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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助力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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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产业是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支撑。

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赋能作用，是实现文化产业模式创新、管理变革的重要举措，

能够为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是以，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助力文化产业发展

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贯彻“数字+文化”发展理念，持续壮大文化市场主体。要鼓励广大文化企业树立自主创新

意识，提升其将智能化、数字化新技术运用于文化产品开发创作中的主动性与自觉性。具体而言，

一是要积极发挥文化龙头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比如，发挥各地龙头文化企业覆盖面

广的优势，推动当地文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鼓励各文化市场主体积极运用数字技术革新文

化生产方式，并运用网络社交媒体等数字化传播渠道拓展文化产品推广范围。二是要推动中小文

化企业的科技创新。对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企业升级改造，或对推进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化的

优秀企业进行适当的政策扶持，鼓励其积极探索新型文化业态的生成，以适应网络化、智能化的

时代发展趋势。三是推动跨部门、跨地区联动，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包括构建以政府主导、企业

主办、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生产机制，通过联动跨部门、跨地区的文化企业，建立网络合作平

台，整合各方力量，研发文化大模型，为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提供发展动能，实现跨部门、跨区域

文化企业的高质量协同发展。 

    创新“数字+文化”产业业态，打造“数字+文化”消费新场景。一是以数字技术推动内容生

产。建立健全内容创新生产激励机制，奖励具有创新性、原创性及满足市场消费需求的优秀文化

项目，以激发各文化企业的创新创造活力，鼓励各文化企业积极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3D

数字建模等技术提升内容生产、创作、传播的质量和数字化水平。鼓励多元化创作，构建线上与

线下相结合的内容创新孵化平台，鼓励各文化企业创作出既有文化底蕴又符合现代审美的内容作

品，并支持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内容创作，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持续丰富文化

市场供给。整合区域内丰富的文化和旅游资源，鼓励各文化企业运用数字技术还原历史文化遗产

原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数字化的形态创新呈现，为人民群众提供数字文化新品。二是深化

数字技术场景应用，开发数字演艺体验、数字娱乐活动、数字艺术展示等新应用场景，提升文化

产品及服务的数字技术含量。包括鼓励旅游景区、文博场馆等运用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数字技术，

构建沉浸式文旅体验新空间；鼓励文化企业与地方博物馆进行合作，利用数字技术打造数字展馆，

让用户足不出户就能在线上欣赏各种文化产品和珍贵文物，突破文化传播的时空限制，并根据大

数据分析和了解用户兴趣，向用户精准推送相关主题的文化展览。同时，依托人工智能导游，为

用户提供与展品相关的文化知识讲解，设计和推介高质量的数字文创产品，进一步推动文创产品

的消费增长；推出体验感好、趣味性高、互动性强的文旅新产品，将实时音频和视频技术运用于

“云旅游”场景中，为用户提供更为新奇、丰富的旅游体验。三是优化文化消费环境。发挥政府

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的监管和协调作用，明确数字技术在文化消费场景中的应用范围和标准，以

规范各文化经营主体应用数字技术的行为。同时，要注意利用数字技术加强对用户数据信息的安

全存储与隐私保护，避免用户数据泄露，营造安全的文化消费环境。 

    优化“数字+文化”传播体系，有效提升文化传播效能。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致力于对优秀文

化的高效传播，因此，构建科学高效的智能数字化传播体系是助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之一。一是要推动传播内容的智能化生产，包括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分析了解用户文化消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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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偏好和兴趣所在，制定个性化的文化产品进行推送。比如，音乐文化企业可以依托人工智能算

法掌握用户的音乐喜好，以此为据，制定并推送个性化的音乐曲目，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音乐欣

赏需求。二是要依托数字化手段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包括通过智能搜索、虚拟学习和多维度信息

展示等，实现数字文化内容的快速链式传播，为广大用户提供更为个性化的知识获取及交流方式，

满足用户即时获取知识信息的需求；发挥各类网络信息平台的文化传播作用，提升文化产品传播

的数字化水平，完善文化产品传播和流通体系。三是要实现文化产品传播效果的智能化评估及提

升。可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实时收集分析用户对文化产品的使用数据，以此评估文化产品的传

播效果，明晰用户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和兴趣所在，为优化文化产品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要充

分利用数字技术构建具体的机制规则，对契合主流价值观的优质文化内容进行优先推荐与宣发，

以构建良好的文化传播生态，促进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 

    随着科技创新及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数字技术已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新动能。

新时代背景下，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文化产业发展应顺势而为，增强文化原创力，

探求高质量发展之路，促进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发展，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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