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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年来资本市场及产业端持续关注互联网下一阶段的升级迭代。在

概念设想中，个性化虚拟形象和统一的虚拟身份为下一代互联网形态的关

键构成要素，而“虚拟人”满足这一构成要素，受到市场关注。回归虚拟

人行业本质发展逻辑，与 2017~2019 年国内厂商扎堆虚拟偶像相比，我

们认为目前虚拟人行业已步入成长期，我们将在本文回顾国内外虚拟人发

展历史，分析当前产业的核心关注点，并对其应用场景与未来价值进行解

读。 

要点 

溯过往：何为虚拟人虚拟人是多技术结合、以身份或功能拟人的虚拟

形象；行业发展经历“起步期-探索期-成长期”三大阶段，以技术和内容

为内部因素，渠道和用户为外生动力进行迭代与升级。行业起步于 2007

年，首个音乐软件“人形”化身“初音未来”出现，成为现象级虚拟人；

在探索期（2017-2019 年），由于渠道进展和用户基础不同，国内外发展

分野，国内二次元圈层用户崛起，资本逐步入局，但虚拟偶像生命周期仍

相对短暂。2020 年以来，行业发展步入成长期，国外虚拟人商业化路径获

得初步验证并探索 B 端量产，国内多元社交渠道日益成熟，技术与内容逐

步补齐。 

风潮起：为什么虚拟人近期受到关注我们认为，当前虚拟人价值释放

主要由于：1）互联网用户代际更替，年轻群体加速虚实融合进程。2）文

娱行业强化治理，品牌寻求稳健且创新的内容资产，成熟社交渠道及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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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共同推动 B 端需求增长，助力虚拟人落地及商业化变现提速。3）短期

应用场景拓宽及技术创新使虚拟人供给丰富。 

探未来：虚拟人的应用场景与价值几何我们将虚拟人分为人格型及功

能型两类，对应在应用场景上：人格型虚拟人通过虚实融合再造内容与社

交，深入广告营销、娱乐内容和虚拟社交等多场景；功能型虚拟人则能够

通过“技术+人形”实现效率及体验升级，提供更高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代替真人完成不可能场景中的生产需求。从产业链发展上看，虚拟人行业

产业链正围绕虚拟人的生产、运营、分发渠道和应用场景展开，在技术领

域，参与者分别从全栈式技术服务、垂类技术模块切入；在内容方面，产

业链上游 IP 持有方（内容 IP 或艺人 IP）提供虚拟人的人格来源，中游虚

拟人运营方实现孵化和培养，下游渠道和应用方开拓社交、直播、企业服

务等线上线下场景落地。 

风险 

行业政策风险，技术发展进程及商业化变现能力不及预期，版权问题，

伦理道德及法律制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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