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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虚拟偶像概述

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技术要素和表现形式上对“虚拟偶像”

进行定义。在大多数国内学者中，以喻国明教授为代表的较有

权威的一派人认为虚拟偶像狭义上是指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新兴技术的时代背景下，在互联网等虚拟场景或现实场景中进

行偶像活动的架空形象。从广义上看，喻国明教授借助麦克卢

汉“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观点，认为虚拟偶像是一种新型传播

媒介，是人类强关系的延伸。综上，梁念辛老师将虚拟偶像定

义为以图像、动画等视觉符号作为呈现形式，结合声音合成技

术从事偶像活动的仿真拟人形象。在我国以洛天依为代表，其

是以歌声合成引擎VOCALOID3为基础制作的中文声库，加之

以视频动画、AR或全息投影技术等形式呈现形象的一位虚拟

偶像。

二、我国警校可采用的宣传方式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国内不少警校选择通过

拍摄宣传片以及利用各种短视频平台等在进行宣传本校的同时

向大众传播正能量。随着5G技术的快速发展，抖音、快手等

app宣传的效果也逐渐达到饱和。所以本小组拟打造警校虚拟

偶像“蓝盾 1号”来宣传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来避免宣传上的

种种障碍，并对其影响力进行评估。

三、打造 “蓝盾1号”的可行性分析

（一） 虚拟偶像制作方式

本课题打造的虚拟偶像有别于传统的动画明星和真人明

星，以目前市场的5G技术、AI（人工智能）技术、全息投影

技术、AR/VR技术为前提，通过计算机或者动画制作的虚构形

象，借助特定算法使之具备一定的人工智能，从而使虚拟偶像

能够在三维立体空间或者借助某种设备能够进行交互式表演。

目前已经有多种技术可以借鉴、利用，例如科大讯飞开放平

台，现在已经推出了AI虚拟主播解决方案，利用讯飞的语音

合成、人脸建模、形象驱动、图像处理等多项人工智能技术，

实现了文本到视频的自动输出并支持主播多语言视频生成。除

了强大的AI主播能力，系统还具备视频音画的多轨混编智能

拼接、画中画编辑等视频处理功能，可一站式完成成品视频的

编辑生产，适用于不同平台视频发布需求，大大提高了内容生

产效率。

（二） 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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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文娱行业风向突变，娱乐圈名人接二连三“塌房”，“饭圈”文化、流量造星、偷税漏税等违法

失德的事件层出不穷，其影响力也不言而喻，尤其是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逐步成型的青少年群体会造成极大

的影响。而虚拟偶像 （例如初音未来、洛天依等） 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它的出现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明星乱象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借助虚拟偶像的种种优点，打造出一个代表社会主流和时代所需的虚拟偶像，来进行社会正能量的宣传。

而人民警察是社会的保卫者，也是无数莘莘学子所渴望成为的一大职业角色，且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作为我国司法部直属

的唯一一所高等院校，是我国司法警察的摇篮，同时也是我国司法行政系统的最高学府，更应当得到重视和宣传。虽然

我国有不少警校通过拍摄各种类型的宣传视频向大众传递正能量，但随着5G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科技的不断

完善，利用短视频平台进行社会宣传的效果有所下降。由此，本课题拟打造“蓝盾1号”警校虚拟偶像，用先进技术将

其拟人化、完美化，从而以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为例，借助学校专业特色进行社会正能量的宣传并对其影响力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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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互联能够将信息转化为行动，给企业、社会和国家创

造新的功能，并能带来更加丰富的体验和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

机遇。

（2）市场未有之变局

目前国内未出现利用虚拟偶像宣传警校文化及社会正能量

的先例，虚拟偶像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3）弘扬红色文化的时代

各色各样的娱乐性节目泛滥，高质量的文娱节目等少之又

少，广大人民群众出现审美疲劳，对新奇且具有社会正能量的

产品需求增加

（4）传统偶像形象频繁遭遇“危机”

明星频繁出现问题：吸毒、出轨、侮辱国家烈士英雄、传

递奢侈浪费之风、在公共场所随意传达不良思想、偷税漏税、

资本控制化严重等，严重影响到当代年轻人的三观与成长

理念。

（5）疫情背景下群众心理变化

疫情的冲击让更多人看到了多种行业的不稳定性所暴露的

种种弊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公务员序列的稳定性。后疫情时

代下公务员行业更加受欢迎，学生对警校的报考热情也在逐渐

增加，同时家长也对警察院校的关注度、认可度提高。但是警

校在大部分家长、学生的眼中依旧是陌生神秘的。

2. 威胁

（1）资金威胁

打造虚拟偶像需要花费不菲的资金，需要有资金支持，学

校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打造“蓝盾1号”。

（2）竞争对手更强

与拥有大量粉丝团体的娱乐性偶像、体育类偶像等进行竞

争，难度较大。

（3）需要各类人才

制造一个虚拟偶像，需要设计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的支

撑，同时要含有警校文化色彩，需要集思广益。

3. 优势

（1）定位新颖

虽然以警察为主的宣传片层出不穷，但关于警校文化这一

主题的虚拟偶像未曾出现，可以借助这一优势来进行设计和

宣传。

（2）技术发展成熟

VR技术的普及使虚拟偶像变得真正实体化、拟人化，观

众的接受度也随之大幅提升。并且，全息投影技术也成为当代

一股热潮，现今随处可见全息投影的身影，给人们视觉带来新

的冲击感。

（3）虚拟偶像不会“塌房”

国家虽然多次整顿娱乐圈，但还有很多人违背道德原则，

打破法律规则，而虚拟偶像有着极强的可塑性，能够树立良好

形象，遵从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4. 劣势

（1）要求严格

“蓝盾1号”作为警校代言人会比其他娱乐性虚拟偶像要

求更高，从衣着打扮到言谈举止都应该时刻注意，故对技术人

员的细节性设计要求更加严格。

（2）认识偏差

大众对警校关注度相对较低，且多数人对警察有着严肃、

不苟言笑的刻板印象。

（三）“蓝盾1号”特点分析

1. 形象总述

根据所获得的问卷，我们了解到大家对虚拟偶像的总体

要求。

“蓝盾1号”拟塑造为女性警察形象，身着藏蓝警服，头

顶警徽，既拥有女性特有的细致和柔和，也能体现出英姿飒

爽、铁血阳刚的特点。她既有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又有历经挫

折不放弃的决心，并有极高的人格魅力。深邃的双眼更体现了

她意志坚定，沉着冷静。她不怕苦累，不怕牺牲，深刻体现出

人民警察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决心。

2. 特长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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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盾1号”虚拟偶像灵感出自警校，警体素质能够达到

一定标准，擒拿格斗、射击等样样精通，警体素质高、专业技

能强。此外，“蓝盾1号”来自于司法警官的摇篮——中央司

法警官学院，也拥有着较高的学历。此外，她歌唱水平亦达到

一定水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人民警察警歌》等红色

正能量的乐曲均不在话下。

3. 人物价值

警校虚拟偶像的人设积极向上，风格更倾向于弘扬正能量

的公益事业，而不同于普通虚拟偶像更加倾向于娱乐性和强调

商业价值，因此受众更加广泛，各年龄段普遍能够接受。一方

面对于我校招生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借助一个 官方的虚拟

形象做出来有非常深度的信息输出出口，对“中央司法警官学

院”这样官方的字眼，出口的信息自带官方精准权威属性。另

一方面能够成为警方专业知识的输出口，更具有官方性。目前

很多警方的发布的官方信息社会关注并不高，但是大家对哔哩

哔哩动画中发布的《守护解放西》、《罗翔说刑法》这种警察和

法律类的节目，却有很大的兴趣，可以借此机会宣传中国人民

警察。此外在更多公益性的宣传事业中，亦可利用“蓝盾1

号”宣传公益事业，更能体现其人物的社会价值。

（四）使用虚拟偶像宣传警校的好处

1. 虚拟偶像不同于传统偶像，虚拟偶像其人物角色的可

塑造性决定了其具备传统真人偶像所不具备的绝对的正能量，

不用担心虚拟偶像存在污点，同时其粉丝也不用担心虚拟偶像

会像传统偶像一样“塌房”。

2.与传统真人偶像的粉丝群体不同的是， 虚拟偶像的粉

丝切实参与到了“塑造”偶像的过程中。粉丝个人通过表达对

虚拟偶像的喜爱的同时实现了自我认同，而最终这个庞大的粉

丝群体为偶像角色的丰满提供了羽翼。

3.社会对警校的认识程度整体偏低，警校宣传不足。青少

年对虚拟偶像接受程度较强，树立一个良好的偶像对青少年的

成长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警校作为人民警察的摇篮，需要更

多新鲜血液的注入，警校虚拟偶像的诞生一方面为青少年的追

星方向提供了一定引导，另一方面也宣传了警校，有助于全国

警校的招生。

（五）警校虚拟偶像可行性分析

1. 关于社会大众如何看待警校虚拟偶像的调查，结果显

示，有35.8%的人认为市面上的虚拟偶像新颖奇特，受众广

泛，38.07%的人对目前市面上的虚拟偶像持看个热闹，图个

新奇的心理态度。这说明，虚拟偶像在社会大众眼中存在一定

的影响力，并且因其自身属于新兴事物能够引起社会大众的兴

趣。在被调查的176人中，有130人对虚拟偶像表现出兴趣。

2. 调查结果显示，有44.89%的人对警校虚拟偶像持大

力支持的态度，28.41%的人认为警校虚拟偶像角度新颖。该

结果意味着，大多数人对设计一个警校虚拟偶像持支持和感兴

趣的态度，因此警校虚拟偶像具有可行性。调查结果如下图

所示:

3. 调查结果显示有57.95%的人认为警校宣传力度不够，

67.61% 的人认为警校宣传远离大众生活，缺少吸引力，

58.52%的人认为警校缺少娱乐性，61.93%的人认为警校宣传

缺少标志和代表性人物，56.8%的人认为宣传方式老套，缺少

吸引力。

该结果意味着在之前的警校文化风采的宣传中，缺少宣传

力度，无法将警校形象更加生动的展示给社会大众，更无法使

社会大众了解警校生活，认识到更加丰富生动的警校生形象。

因此，打造警校生虚拟偶像作为标志来宣传警校文化、塑造警

校形象很有帮助。

四、结语

虚拟偶像具有很好的市场发展前景，而“蓝盾1号”警校

虚拟偶像其本身可以通过宣传警校文化与风采、净化娱乐圈，

为以年轻一代为主的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同时，目

前国内外的虚拟偶像技术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对“蓝盾1号”

的成型具有极大帮助。结合调查数据，大众对于“蓝盾1号”

是充满期待和认可的，打造“蓝盾1号”无论是对个人成长发

展还是对社会主流文化都具有极大促进作用。“蓝盾1号”的

实现是有其现实意义与价值，在宣传警校文化的同时也带动相

关虚拟产业的发展。综上所述，“蓝盾1号”方案技术路线成

熟、新颖、可行，可操作性强，社会影响力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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