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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文化科技融合 释放数字文化消费活力

【要报要点】【要报要点】【要报要点】【要报要点】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数字文化新业态和消费

新模式正在成为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共同命题。扩大数字文化消费

和提升文化产业发展质量，也成为新基建和文化产业结合的着力

点。为进一步推进文化科技融合，释放数字文化消费活力，建议从

技术创新及业态创新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加强产学研交流和资源对

接、在都市圈建立示范区等方面予以支持。

2020 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受此

影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消费转型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在工

业化、城市化叠加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深度发展的背景下，

文化消费领域尤其是基于文化新业态的新型文化消费，即数字

文化的消费数量增长和规模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对引领我国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质增效、促进消费升级，加快形成我国经

济“双循环”新格局，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数字文化构建文化消费“韧性”的四大特点

1、从线下到线上，重新定义文化消费新常态。疫情期间，

大众对于线下文化娱乐服务的需求线上化，倒逼线下供给侧转

型，推动逆向 O2O（Offline to Online）发展，多元扩充线上

数字化的文化供给品类。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势必会

促进线上文化消费习惯的培育，加速数字文化产业积累的巨大

势能向消费新动能转化，带来文化消费结构的改变。

2、从“有趣”到“有用”，数字文化消费价值升级。随着

用户内容消费需求升级，在传统的休闲娱乐之外，知识技能分

享、信息资讯传播、文化传承和创新等“价值向”内容成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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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同时也推动内容精品化和专业化发展。调研数据显示，

从 2018 年到 2019 年短视频用户对于“知识性”和“实用性”

的需求明显上升。

3、从信息流、商品流到服务流，数字内容平台拓展泛产

业的新消费场景。以“短视频+直播”为代表的“内容+”泛产

业跨界融合，重构交易通路，包括商品交易或本地生活服务等，

推动跨产业协同，线上线下共创消费新增量。

4、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

推动数字文化消费扩容提质。除了加速“云上文化”传播模式

的创新，在实体文化产业的生产链条中，也正在呈现出通过“上

云用数赋智”的数字化转型趋势。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

通过服务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推动数字文化消费升级发展。

二、文化科技融合成为数字文化消费的新机遇

数字文化产业一直以来是先进技术应用落地、智能设备普

及和内容创新的重要场景。新基建下的文化科技融合，不仅能

够推动数字文化产业迎来新的发展红利，也将成为进一步释放

文化消费潜力的驱动力。

1.随着 5G 网络带来的高带宽和低延时，将推进 VR/AR、高

清等技术更广泛的应用；超高清、沉浸式数字内容消费体验有

望加速。5G 也将加速云-网深化融合，以云技术破除消费场景

限制，云游戏在 5G 时代有望迎来融合爆发。同时人工智能技

术在辅助内容创作、提升内容制作效率、个性化体验和创新交

互形式等方面的应用也将逐步深化。

2.智能终端多样化发展拓宽内容消费场景。随着可穿戴设

备、智能家居、智能车载屏等智能终端的发展与普及，内容消

费走向场景智能化、泛在化的趋势，也将反向作用于内容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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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的创作形态“新物种”发展。

3.智能化生产力增强,内容消费供给端迎来大规模专业化

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在辅助内容创作、提升内容制作效率、个

性化体验和创新交互形式等方面的应用也将逐步深化。有望释

放中长尾业务创作者的创作效能，破解创作效率和质量的瓶

颈，改变既有内容创作格局。

三、推进文化科技融合，激活数字文化消费活力的建议

1.从技术创新层面，出台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专项战略规

划和指导性意见。举例而言，游戏引擎是游戏行业最重要的底

层技术之一，其在其他文化领域应用也具有广阔前景。目前市

场主流引擎为欧美开发，中国目前未有一款成熟的可供广泛使

用的游戏引擎。而在未来的云游戏内容竞争上，搭建在云上的

云游戏引擎可能补足中国游戏产业的生产短板，建议给予相关

企业适当的政策扶持和税收优惠，帮助行业实现底层技术升

级。

2.从业态创新层面，出台促进文化产业数字化的专项战略

规划和指导性意见。例如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推动文化

和旅游资源、旅游设施和设备等生产要素的数字化，拓展管理

与服务的智慧化应用；建设基于数字身份体系、数字消费体系、

数字诚信体系的文旅大数据中心，开发具备文化和旅游资源管

理、市场监督管理、产业运行分析及协同办公等功能的全域智

慧管理平台。再如鼓励文化企业积极挖掘、打造国家文化 IP，

探索新技术在传统文化保护与推广中的应用，推动文化和旅

游、出版、游戏、视频以及衍生品消费等诸多产业的跨界融合。

3.加大科技和文化融合的产学研交流平台建设，扶持壮大

产业龙头企业，进一步加强中国数字文化企业的文化科技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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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培育出一批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文化品牌。

4.可选择在数字文化消费较为领先的长三角等都市圈建

立数字文化产业一体化示范区，通过区域内政府部门和行业组

织的协调联动，形成数字文化助力文化新消费、经济新动能以

及区域新发展的示范样本，为其他地区发展提供先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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