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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数字化战略 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 

赵斌 

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是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

消费模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更是勾勒了我国文

化数字化的整体框架。这些都为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文化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十四五”时期是江苏建设文化强

省、构筑文化高地的关键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社会思想观

念深刻变化的趋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遵循，加快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江苏文化

高质量发展。 

夯实新型文化基础设施。 

新型文化基础设施，是指与传统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剧院、电影院、书店等在空间型态与运营业态上有区

别的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加快新型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顶层设计，打破行业或各类文化企业集团之间的壁垒以及部门各

自为政、文化内容条块割据、技术标准不一的现状，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广电 5G网络和互联互通平台，建设省域文

化大数据平台。畅通“数字化采集—网络化传输—智能化计算”数字链条，构建一体化的算力服务体系，为文化数字化建设提供

低成本、广覆盖、可靠安全的算力服务。建设智能敏捷、云网融合、线上线下一体且安全可控的综合性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 

加强文化内容数据库建设。 

江苏自古人杰地灵、人文荟萃，历代文艺人才辈出，文艺作品精彩纷呈，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丰饶的经济绽放出璀璨

的江苏文艺之花。江苏历史文化从古到今在全国一直占据突出位置，诞生了许多名垂青史的文化巨匠，创造出众多传世名作，这

些世代相传的优秀历史文化成果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建好江苏文化数据库，首先要盘活存量文化资产，促进

优秀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转换开发，将优秀历史文化资源所蕴含的价值与数字技术无缝对接，使其

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大力支持文化场馆、文化娱乐场所、文化产业园区、历史文化街区、文化旅游景区开发数字化产

品和服务，将创作、生产和传播向云上拓展。大力支持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新媒体传播推广。鼓励线下文艺资源、文娱模

式数字化，创新表现形式，深化文化内涵。依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开发具有鲜明江苏风格与区域文化特色的数字文化产品。在

前期已经开展的各类数字化工程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文化内容数字化工程推进力度。其次要持续做大当代文化增量，让具有江苏

风格江苏气派的当代文艺作品源源不断涌现。进一步加强原创能力建设，继续组织实施“五个一工程”“舞台艺术精品工

程”“五星工程”等，鼓励创造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数字文化产品。培育和塑造一批具有鲜明

中国文化特色、江苏文化风格的原创 IP，加强 IP开发和转化。充分运用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表演、网络视频、

数字艺术、创意设计等形态，打造更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数字文化品牌。以优质数字文化产品引领文化消费，不断推出满足用户

多样化与个性化需求的产品与服务，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构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 

围绕文化数字化技术创新需求，集聚科技、文化、教育等部门及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骨干文化企

业等创新资源，加快文化数字化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研发，集成同文化生产适配的各类应用工具和软件，推动跨行业、跨部门、

跨地域文化数字化成果转化。支持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在文化领域的集成应用和创新。构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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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领域数据开发应用场景，建设可信数据流通环境，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动文化大数据采集、存储、加工、分析和服务等环节

产品的开发，打造文化数据产品和服务体系。鼓励开展线上直播、开发有声产品等服务新方式，发展基于知识传播、经验分享的

文化数字化创新业态。支持文化单位升级信息系统，汇聚文化数据信息，推动全流程数据采集，形成完整贯通的数据链，引导和

规范公共数据资源开放流动，打通传输应用堵点，提升数据流通共享商用水平，凝心聚力共建数据汇聚平台。加强文化大数据分

析运用，促进供需匹配和精准对接。鼓励各类电子商务平台开发文化服务功能和产品，支持互联网企业依法打造数字精品内容创

作和新兴数字文化资源传播平台，培育一批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文化平台企业。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与文化文物单位、旅游景

区、度假区深度合作，探索流量转化、体验付费、服务运营等新模式。 

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加强数字文化企业与互联网旅游企业对接合作，促进文化创意向旅游领域延伸。推进数字文化产

业与先进制造业、智慧农业融合发展，与金融、物流、教育、体育、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发展品牌授权，提升制造

业和服务业的文化价值和品牌价值。促进数字文化与社交电商、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在线新经济结合，发展旅游直播、旅游带货

等线上内容生产新模式。推动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公共文化场馆的应用，丰富公共文化空间的体验形式和内容。强化江苏传统

文化对旅游的内容支撑、创意提升和价值挖掘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深入研究如何通过文化数字化，向观众和游客全面展

示长江文化、大运河（江苏段）文化最重要的真实文物遗迹。在充分利用江苏省美术馆馆藏资源自主策划经典展览的基础上，改

变传统的展陈样式，运用数字化技术在线上推出能够在全国美术界有影响的品牌展览，使其成为江苏乃至国家的重要文化标志，

成为外国游客欣赏观摩中国经典艺术品的“诗和远方”。 

培育文化数字化市场主体。 

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激励，培育一批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数字文化龙头企业，引导互联网及其他领域骨干企业布局数字文

化产业。鼓励省大运河发展基金、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文化旅游发展基金、江苏省艺术基金等重点向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的数字文化产业项目倾斜，扶持中小微数字文化企业成长，培育一批细分领域的“瞪羚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积极发挥文化

创意产业园区、创客空间等产业孵化平台和龙头企业在模式创新和融合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生产协作、开放平台、共享

资源等方式，带动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良性协同发展。支持文化企业加大对数字技术应用的研发投入力度，鼓励文化企业自主或联

合建立技术中心、设计中心等机构，推动产品服务和业务流程改造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