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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阅读”“云视听”“云赏

乐”“云展览”“云旅游”“云演

出”……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

的深度融合，给人们带来不少

新体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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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意见》，提出发展数字化文化消

费新场景，大力发展线上线下

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

字化文化新体验。专家认为，

“数字+文化”的发展新模式，将

进一步增强中国公共文化数字

内容的供给能力，提升中国公

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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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农机”收麦忙
无人驾驶的智能收割机搭载着“智慧大脑”——农业

用北斗终端及辅助驾驶系统，收割机可以利用卫星提供的
高精度定位信息，实现自动行进、实时监测的精准作业。
相比普通联合收割机，无人收割机的速度提升了20%。

图为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刘桥镇蒋一村新型合作农
场麦田里，无人驾驶的智能收割机 （前） 和有人驾驶收割
机一起进行麦收作业。

许丛军摄（人民视觉） 在位于江西省九江市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的中国电信中部云计算大数据中心机
房内，IDC（互联网数据中心）机房巡检工程师检查服务器运行情况。

张海岩摄（人民图片）

解锁新场景

在 VR 艺术会客厅里，可以选择从指挥
家、演奏者、观众等不同视角观赏音乐
会；通过虚拟场景，与诗人李白“对饮”；
新媒体技术与现代展陈艺术结合，打造可
观看、可互动、可交易的多元艺术空间……
5 月 25 日至 29 日举行的首届江西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上，一系列数字化技术让文化
产业焕发新魅力，彰显出文化新业态的蓬
勃生机。

在旅游方面，越来越多景区开始发展
VR 全景虚拟游，依托网络平台的定制化旅
游产品和服务逐渐普及。例如，故宫博物院
推出“VR 故宫”“全景故宫”和“云游故
宫”等，敦煌研究院利用数字资源推出“数
字敦煌”和“云游敦煌”等线上产品。

目前，场景式文化需求旺盛，“体验”
成为文旅消费关键词。例如，集合了AR导
航、360 度视觉效果等功能于一身的 APP

“一部手机游云南”，将线上游览与线下游览
结合起来，推出不少精品线路，其中包括历
史文化主题体验线路、动漫主题扎染国潮服
装等。

5G融合应用是促进文化产业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引擎。例如，中国
电信持续探索5G全场景应用，赋能文旅融合
创新发展，推出“5G+慢直播”“5G+云旅
游”“5G+智慧景区”“5G+云展厅”“5G+智
慧博物馆”等文旅信息化项目。

“文化产业借助新技术推出新产品、发展
新业态，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北京大学中
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从传播角度看，传统文
化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为扩展其传
播范围、提升传播触达率提供了新路径和新
方式。

催生新业态

自由选择观看角度、全方位感受宏大场
面、近距离观赏优雅舞蹈……近日，广州芭
蕾舞团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上线广州大
剧院“云剧院”平台，为观众提供了多元而
细腻的观看体验。据了解，广州大剧院携手
华为打造“5G 智慧剧院”，利用“5G+云+
AI”等科技手段赋能传统舞台艺术，使传统
舞台艺术拥抱“云演艺”，让观众足不出户享
受沉浸式体验。

防疫期间，不少文化场馆以数字化手段

丰富展览形式，提供安全便捷的在线文化大
餐，让公众在“云端”畅享文化新体验。近
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筹全市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鼓励引导知名文化企业，联合
推出涵盖图书、音乐、舞蹈、戏剧、曲艺、
书法等领域的数字文化资源库。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
长杨永恒说，数字技术在内容建设、展示
方式、传播途径、交互手段等方面丰富了
用户的文化体验，使数字文化日益融入人
民群众生活并成为一种需要，而且越来越
多地呈现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
合的新特征。

数字化为文化相关企业的转型提供新动
能。据了解，浙江打造“浙影通”应用，使
影视创作企业感受到许多便利。在创作环
节，“剧本医生”通过 AI 识别和分析技术，
帮助企业诊断剧本；在拍摄服务环节，通过
打通数据帮助企业解决找演员、找资金等难
题，“云勘景”覆盖浙江各大影视基地，为剧
组提供360度线上勘景服务。

业内人士指出，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将
促进文化科技不断深度融合，科技渗透到制
作、展示、传播和消费各环节，催生文化产
业的新产品新服务，从而更好地激发并满足
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拉动新消费

近年来，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数字化文化
新体验、新场景持续增加。根据中国版权协

会今年5月公布的数据，2021年中国数字文
化 产 业 规 模 已 达 7841.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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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意见》，提出到“十四五”末，基本建成文化
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
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
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
家文化大数据体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和信息化法治战
略与管理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任赵精武
说，文化数字化拓宽了文化产业市场空间
与消费场景，但保障市场秩序、维护公平
竞争也很重要。既要及时填补数字化进程
可能带来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空隙，也要
平衡好权利保障与促进产业创新动能之间
的关系。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祁述裕
认为，随着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的实施，以
下几方面将成为产业发展的着力点：

一是依托“新基建”，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如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服务和应
用体系，将有力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
化和利用。二是探索5G、云计算、大数据等数
字基础设施与文化产业的商业应用场景。三
是加速传统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四是加
大文创领域新设备、新材料的研发应用。如运
用全息投影、投影映射、多媒体设备，打造定制
化、沉浸式游览体验。“数字化带来的技术便利
和手段升级，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内容生产
的优化精进、创造创新上。”祁述裕说。

上图：河北省邯郸市北科自然博物馆的
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直播平台带网友“云”游自
然博物馆。 郝群英摄（人民图片）

下图：安徽省亳州市梆剧团开展“‘云上’
送戏进万家”活动，借助直播平台、组织演员到
景区演唱戏剧精彩片段进行录播。图为在亳
州市花戏楼景区，梆剧团的演员拍摄经典地方
戏曲视频。 张延林摄（人民图片）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点开手机小程序，一眼就能找到
人最少的核酸检测点，终于不用担心
大排长队了！”通过核酸检测点人员密
集度查询小程序，家住深圳市龙华区
的李先生可以清楚地看到区内各个核
酸点的人流情况，不同颜色分别代表
着“畅通”“忙碌”“拥堵”和“休
息”四种状态。在家就能掌握核酸检
测点人流量情况，避开高峰。

大数据赋能，跑出了数字化防疫
加速度。在深圳北站进站口，旅客只
要将身份证在“健康防疫核验平台一
体机”上进行扫描，粤康码、核酸检
测和疫苗接种情况很快显示在电脑屏
幕上，旅客顺利通过检验，整个过程
仅需3秒。

大数据技术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仅通信大数据
行程卡这一项服务，用户查询次数累
计就达到556亿次以上，成为人人出行
的“标配”和各地防控疫情的重要支
撑。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协同办公
等的迅速发展，更是凸显了大数据产
业在促进经济复苏、保障社会运行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大数据
产业蓬勃发展，自身规模越来越庞
大，2020年产业规模就超过1万亿元，
2021年产业规模突破1.3万亿元。

“数据被认为是数字经济最核心的
生产要素。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对其
他产业有很强的辐射带动效应。”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
所副所长魏凯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目前，各行各业都在加速数字化转
型，对数据要素的开发和利用，已成
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数据中心加速建设

来到中国联通贵安云数据中心，一
排排机柜排列有序，机房里的“数据大
脑”稳定运行。中国联通贵州省分公司
副总经理俞军方介绍，今年他们将投资
近15亿元，启动项目二期建设，数据中
心的机架将从目前的3000个扩容到近1

万个。
今年2月，“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

面启动，贵州是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之
一，贵安新区成为重点打造的10个国家
数据中心集群之一。作为贵州省发展
大数据产业的主战场，贵阳市及贵安新
区聚焦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一硬一软”两类产业，加快培育数
据中心、智能制造、数据应用三大千亿
级产业集群。

近日，重庆两江云计算数据中心
（二期） 项目机电安装总承包工程开
工，项目建成后将为移动互联网、金
融、制造业等行业提供优质计算基础
设施服务，为推动两江新区及重庆大
数据产业集聚按下快进键。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正在成为一
种新的生产力，为千行百业的数字化
转型提供基础动力。数据中心是算力
的物理承载，是数字化发展的关键基
础设施。记者注意到，“东数西算”工
程的实施，为数据中心协同、一体化

发展指明了方向，推动数据中心产业
布局不断优化。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据
中心白皮书（2022 年）》显示，中国数据
中心产业正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
全面演进。市场方面，多样化的算力需
求不断涌现，为通用、智算、超算及边缘
等不同类型和形态的数据中心发展提
供了有效的市场牵引，推动中国数据中
心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技术方面，储
能、蓄冷、高密度、算力网络、智能运维、
超融合架构等技术的创新，加速推动数
据中心向大型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
发展。

注重隐私和安全

“十四五”时期，中国进入由工业
经济向数字经济大踏步迈进的关键时
期，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成为大势所
趋，各地都将培育大数据产业作为发
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抓手，提前布局产
业链。

工信部发布的《“十四五”大数据产
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中国大数
据产业测算规模突破3万亿元，年均复
合增长率保持25%左右，创新力强、附加
值高、自主可控的现代化大数据产业体
系基本形成。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认为，数
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
采集数据、机器视觉生成数据、管理
信息化等，均为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
素。从基于经验的决策到基于数据+算
法的决策，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本
模式。

“要注重保护隐私和数据安全。”
魏凯认为，大数据产业的更大发展空
间，在于跨企业、跨主体数据的流通
和融合，在于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
置，这为新兴的数据技术发展开辟了
新空间。

为文化产业插上数字化翅膀为文化产业插上数字化翅膀
海外网 李雪钦

大数据应用广发展快
本报记者 叶 子

大数据应用广发展快
本报记者 叶 子

近日召开的2022年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上，工业和信息化

部部长肖亚庆指出，近

年来，中国推动大数据

产业发展取得明显成

效，产业规模快速增长，

“十三五”时期，中国大

数据产业年均复合增长

率超过 30%，2021 年产

业规模突破1.3万亿元，

大数据产业链初步形

成，一批龙头企业快速

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