivid 与 Audio Vivid 产业生态已经在中国规模应用，

芯片、工具、平台、终端生态链成熟，必将成为全球的主流生态，并规模应用。 

⚫ 场景扩展：菁彩视听标准体系不断增加更多场景、更多生态，技术标准不断深

化，生态不断壮大。 

4、人工智能重构产业生态 

⚫ 人工智能从深度赋能到重构超高清产业链所有环节。AIGC 将改变传统内容

制作流程，重构内容产业生态，对内容产业产生颠覆性影响。 

⚫ 内容制作：AI 持续在前期拍摄、后期处理、内容增强、内容修复、内容审

核、数字内容创作、VR/AR 内容创作、元宇宙、三维模型等领域持续深化。 

⚫ 内容平台与运营：用户管理，精准营销，AI 持续深化促进盈利变现。 

⚫ 内容传输：AI 编解码、AI 赋能传输网络将降低内容传输成本并满足实时需

求。 

⚫ 终端与显示：AI 促进终端视频拍摄增强，视频 AI、AI 音视频大模型与终端

实现集成。 

⚫ 辅助超高清硬件制造：电视机等终端以及显示屏制造检测和效率提升。 

5、云网端协同支撑制播与服务 

⚫ 制作：超高清音视频内容创作、现场拍摄、后期处理、制作协作以及数字人、

3D 内容制作。 

⚫ 服务：内容分发、内容运营向更大的媒体处理能力和更全面的媒体处理功能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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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云协同：系统解决终端设备在计算能力和功耗方面的局限。超高清云游戏、

云 VR 将更多的通过云端协同实现。终端音视频大模型将与云端协同提升终端

音视频处理能力。 

⚫ 网络：超高清是网络重要业务填充，同时网络不断升级能促进业务创新。双千

兆正逐步向万兆 5G/5G-A、F5G 等更高级别演进。超低时延将带来“无缝、自

然、流畅”的超高清音视频体验。 

6、超高清内容供给丰富 

⚫ 超高清电视频道：不断扩展，2026 年中国超高清电视频道将超过 50 个。预计

到 2030 年，超高清频道数目将突破 100。 

⚫ 互联网平台新增内容：超过 50%的内容将通过超高清技术呈现。 

⚫ AIGC 大幅提升内容供给：AIGC 创作内容，将超过传统方式内容创作市场份

额。 

⚫ 内容保护：版权保护技术持续深入，从源头解决内容保护，加大创作积极性。 

⚫ 内容交易：2D 与 3D 数字内容资产库建设与交易持续扩大。 

7、超高清制播平台 IP 化 

⚫ 互联网平台：已实现全面 IP 化，并将朝着更高密度、低延时和灵活调度方向发

展。 

⚫ 电视台制播系统：将实现从采集、制作到编码的基于 ST2110 加速 IP 化转型。 

⚫ 轻量化制作：融合浅压缩技术与 AI、5G 结合形成快速远程拍摄与直播。 

⚫ 融媒体平台：跨媒体、跨终端、大小屏、横竖屏支持的融媒体平台正逐步成熟。 

⚫ 超高清制播系统升级换代：高清与超高清的混合架构将过渡至超高清为主的架

构体系。 

8、XR 虚拟拍摄超高清影视制作广泛应用 

⚫ 演播平台：虚拟拍摄制作系统由 LED 显示系统、渲染系统、拍摄系统、追踪系

统、人体捕捉、灯光系统、音响系统、监视系统组成，并持续提升质量和拍摄

效率，降低建设成本。 

⚫ 业务场景：将不断扩展，在专业级影视拍摄、广告拍摄、网络直播、虚拟文艺

演出、文旅舞台等领域持续扩大应用。 

⚫ 核心技术提升：多机分布式实时渲染及同步技术、大空间高精度摄像机追踪技

术、多机位追踪及拍摄技术、摄像机镜头畸变自动化校正技术、虚实显示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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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 Mapping 技术、显示系统与拍摄系统的色域色差校正技术、实时高速高质

量渲染制作系统等是未来技术研究方向。 

9、绿色低碳支持持续发展 

⚫ 制播领域：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虚拟拍摄等持续提升制作效率，

同时降低实际物质使用和能源消耗。 

⚫ 内容传输：网络设备、数据中心加强绿色能源使用，提升传输效率、降低碳排

放。 

⚫ 终端设备：将持续推进环保材料的使用、硬件设计的优化、能效比的提升等。 

⚫ 用户友好：通过普惠服务等措施进一步满足用户对安全、环保的需求，实现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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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清十六大应用场景 

1、广播电视 

⚫ 广播电视领域是超高清应用的重要场景，也是文化与科技结合的主战场。 

⚫ 超高清直播频道规模日益增长，大小屏逐渐普及，超高清将成为广播电视的主

要呈现模式。 

2、视听娱乐 

⚫ 长视频、短视频，微剧等个人娱乐逐步迈向超高清画质。 

⚫ VR/AR 等近眼显示技术提供高度交互和沉浸式视听娱乐体验。 

⚫ 家庭娱乐从家庭普通电视屏幕体验转向家庭影院级享受，超越传统电视或影院

体验。 

⚫ 同时家庭显示从电视发展到冰箱、空调等白电，激光投影、交互式通信（闺蜜

机）、家庭算力中心等多元化发展。 

⚫ 可通过大小屏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通过任意终端收看任意质量的内容。 

3、游戏电竞 

⚫ 3A 级游戏（如黑神话悟空）将促进文化和科技的结合。 

⚫ 游戏电竞将对显示卡、显示屏、终端以及线下电竞装备产生大幅拉动。 

⚫ 在技术上，游戏电竞对系统延时、流畅度（高帧率大于 120 帧）、清晰度、高

对比度以及高质量三维声均提出更高要求。 

4、车载视听 

⚫ 车载娱乐信息系统逐渐升级为超高清显示，并覆盖车载所有屏。 

⚫ 高沉浸感、三维立体式声音，满足驾乘过程中的极致视听享受。 

⚫ 车内与个人终端的无缝投屏，提升用户便捷度。 

⚫ 超高清与人机交互体验，打造沉浸式、专属式、安全舒适的移动环境。 

5、电影科技 

⚫ 超高清视听技术已成为电影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 超高清技术将在电影从制作到放映全流程都将得到应用和发展。。 

6、剧场舞美 

⚫ 影院的传统投影技术将逐渐向超高清技术与 LED 银幕革新。 

⚫ 舞美、现场 SHOW 使用虚拟大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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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院超高清第二剧场模式将进一步渗透，实时触达更广泛的消费群体。 

7、文旅展示 

⚫ 景区宣传导览，历史再现，文物孪生。 

⚫ 提供更逼真、更沉浸的视听效果，为游客带来身临其境的文化探索之旅。 

⚫ 超高清球幕、Mini/Micro LED 等创新显示技术应用逐渐普及。 

8、体育转播 

⚫ 体育场馆大屏，球幕大屏沉浸式场馆。 

⚫ 赛事超高清直播转播。 

⚫ 3D 全真视频、动画渲染、环境模拟等技术手段，从任意角度观看比赛，感受身

临其境的观赛体验。 

⚫ 运动员训练多维度、全方位、超高清回放、视觉分析和训练。 

9、百城千屏 

⚫ 超高清端到端解决方案不断完善，促进百城千屏的持续部署。 

⚫ 云听三维声等创新方案解决声音与视频同步，提升用户体验。 

10、广告展示 

⚫ 超高清显示深度结合异形、透明、裸眼 3D 等动态化演示效果在数字广告标牌、

零售服务等显示持续应用。 

⚫ 超高清显示将成为连接线上商城与实体店的桥梁。 

11、教育培训 

⚫ 远程课堂具备超高清显示效果和低延迟特性。 

⚫ 虚拟课堂充分运用超高清 AR/VR 技术。 

⚫ 超高清白板等新型演示屏在教室普及。 

⚫ 课堂直播、视频课程等在线教育模式能够满足学生对高质量学习资源的需求。 

⚫ 企业或机构可以通过超高清直播进行员工培训或客户培训。 

12、安防监控 

⚫ 超高清机器视觉技术支持更清晰、更精确、更实时的人脸识别、车辆识别、行

为识别等功能。 

⚫ 超高清监控广泛布局在城市交通、商业楼宇、家庭、工业、农业等领域。 

13、医疗健康 

⚫ 术野摄像机、内窥镜、影像显示器等医学设备实现超高清化。 

⚫ 超高清远程会诊、远程手术普遍应用，整体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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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高清医疗影像识别进一步提升诊疗的精准度。 

⚫ 家庭健康监控、康养监控实现对用户健康数据的高精度可视化。 

⚫ 家庭具身智能机器人与视觉实现个性化监护与预警。 

14、工业制造 

⚫ 超高清技术工业检测广泛部署，比传统的人工检测更高效、更精准。 

⚫ 超高清视觉辅助自动化作业。 

15、无人驾驶 

⚫ 超高清图像和数据传输支持车内外信息的精确获取和高效沟通，使自动驾驶系

统能够进一步快速响应复杂道路情况。 

⚫ 超高清无人机提供运输、监测、救援，成为低空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 

16、移动直播 

⚫ 娱乐、游戏、秀场、突发新闻直播。 

⚫ 商业与营销直播，直播视频带货带来新的增长。 

⚫ 生活分享与旅行直播。 

⚫ 景点会议等慢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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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展望未来，2030 年，全球超高清产业预计将达到 4.28 万亿美金，中国超高清产业

预计将突破 8 万亿 RMB 规模大关，占比全球超 30%。UWA 联盟将服务产业、服务会

员，共同面对问题和挑战，共绘超高清未来的宏伟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