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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化产业特色化发展的机遇及路径
——以天津为例

陈 滢

在《文化部关于推动数字

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数字文化产业被定义为“以文

化创意内容为核心，依托数字

技术进行创作、生产、传播和服

务，呈现技术更迭快、生产数字

化、传播网络化、消费个性化等

特点，有利于培育新供给、促进

新消费”。数字文化产业不仅包

括动漫产业、游戏产业、网络音

乐、网络文学、网络表演、网络

剧（节）目等新兴网络文化产品

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还包括演

艺娱乐、艺术品、文化旅游、文

化会展、艺术品、文物、非物质

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产业的数字

化转型升级 ；以及博物馆、图书

馆、美术馆、文化馆等文化场馆

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升。

一、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

机遇

（一）数字文化产业成为新

的经济增长点           

数字文化是数字技术对文

化的的改造与提升，它使传统文

摘  要 ：数字文化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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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数字化时代焕然一新。我国

数字文化产业更是方兴未艾，特

殊时期下文化与旅游部推出“在

线公共文化服务”“出行提示”

两项专题公共服务，为不能出门

旅游的人们提供在线观看全国博

物馆线上展览的机会，并可参观

国家博物馆 30 多个虚拟展厅 ；

多个网络视频平台的排名出现提

升 ；棋牌类、社交竞技类、小程

序等网络游戏百花齐放 ；多个经

典手游峰值日活跃用户数量均创

历史新高。人们逐渐适应了以数

字方式参与阅读学习，以网络模

式享受休闲娱乐时光。未来数字

文化产业也仍将持续发展，成为

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增长的新要素。

（二）数字文化创意产业成

为引领新消费的重要引擎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规划》将数字创意产

业与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新材

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

和节能环保等六大产业共同作为

要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提出要“形成文化引领、

技术先进、链条完整的数字创意

产业发展格局”。从政策层面加大

了对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持力

度，鼓励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文

化的转化和开发。未来将有更多

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智能互动场

景与传统文化图景相融合，开创

出全新的数字文化生态产业圈，

为用户提供更多更有趣的数字文

化体验的同时，让数字创意文化

产业成为引领新消费的重要引擎。

（三）我国数字文化用户规

模庞大

我 国 拥 有 庞 大 的 网 民 群

体，网民规模持续增长。截至

2021 年 12 月， 我 国 已 有 网 民

10.32 亿，手机网民 10.29 亿，其

中网络音乐用户 7.29 亿 ；网络

游戏用户 5.54 亿 ；网络视频用

户 9.75 亿，其中短视频用户 9.34 

亿，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7.03 

亿，可见大多数的网民除工作学

习外还会通过网络进行休闲娱乐

活动。庞大的用户群体带来网络

文化兴盛的同时也创造了巨大

的经济价值。据工信部公布的

数据，2021 年我国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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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56 亿元，增长 17.2%。

（四）数字阅读潜在用户规

模增加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人们更倾向于在闲暇时间

通过阅读来充实自己，缓解工

作生活的压力。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达到 5.02

亿，占全部网民的 48.6%。人们

对新知识的渴求也推动了数字阅

读产业快速发展，且数字阅读潜

在用户规模还在不断增加，青少

年更成为热衷阅读的主要群体。

青少年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

强，更愿意用知识丰富学识，也

更乐于为知识付费。此外，随着

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投入的

增加，数字阅读的儿童用户规模

也增长迅速。

（五）传统文化与现代数字

技术渐近融合

近年来，随着数字产业的

逐渐繁荣，传统文化与现代数字

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通过数字

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例子屡

见不鲜。如故宫与腾讯等数字平

台进行合作，建成网站“数字文

物库”“故宫多宝阁”“故宫名画

记”“全景故宫”，微信导览小程

序“玩转故宫”、微信游戏小程

序“口袋工匠”等。也有许多的

网络游戏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

如“奇迹暖暖”将清朝传统服饰

文化嵌入游戏环节 ；“王者荣耀”

将敦煌壁画、昆曲、越剧、京

剧、川剧等中国传统文化、戏曲

融入游戏人物设计。传统文化在

数字技术中得到了弘扬，数字文

化借助传统艺术深化了内涵。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

数字文化产业将延续向上的态

势，成为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趋

势。下面以天津为例，浅析紧抓

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进

数字文化产业特色化发展的路径。

二、天津数字文化产业发

展的优势

（一）文化历史悠久、资源

丰富

天津文化历史悠久、种类

丰富，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天津

书法有四大家、书画有八大家 ；

曲艺有天津时调、天津快板、相

声、京东大鼓、京韵大鼓等等，

被称为“曲艺之乡”；民间艺术

泥人张彩塑、杨柳青年画更是家

喻户晓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近

年来天津也一直致力于文化产业

的发展。截至 2021 年末，全市

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115 个，文化

馆 17 个，博物馆 69 个，公共图

书馆 20 个，街乡镇综合文化站

255 个，极大丰富人民群众业余

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为天津数字

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基本形成多元化文化

产业体系

经过多年的发展，天津的

文化产业体系逐渐健全，“已形

成了广播影视、出版发行、演艺

娱乐、文化创意和设计、文化旅

游、动漫游戏、文化会展、艺术

品交易等八大门类为主体的文化

创意产业体系和一批文化产业品

牌， 基 本 形 成 山、 海、 城、 乡

‘四带多点’的文化创意产业空

间布局”（《天津市智能文化创意

产业专项行动计划》）。目前天津

已建立多个文化产业园区，高新

区是我国首批国家级文化和科技

融合示范基地，文化产业发展处

于国内先进水平，国家动漫园公

共技术平台也已经达到了国内最

高端水平，2021 年全市规模以

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 1701.11 亿元。

（三）具备优越的数字网络

环境

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既需要

充足的文化积淀与丰富的文化品

类，更需要高速稳定的互联网络

作为支撑。天津的网络基础设施

覆盖率高，网络环境优越。2021

年末移动电话用户 1745.1 万户，

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584.5

万户，全年累计建成 5G 基站 2.5

万个 , 已实现 5G 网络在主城区、

滨海新区、远郊等重要城区的连

续覆盖以及重要乡镇中心区域的

有效覆盖，入选全国首批千兆城

市。全市城市家庭千兆光纤网络

覆盖率居全国第一，固定宽带用

户下载速率全国第二，为数字文

化产业升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数

字网络基础。

（四）积极参与合作促进数

字文化产业发展 

天津文化产业积极响应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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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加入了京

津 冀 文 化 产 业 园 区 ( 企 业 ) 联

盟，并与北京、河北相关部门

共同发出《京津冀数字文化产

业倡议》，保障了数字文化产业

的健康有序发展。天津市文化和

旅游局还与津云新媒体、人民日

报人民文旅、中国日报网、美团

点评、腾讯、新浪、网易、凤凰

网、快手科技、界面新闻、澎湃

新闻等 11 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

媒体正式签署战略合作，以加强

天津市文化旅游业的数字化融合。

（五）开展过多种形式的数

字文化活动

天津一直在积极地进行数

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探索，开展了

一系列的数字文化活动。如打

造“网上展馆”，推出“云·舞

台” “中华云剧场”系列剧节目

展播活动，打造“北方演艺直播

剧场”等云端演艺项目，搭建线

上“天津非遗购物节”专区，开

展第五届市民文化艺术节“云

开幕”活动，打造云赛事、云

展演、云联动、云悦读、云文

旅，以及天津图书馆的“天天

听书”系列活动，天津交响乐

团的“空中音乐会”，红桥区的

“云”赏桃花等等，都为天津数

字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

了丰富经验。

在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

领域，虽然天津具备一定的优

势，但面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

目前我国有 75 个省、市建设了

数字文化产业园区，致力于数字

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天津数

字文化产业的发展就需要与众不

同，具备独特的地区文化元素。

三、推进天津数字文化产

业特色化发展的路径

（一）建设天津数字文化产

业园区，构建数字文化产业链

数字文化产业建设的关键

就是要将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深

度融合，对于文化企业来说，建

设专业数字平台，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成本，是中小企业难以支撑

的。对此，天津可借鉴其他省市

的经验，建设数字文化产业园

区，通过给予优惠政策、提供优

质服务等方式，借助产业园区的

集聚效应，吸引数字、文化企业

入驻，并以磁石效应逐渐汇集关

联领域企业，逐步形成涵盖内容

创作、市场开发、渠道流通、数

字平台、周边文化产品研发、销

售等环节的数字文化生态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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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津味文学”为切

入点，发展数字阅读产业

数字阅读是数字文化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人民对文

化需求的不断增长促进了数字阅

读平台的发展，为数字阅读产业

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天津也可利

用这一机遇建设数字阅读平台，

结合天津特色历史与传奇人物故

事，鼓励更多的创作者以传统

的“津味文学、味派文学”为切

入点，融入天津历史文化，创作

既具民俗特点又具时代特色的创

新作品，将传统文化数字化、科

技化，一方面吸引更多年轻的读

者，另一方面通过宣传天津历史

文化带动旅游业发展。

（三）结合天津旅游优势，

建设统一的数字旅游平台

目前天津的智慧景区建设

还是各个景区独立进行，且覆盖

面也不够完全。建议将景区智慧

系统纳入统一的天津数字旅游平

台，方便游客查找使用。可在平

台上将旅游景点、线路以 VR（虚

拟现实）的方式予以展示，并通

过网络、APP、微博、微信、抖

音等新媒体加以宣传。对于实境

旅游的用户则可通过网页和 APP

等选择线路、订购产品，在旅游

过程中，还可通过 GPS、移动网

络、RFID 等设备，随时使用导

航服务、导游服务 ；查询路况、

景区人流情况，并由系统根据当

时的情况提出更合理的方案，提

升游客的旅行体验感。

（四）加强线上线下融合，

实现个性化数字文化发展

数字文化产业的关键是要

将数字技术融入文化之中，在实

施中加强线上与线下的融合。天

津可将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

等文化场馆，开通数字游览方

式 ；并可开发相关的趣味小游

戏，增强与用户的互动性 ；同时

还可利用天津大数据、云计算的

优势，分析识别用户特征、需

求，为用户订制专业化、个性化

服务。例如在数字阅读方面，可

针对用户集中阅读时段的规律

性，利用碎片化时间，根据用户

喜好为用户推送、订制个性化书

目 ；在数字旅游方面，可根据用

户的出行人数、偏好订制旅行计

划等。 

（五）将天津传统文化数字

化，形成多产业联动 

可将具有天津特色的文化

产品通过数字化平台进行展示，

如对杨柳青年画、泥人张等传统

民间艺术品进行数字化描摹，将

年画中的人物、动物、泥人及其

它民俗传说中的人物以动漫形式

展现，并可根据传说创作动画、

漫画、游戏、电影电视作品等。

其次还可进行文化创意周边产品

的开发、设计与生产，鼓励传统

文化机构授权其它企业、平台，

设计制作书签、文具、化妆品、

日用品等文化周边产品，形成多

产业联动。并在数字平台上予以

宣传、销售，通过多种方式拓展

天津特色文化产品的知名度。

（六）建立特色主题街区，

体验数字文化沉浸式场景

作为拥有五大道近代建筑

群等 34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的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城，天津有众多极具历史文化特

色的景观。可依托天津“中西合

璧，古今交融”的独特城市风

格，充分利用“万国建筑博览

会”的文旅资源，通过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改造升

级，建立数字文化特色主题街

区，布局沉浸式体验场景、智能

互动场景，注入 IP 内容生产、

文旅直播，引进电竞文化、游戏

体验、电商直播、音乐互动体验

等新型文化创意模式，让传统历

史建筑焕发新的生命力，让百年

文化增添数字时代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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