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本版编辑：明 慧 Email：crdzbs@163.com 热线：(010)63691674 00332022.08.28 星期日 专题TopicTopic

声 音

相关报道

北京文化产业新业态发展动力强劲
本 报 讯 记 者 明 慧 报 道

由北京市文资中心组织编撰的

《北 京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白 皮 书

（2022）》（以下简称《白皮书》）近

日发布。《白皮书》提出，2021年，

北京文化产业持续复苏，科技赋

能文化产业发展，新业态发展动

力强劲，文化与旅游、体育、商业、

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度融合，产业

发展整体向好而行、向新而生、向

深而为。

传统业态加速拥抱“云端”。

《白皮书》显示，疫情影响下，传统

文化业态从“倒逼上云”转为主动

求新求变，演出机构、文化文物单

位与新媒体平台、数字文化企业

的合作互动成为常态，推出更多

优质的“云端”产品和服务。国家

京剧院和中国移动咪咕公司联合

升级《龙凤呈祥》演播模式，借助

“5G+4K”等技术多视角、多机位

呈现舞台画面，加入“云导赏”“云

解说”等幕后花絮环节，创新“云

打赏”“云包厢”等多种实时交互

模式，增强观众参与感和互动

感。国家大剧院在快手App上的

直播和短视频播放总量逾9亿，并

推出四季系列音乐会，打造“直

播+互动+杜比剧场音效”视听盛

宴。故宫博物院与腾讯携手打造

“数字故宫”小程序2.0升级版本，

引入“智慧开放”的概念，给人们

带来舒适的“线上+线下”融合游

览体验。

电竞产业发展全面提速。《白

皮书》提到，北京以电竞赛事为核

心，完善产业生态，推动全球电竞

产业优质资源在北京落地转化。

“电竞北京2021”以王者荣耀世界

冠军杯总决赛等头部赛事为引擎，

带动全民赛、行业赛、校园赛等大

众赛事，打造了周期覆盖全年的多

层次电竞赛事体系。电竞版图向

虚拟体育和新兴业态延伸，成功举

办了2021年VR电子竞技国际大

赛、Spark火花锦标赛。

“元宇宙”孕育业态新模式。

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北

京游戏动漫、文旅文博等领域积

极探索“元宇宙”应用场景，推动

业态的虚拟化、沉浸式、数字化发

展。百度上线元宇宙产品“希

壤”并首次于元宇宙中举办大型

会议——百度Create2021（百度

AI开发者大会），产品设计和互动

体验中融入了诸多中国山水、历

史等文化元素。北京首钢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与红色地标公司、

华为河图合作，采用数字空间多

维搭建等方式，将首钢园工业遗

存与科幻场景叠加，打造过去、

现在与未来融合的元宇宙体验

场景。

互联网平台传播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白皮书》指出，各新媒体

平台通过视听节目、网络直播、电

商等形式，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出圈出

新。爱奇艺《登场了！洛阳》节目

以古迹名胜和古洛阳出土文物等

为依托，带领观众零距离观摩文

物，沉浸式探索历史。濒危非遗

在新媒体重获关注，各地非遗成

为新的城市名片。2021年非遗

内容成为抖音平台新热点，相关

视频数量同比增长149%，累计播

放量同比增长83%，在1557个国

家级非遗项目中，抖音覆盖率已

经达99.4%。

沉浸式业态不断推陈出新。

《白皮书》认为，通过场景打造、技

术升级、内容创新等方式，多个传

统行业实现与沉浸式业态的深

度融合。展馆展览方面，故宫博

物院推出“张灯结彩——故宫博

物院藏宫廷灯具珍品展”，以沉

浸式的戏剧表演和前沿的光影

科技打造全新的展览形式；歌华

文化与玉渊潭公园联合主办

2021 北京国际光影艺术季“万

物共生-蔚蓝”户外光影艺术沉

浸式体验展。文艺创作方面，开

心麻花的沉浸式戏剧《偷心晚

宴》根据剧情变化设置互动情景，

让观众自觉代入剧情角色；繁星

戏剧村推出“后浸没式”演出《画

皮2677》，探索“玩”在剧中的沉浸

式观演模式。

“ 很 高 兴 见 到 你 ”

□ 明 慧

文化数字化带给人们越来越多美

好的体验。故宫博物院的“云游故宫”

让您足不出户便可欣赏到数字文物库

中83,005件艺术珍品，王希孟《千里江

山图》的每个细节会让您从心底升起无

数个“赞”；中国美术馆App全方位展示

国内外艺术大师的精品力作，现实主

义、印象派、野兽派、新艺术、抽象派等流

派作品引发您“瞳孔地震”；《三星堆奇幻

之旅》制作了古蜀王国的奇幻场景，让您

沉浸式体验探索考古现场，近距离观赏

文物细节之美；云端大合唱让您一展歌

喉、放飞自我；近日入职国博的首个虚

拟数智人“艾雯雯”则以丰富的知识储

备和互动技能吸引您的目光……

很高兴见到这些曾经因为种种限

制只出现在想象中的画面。当文化遇

到 科 技 ，便 碰 撞 出 无 数 绚 丽 的“ 火

花”。这无数的“火花”已成为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效途径和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2021 年，我

国数字经济总规模超过45万亿元。其

中，数字文化产业作为数字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发展迅猛。

已知的世界已很精彩，未知的世界

更令人期待。在近日举行的“央博”数

字平台建设启动仪式上，有这样一个声

音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在这里，您将

拥有自己的数字化身；在这里，数字世

界的展览永不闭幕；艺术家可以在3D

空间创建自己的个人展览，展示最新的

作品；收藏家可以在这里创建自己的数

字市集、炫藏品、结新交……

相信离那一天的到来也不会太

久。随着数字化时代来临并日益发

展，我国文化传播的方式方法将更加

多元。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深入到社

会的各个层面，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而这也是国家发展文

化产业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文化产

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

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

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

因此，从《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

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从文化的资

源、生产、传播、消费实现全面数字化，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产业促进法

（草案送审稿）》提出推动文化资源数

字化分类采集、梳理文化遗产数据、标

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从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提出推进公共文化数字化建

设和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到《文

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部署互联网、超高

清、VR/AR、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创新应

用；从《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

战略的意见》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

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

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到《关于推进对外

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积

极培育数字电影、数字动漫、数字出

版、线上演播、电子竞技等领域出口竞

争优势……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

为文化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注入了

不竭的动力和活力。

用数字化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

保护、传承与传播，使整个中华文化全

景得以呈现。通过努力让中华文明数

字化成果全民共享，随处可见，不仅是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

也是文化强国的必经之路。同时，用

数字化的方式创造着我们向往的生

活，用完全不同于传统模式的文化内

容刷新着大众的认知，用一种令人惊

叹的方式促进文化内容的繁荣兴盛，

我们都乐见其成并期待早日相见。

□ 本报记者 明 慧

“很高兴见到你。云游敦煌，从这

里开始。”打开“云游敦煌”小程序，入眼

便是这句亲切的问候。点开下方的“探

索”，你就可以选择以视频、艺术形式、

朝代、颜色、全景洞窟等任何一种形式

欣赏敦煌壁画。此外，想要了解敦煌，

你还可以去“数字敦煌资源库平台”上，

经典洞窟的高清图像令人陶醉，全景漫

游的方式让您大呼“过瘾”。

以前需要飞越茫茫戈壁、踏过漫漫

黄沙才能看到的艺术珍品，如今，动动

手指就可与之“亲密接触”。自20世纪

90年代开始，敦煌开始数字化探索，为

莫高窟的保护与传承开辟了全新路

径。数字技术更让敦煌文物走出洞窟，

跨出国门。

不只敦煌，近年来，长城、三星堆、

故宫等文博界“大咖”纷纷牵手高科技，

古老文明在前沿科技助力下跨越千年

与人们相见。而这些只是我国文化数

字化的一个缩影。随着数字时代的到

来，特别是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线

上看演出、听音乐会，“云端”看展、“云

游”远方，探索元宇宙的奥秘……都不

再是新鲜事。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主任、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副会长

陈少峰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文

化数字化可以一方面把传统文化产业

变成文化数字化的提升，进入新业态；

另一方面将传统产业与文创化、数字化

融合，形成文化数字化或者是数字文化

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通过数

字化与文旅产业的结合，可以实现沉浸

式和交互式的旅游体验。

“云文化经济”营收可观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增

长，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

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日前发布《数字

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数

字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引领全

球数字经济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其中，

我国数字文化体系加快建设，涌现出更

多高质量、特色化数字文化产品，线上

线下文化传播体系更加完备高效，社会

文化生活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数字文

化消费市场空前活跃，推动我国特色文

化传播力、影响力、生命力更加强大。

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数字

文化消费逆势兴起，云演出、云会展、云

观影等一批“云文化经济”形态快速涌

现，数字影视、线上社交、电子竞技、直

播购物等细分领域增长迅速，成为驱动

我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重要动力。

2021年，我国数字出版、互联网文化娱

乐平台等数字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

显的 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

39,623亿元，比上年增长18.9%，两年

平均增长20.5%，高于文化企业平均水

平11.6个百分点，占文化企业营业收

入比重的1/3。数字文化IP与实体产

业或场景加速融合，激活新消费潜力。

数字文化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政策

的支持和引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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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

数字创意、网络视听、数字出版、数字娱

乐、线上演播等产业。”

中办、国办今年5月印发的《关于

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

要求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在文化

数据采集、加工、交易、分发、呈现等领

域，培育一批新型文化企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加快文化产

业和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积极发展演

播、数字艺术、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

举办数字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活动，促

进在线演出市场发展，鼓励上网服务场

所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支持数字文化企

业参与传统文化和旅游业态改造提升。

沉浸式旅游没有“冬天”

“我把文化产业看成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传统文化产业，第二阶段是偏

向平台型的互联网文化产业，第三阶段

是文化与数字技术融合型产业。第三

阶段是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文化和数字

技术的融合不深，有点像之前卖场或者

百货商店搬到互联网上。”陈少峰说。

在陈少峰看来，沉浸式交互式有两

种体验方式，即人文类和技术类。文化

产业第三个阶段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

人文的沉浸式体验和技术的沉浸式体

验结合在一起。特点之二是线上线下

的融合。特点之三是线上线下一体

化。如，以户外为主的旅游变成沉浸式

体验，在一年365天中都可进行。因此

说，沉浸式旅游没有“冬天”。

“旅游行业因文化和科技的融合而

改变，相应的产业结构也会改变。原来

观光式旅游跟文化多数是分开的，但如

果变成室内的体验旅游，文化就成了旅

游的核心。因为在室内，数字技术就会

表现得更淋漓尽致。”陈少峰对记者说，

“目前，数字文化最核心的不是数字产

品，而是把传统的各种艺术创作、包括

虚拟人的网红都搬到互联网平台上。

如果到了6G环境下，全息、VR等数字

技术就会形成很大的产业规模。”

陈少峰认为，数字文化产业今后有

三个重点发展方向：一是文旅融合和数

字融合，改变了线下的旅游和线下的文

化体验。二是互联网文化产业的内容

比以前多。因为除了互联网文化产业，

还有很多虚拟产业，接下来可能还有文

创电商等。三是线上线下一体化。可

以派生出IP、衍生品等，最主要的是线

下体验可以复制，形成一定的营业规

模，可以增加上市公司的概率。未来

10年，大概有1000家左右的企业在主

板上市，这其中，就有文化科技、文旅、

数字艺术类企业。

跨界融合寻找新业态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会长、国家文

物局原局长刘玉珠表示，我国拥有76.7

万处不可移动文物、56处世界遗产、

1.08亿件可移动文物，数量巨大的民间

文物、散落海外的流失文物，共同构成

有待深度挖掘和利用的中华文化遗

产。让文化“活”起来，离不开数字技术

的强大助力。

由此可见，文化数字化未来发展空

间巨大。但当前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

决。“一是文化跟科技的融合不够深

入。如，现在做剧本杀的就做剧本杀，

做数字体验就做数字体验，数字和文化

分离就会造成收入单一，只靠门票收入

就会有问题。我研究了中国的景区和

主题公园，他们的人均收入只有迪斯尼

的1/10。二是没有商业模式。如，智

慧旅游没有给旅游带来高收入就是因

为没有商业模式，无法有很大发展。三

是目前做文化数字化的企业大多缺乏

实力，或者有实力的公司不做，或者做

的公司没实力。有很多企业把自己放

在乙方的位置，造成乙方依赖甲方。”

陈少峰对记者介绍说，他提出的这个方

式叫“联合甲方”，即各方都要积极参

与，包括数字技术、文化产业、公共服务

等，所有参与者都可以从中受益，但取

决于能否进行跨界的融合与合作。没

有融合就无法进入新业态，不同他人合

作也很难独立完成。参与者必须要改

变原有的想法、理念、做法、业态甚至是

商业模式。“联合甲方”是未来最有前途

的合作模式。该模式跳出传统的甲方

乙方的关系，IP、文创、电商联合做垂直

开发，通过跨界融合，来寻找新业态的

商业模式。

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安来顺:

线上线下文旅资源在融合中实现优势互补

疫情防控期间，文化和旅游数

字化发展的成果得以集中体现，并

受到大众认可。我们应进一步梳

理和总结数字文旅的受众群体、内

容偏好等，以探索创新发展路径。

同时，思考线上线下文旅资源的关

系。如，实体博物馆可以让大众与

文化遗产面对面交流，数字博物馆

可以为大众打开文化体验新渠道、

带来新感受。从长远来看，线上线

下文旅资源将在融合中实现优势

互补，释放巨大潜力。

国家京剧院副院长袁慧琴: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要积极发展数字文艺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包括京剧艺术在内的传统艺术

要稳固剧场演艺，更要积极发展

数字文艺。应积极推动传统艺

术时尚化，以符合时代审美的方

式，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

活态、立体展现传统文化；推动

舞台艺术影像化，充分运用影像

思维和数字技术，实现“虚实相

生”的中国韵味、中国气派；推动

“互联网+”思维下的高效能传

播，以轻松快捷、碎片化的传播

方式，让受众足不出户就可以感

受艺术魅力。

中国广电董事长宋起柱：

夯实广电算力“底座”服务文化数字化战略
当前，科技和文化深度融合，

算力网络成为推动文化数字化发

展的关键基础条件。中国广电将

认真落实《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

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依托现有

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广电5G网络

和互联互通平台，形成国家文化

专网，夯实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

建设具备云计算能力和超算能力

的文化计算体系，布局区域性集

群式智能计算中心，构建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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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网强基，

“5G+有线”双轮驱动，加快建设

新型广电网；二是以算融媒，加快

算力基础设施升级，夯实国家文

化数字化底座；三是以媒促算，实

施文宣领域算力应用创新，培育

算力服务新业态。

改革纵横谈

特别报道

当文化遇到科技：古老文明跨越千年相见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少峰认为，

文化数字化引领传统文化产业进入新业态，参与者通过跨界融合寻找新商业模式

历经一年多的更新改造，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日前正式对外开放。新馆增加2000多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分为序厅、人文

之城、创新之城和生态之城4个主题展厅，通过引入VR、AR、全息影像以及5D数字化城市沙盘等科技手段，为参观者提供沉浸

式互动参观体验。图为参观者观看展示馆的“上海印象”城市画卷环形巨幕。 新华社记者 方 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