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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

数字化战略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我国“十四五”时期文

化数字化发展提出了具体目标并部署了重点任务。《意见》共部署了 8 项重

点任务，包括关联形成中文文化数据库、夯实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搭建

文化数据服务平台、促进文化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

新场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构建

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 

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也总结了过去一年

的工作成绩，对推进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促进基层文化设施布局优化和

资源共享，扩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做出了重要部署。我国公共文化

服务虽然已经历了长期发展，但不平衡、不充分、效率不高、系统性不强

等问题仍比较突出，亟需通过数字化信息技术与平台赋能，促进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不仅是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的必然选

择，更是数字经济时代，在更大范围让人民共享数字化发展成果的有效途

径。 

数字化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和传播范围 

从概念上讲，公共文化数字化是公共文化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

是通过数字化的方法和技术，使得承载文化资源的物理空间和物质载体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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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资源约束，使得受众接受公共文化服务不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拓展了

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和传播范围，弥补了传统公共文化资源的不足与传统

服务方式的局限。文旅部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累计建成公共

数字文化资源达 1274TB，内容涉及惠农、影视、文化历史、艺术欣赏、

科普教育、政务信息和时政党建等多个方面。在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基础上，

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也被列为“十四五”阶段的重要工作内容。《“十四五”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和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建设。力争在“十四五”阶段末，公共文化服务布局更加

均衡、服务水平显著提高、供给方式更加多元、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能够取得新的突破。 

立足于当今数字化时代的高地可以发现，虽然现阶段我国公共文化资

源总量增长迅速，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整体融

合程度仍明显不足。需要通过资源的融汇、类聚和重组，实现分布式公共

数字文化资源的互联，并为公众提供统一的资源获取平台，才能更好地推

进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因此，推进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仍需从根本发

力，加强数据资源、技术资源和平台资源的融合。 

数据资源融合是实现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前提 

数据资源融合是实现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前提。具体来看，数据融

合是基于现有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原始馆藏数据基础上，进一步实

现电子化资源的整合。目的是解决数据分散分布、存储地点不同、存储格



 

 - 4 - 

式不同、数据特征不同以及无法实现集中存取等问题。但资源库陈旧重叠

且缺乏整理，信息数据发布滞后，难以实现资源的统一调用，是目前公共

文化数字化建设的常见问题。尤其是在出版社、电子资源库、作者等社会

力量参与不足的情况下，公共数字文化供给服务极易受到限制。因此针对

数据资源融合的问题，首先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分布分散化的问题。 

技术资源融合是数据资源融合的保障，也是打造资源共享平台的关键。

遵循“供给水平提升”和“以用户为中心”原则。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一

方面解决供给能力问题，如通过文本分类与深度聚类、知识关系发现与链

接、翻译优化与消歧等技术手段，解决语义层面的内容聚合和信息检索、

智能推荐和多语言获取等问题。另一方面，从用户需求入手。借助物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的融合，对数字文化资源的点击、点赞、转发、浏览时长、

频次、用等信息进行深入的统计分析。从而精准把握群众需求特点，提高

资源供给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比数字技术更进一步，是服务资源和平台资源的融合。现阶段，受限

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布局模式，大量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往往分布在不同的网

站或平台中，缺乏统一标准与获取方式，用户操作难度大。为解决这一问

题，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能够从“村村冒烟”服务方式到系统性更严密、技

术兼容性更强、适用性更为广泛、运行更可靠性的平台和服务框架转变，

显然对于资源的有效组织和及时获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便需要切实改

变传统公共文化数字服务封闭生产、平台垄断、单向服务的惯性依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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