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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赋能贵州文化产业提质增效的思考
文/曾国1　吴彪1　卢小玉2

摘要：文化产业数字化是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集中体现，如何通过数字化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

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道路，从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贵州

作为中国的大数据中心，是中国“东数西算”8大枢纽之一，近年来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有

效的成果。为此，本文结合贵州地区的数字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分析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最终通过产

业融合、发展新业态等多种方式为贵州的数字文化产业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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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各个产业想要发展

都需要进行创新突破，文化产业也不例外，通过数字

经济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来不断拓展传统文化的影响

力。

一、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产业的意义

当前社会中，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是民

族的灵魂，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

2021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十四五”文化产

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文化创

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催生新发展动能，提升产业

链现代化水平和创新链效能，不断健全现代文化产业

体系和市场体系，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相统一，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奠定坚实

基础。

随着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将新一代的科技革命推

向了高潮，文化产业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有了新的

突破及方向。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文化的呈现方式

也打破了原有模式，时间和空间不再是困扰民众的问

题，同时也打破信息壁垒，增进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共

情，民众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手机APP

感受来自不同地区的风情特色，真正做到足不出户便

知天下。数字化做到的不仅仅是这些，还推动了文化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逐渐延伸出更多的产

业链，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创业就业

机会，而各地区人文特色也可以通过影视、游戏、音

乐、广播等不同的形式得以呈现，数字技术可以说是

重塑了整个文化产业，也重塑了人们的生活形态。

二、贵州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贵州地区的GDP增速已连续十年位居中国前列，

经济总量接近2万亿元。得益于数字产业，贵州在发展

大数据的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共同发展。同时，贵

州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大力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和数字经济发展创新

区，数字经济增速已连续7年全国第一。在文化产业方

面，2020年全省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737.19亿元，比

上年增长1.6%，其中，“三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

入362.40亿元，比上年增长8.4%，成为文化产业稳定恢

复的主力。截至2020年底，全省文化产业资产总计达

到7345.5亿元，比上年增长34.8%，其中，除“三上”

文化企业外的其他文化法人单位对资产总计增量的贡

献达92.8%。贵州通过将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相融合，

在传播手段和产业内容上大胆创新，在新产品上实现

价值提升，从技术维度、创新维度和内容维度，夯实

提升文化产业的价值维度，激发文化产业新活力，也

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1-2]。

三、贵州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一）优势与机遇

1.产业发展机会

贵州过去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缓慢，大部分

地区仍然保持着原生态的自然资源，近几年变为了贵

州的旅游产业的优势之一，旅游产业呈现井喷式的发

展。根据数据显示，2021年贵州省接待游客6.44亿人

次，旅游总收入6642.16亿元，截至2021年末，全省拥

有艺术表演团体190个，艺术表演场馆31个，博物馆

100个，公共图书馆99个，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站）



文论广角 11

1702个。大量的旅游人口将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贵

州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必将需要大量的产业人才和

产业资源，带来的也是更多的产业发展机会。

2.投资与就业机会

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廉价而稳定的

电力资源以及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贵州吸引了众多

互联网龙头企业的落户，如苹果、阿里、华为、腾讯

等，贵安新区目前已成为超大型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

之一。随之而来的不仅有大量的投资，同时也带来了

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来贵州发展成了众多创

业者的新选择[3-4]。

（二）困难与挑战

在科技与传统行业碰撞交融的过程中，必定会

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虽然时至今日，贵州发

展大数据已经快10个年头了，但对于产业发展而言依

然处于发展初期，特别是传统行业的发展升级、新兴

业态的赋能以及产业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新兴产业，都

需要不断试错、不断尝试。在尝试的过程中，并非所

有挑战者都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对于传统行业来说，

没有深度了解数字技术，不仅会大量增加投入成本，

同时可能在转型的过程跑偏。对于新行业而言，面对

的一切都是新事物，没有前人的借鉴，即使是行业先

驱，也只能不断进行尝试，而很多企业特别是创业

者，没有庞大的资金支持，企业收支不平衡，久而久

之企业自身的生存可能都成问题。

四、贵州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产业的新路径

（一）“科技+文化”融合创新

在日新月异的今天，不学习不创新，必定很快被

淘汰，产业必须要正确定位每一件文化产品，充分了

解民众的想法和需求，才可能吸引更多的目光。利用

贵州大数据高速发展这个优势，进行数智赋能，通过

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建设智慧文化产业园，

专注文化创新，加强对文化产品的设计与推广。基于

现有的产业资源，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平台，打造专

属于贵州的文化IP，提升贵州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以优质的数字文化产品引领文化消费。例如贵州地质

博物馆中通过数字影像，将亿万年前的生物展现在民

众的视野中，民众更愿意去尝试去体验，家长也更愿

意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孩子去学习、体验，比起

原来只能在书本、电视上学到的知识，这样身临其境

的体验更直观。同时数字技术也能为文物保护赋能，

通过数据采集、数据建模，建立信息档案，让古老的

文物焕发新的生机，让民众直接与文物进行对话，也

是对文物的良好传承与保护[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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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人才驱动行业发展

加大对贵州数字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推动配套

实施细则落地落实，吸引更多的创业者和投资者，同

时加强对人才的培养，留住人才留住资源，才能在产

业发展上走得更远。数字文化产业是一个新兴领域，

需要最大程度提供支持与帮助，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

环境，支持企业升级，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能力，打造

属于贵州的数字文化龙头企业与特色品牌，从而带动

整个行业的发展。支持企业合作，打造产业平台，通

过技术共享、资源共享等多种方式，推动中小企业快

速发展。同时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强高校与企业之间

的联系，通过实习、实训、研学等多种方式，为文化

产业培养多样人才。

（三）数字技术赋能新业态

加强对新业态新行业的开发，实现产业结构升

级，打造智慧旅游、智慧乡村、智慧校园、智慧城市

等一系列数字化模式，同时通过云技术推动企业线上

线下一体化，加快文化业务的开展。大力加强科普研

学，建立研学教育基地，通过新技术、新场景、新产

品、新载体，以科普教育的形式，提升民众对文化产

业的关注与兴趣，最终加快形成满足市场需求的全新

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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