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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丨全国政协委员万捷：

推动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纳入“新基建”
文 / 记者  胡俊

中国网北京 3 月 7 日讯（记者胡俊）“建议将国家

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纳入国家发改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工作，依托宣传文化系统海量的资源和内容，助力文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政

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向大会提交了《关于

进一步推动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纳入国家新基建的

提案》。

万捷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党和国家十分重

视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内

外诸多重要场合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要系统梳理传统

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2019 年 6 月，国务院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文化

产业发展工作情况时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资源数字化，

分类采集梳理文化遗产数据，标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

建设文化大数据服务体系，将中华文化元素和标识融入

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以及城乡规划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

2019 年 8 月，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

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广播电视总局共同研究制定了

《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明确提

出了“加快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任务要求。中央

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印发了

《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对

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作出了部署。

“各省也在文化大数据建设方面积极响应，但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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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础设施上还存在较大不足，还存在几方面的问题”

万捷认为，文化产业行业分割格局依旧，公共资源开放

不充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不同步是当前文化大

数据建设方面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

万捷认为，在行政管理上文化被划分为文化旅游、

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三个部分，文化资源共享存在行政

壁垒，导致生产机构和用户始终不能在一个平台上检索

和获取所有的国家文化资源。各公共文化机构、科研机

构的馆藏文物、收藏资源、保管成果都是国家公共资源，

公共资源开放不充分。

“我国文化资源大多数集中在公共文化机构，属于

文化事业。但是，文物数字化或馆藏资源的数字化是一

个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生产过程”万捷表示，同时这也是

一个长期的连续的工作过程，事业经费难以为继，必须

走产业化道路才能可持续推进。

为此，万捷提出三方面建议：

一是推动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国家文化大数

据体系建设纳入国家发改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依

托宣传文化系统海量的资源和内容，助力文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我国文化遗产收藏于各类文化机构或由文化

机构管理。如果在文化生产部门部署建设国家文化专网，

联通文化机构的数据和产品，打造文化物联网，不但直

接推动文化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让博物馆等公共文

化机构实现展陈现代化，而且还把分散的藏品数据通过

文化专网链接起来，面向社会开放，让文化遗产“活起

来”。

二是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文化消费新场景。文化

重在体验，文化体验是文化消费的新模式。伴随着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消费呈现线上线下一体化

发展趋势。新的技术条件下，文化体验方式丰富多彩。

比如，可以以旅游景区、游乐园、城市广场等为目标，

建设空间在 4000 平米左右的文化体验园（馆），对接

文化物联网，将地域文化、红色文化从博物馆和纪念馆

“活化”到文化体验园（馆），搭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的桥梁。

三是加快文化重点行业技术改造。近年来，我国文

化产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2019 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

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 19868 亿元，占

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总额的 22．9％。传统

文化行业和文化企业要适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

新技术发展，必须抢抓机遇，抓紧实施一批行业带动性

强的技术改造项目，建设数字化文化生产线。比如，图书、

期刊等出版单位应积极对接文化物联网，打造以编辑为

中心、以移动终端用户为目标对象的出版业数字化生产

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