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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标注：文化数字化的战略支点

【要报要点】数据和算力、算法是人工智能三个基础要素。文

化数字化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文化数据具有特殊战略价值，应

加倍重视。本期要报建议，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应

立足文化资源及文化数字化工作基础，完善文化资源数据治理

体系。在文化行业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过程中，聚焦数

据标注这一关键节点，取得文化数据资源竞争优势。

以大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数字化发展水平的

重要标志，是数字化竞争的制高点。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许

多应用领域从辅助走向主导，文化数字化的人工智能时代也正

在到来。8 月 28 日，国家文化大数据标识基地等二十多家相关

机构，在北京召开文化大模型评测工作座谈会，就文化大模型

如何赋能文化数字化建设进行深入研讨。在发展数字经济、建

设数字中国和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建成文化强国背

景下，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数据资源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一、文化数据是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资源

（一）文化数据是文化生产要素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占有数据就是取得生产资料

支配权。数据和算力、算法是人工智能的三个基础要素，数据

集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人工智能训练水平。据专业统计，全球网

站56%是英文，只有1.5%是中文。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2021

年就推出模型“悟道 2.0”，算法可能比 GPT-4 更复杂，但功

能和影响力难以比拟，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足够多的高质量

数据。我国人工智能时代文化生产的数据资源基础，总量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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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现状不容乐观。

（二）文化数据具有意识形态属性

通用大模型和行业大模型只是模拟人类思维和价值观进

行人机对话，其所有文化知识和文化艺术作品生成能力都源于

训练语料中的文化数据，是数据库经过人为标记后强化学习的

结果，实质上还是人类的思维和价值观。文化数据不同于公共

数据、商业数据、企业数据、社交媒体数据，还蕴含丰富的人

文情感、精神思想、主体意志等文化基因，以及叠加以后构成

数字空间的集体意识、社群观念、公序良俗，乃至政治立场、

民族认同、价值取向，具有天然的意识形态属性。虚实交织，

关系到文化自信、文化安全的根基。

（三）文化数据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数据化的文化资源，具有相对稀缺性。有研究认为，没有

任何一项技术比今天的人工智能更依赖大规模高质量数据，

“未来一个模型的好坏，20%由算法决定，80%由数据质量决

定。” 从现实世界到虚拟世界，衍生出数字疆域及其主权和

管治权，更是完全基于数据而存在。文化数据就是文化竞争乃

至文化战争的战略资源。 在中、美、欧盟三大经济体人工智

能国际竞赛中，管好用好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存量资源和文化

创造过程中文化数据增量资源，建立起以中文为核心的数据要

素战略壁垒，是必然的战略选择。

二、数据标注是文化数字化战略支点

如果进行战略对标，美国人工智能已经在算力、算法、数

据上取得先发优势。从行业应用角度，中美两国都处在发展初

期。在文化领域，我国全面赶超，首先应该聚焦关键节点——

抢占文化数据资源支配权。

（一）数据标注作为战略支点的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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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标注，是基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需要，对文本、图

像、音频、视频等原始数据添加标签的过程。标注后的数据成

为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可以根据不同的训练任务创建为不同

类型的训练数据集。目前衡量大模型训练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就是训练数据集的数量和质量。OpenAI 的 GPT3 就是以 45TB 的

数据数量领先。关于数据质量，涉及特殊领域专业知识，涉及

的文本、图像、音频、视频，都需要经过数据标注，大模型才

能“读懂学会”。OpenAI 训练 GPT 的语料雇佣了大量肯尼亚劳

工进行数据标注。百度的智能驾驶，就有数千人从事交通信息

数据标注。文化数据标注的专业知识要求，背后是高昂的人力

成本，极大限制了文化行业大模型研发。伦敦大学的一个人工

智能研究团队做爵士乐音符数据标注，因为招募职业音乐家成

本太高，只能限于小规模学术性研究，这是这一领域全球性普

遍存在问题。我国不同，大量文化机构从业人员及高等教育持

续不断输出文化专业人才，具有得天独厚的人资资源优势，完

全可以支撑文化行业大模型训练所需海量高质量文化数据标

注。2020 年，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中增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这一

新职业，其中包含的两个工种之一就是数据标注员。因此，建

立大规模高水平文化资源数据标注工作体系，并在文化行业应

用大模型国际竞争中取得领先，不仅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二）完善的文化数据治理体系是重要的制度保障

关于数据治理，国家层面政策法规陆续出台，从“四梁八

柱”到重点领域，治理体系持续完善。国家数据局近期组建，

“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

利用”，数据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有了组织保障。关于文化数

据，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布局中，以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

系为核心进行了全链条顶层设计。随着去年年底人工智能突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8%81%8C%E4%B8%9A/9019547?fromModule=lemma_inlink


4

爆发，文化数据的战略价值又提升到新的高度。不同于商业等

其他行业数据，文化数据更多集中于公共文化机构，缺少投资

驱动力和盈利吸引力，需要行政力量主导、社会力量参与、文

化机构主动作为。长期看，更迫切需要市场参与，形成有为政

府与有效市场协同能力。应对这一重大变化，目前还只有企业

数据治理反应比较敏捷。国家战略层面上，急需更新理念，尽

快采取针对性治理措施，完善面向人工智能的文化数据治理体

系。

采用情况: 本文于 2023 年 10 月被《文化和旅游智库报》采用

供稿单位：山东省艺术研究院（文化和旅游行业智库建设试点

单位）、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科技赋能

艺术生产与演出、演播研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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