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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文化产业的机遇与挑战”高层论坛在洛举行

打造大数据高地 助力文化产业发展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是一个数据为王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时代”，无论您承认与否，大数据时代

已然到来；无论您选择与否，大数据技术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已是必然……大数据时代给我市文化产业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
文化产业应以何种姿态应对？值得探讨。

4月12日，市文广新局诚邀国内高校学者、IT业精英、知名企业大数据领域专家聚集洛阳，深度剖析大数据时代文化产业
的发展方向、战略路径，为我市文化产业发展把脉、定位、制定对策。现摘录部分嘉宾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文化产业经过国家的大力扶
持，得到长足发展，但目前依旧存在
文化内容创作水平不高、服务质量
不好、产品供需脱节、价格体系扭曲

等深层次问题。”陈勇良认为，在文
化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
大数据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技术发展
趋势，正引领着商业和社会的深刻
变革，也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供
机遇。

陈勇良说，数据即资产。通过
大数据技术，对大规模人群的喜好
数据进行分析，能够明确目标受众
的需求，创造出适销对路的文化产
品；通过大数据技术，能够有效分
析出用户的消费承受点，找到产品
成本和运营收入之间的平衡点，从
而 在 降 低 产 品 运 营 风 险 的 前 提
下，覆盖最广的消费人群；文化企
业通过搜集整理游客的情感体验
数据，能够有效分析和提炼市场的

时尚和审美发展趋势，这些数据有
助于企业实现“产业文化化、产品
文化化”。

最早在国内提出“智慧旅游”
概念的陈勇良表示，江苏物泰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将致力于建设融
合 大 数 据 与 洛 阳 文 化 旅 游 的 平
台，打造洛阳文化旅游大数据精
准营销平台，通过收集用户的点
击、访问、购物车和购买维度，进行
人群细分和精准投放，让文化旅
游产品变成订单；基于全方位的
游客分析、游客个性化沟通和全
渠道的游客沟通、以游客为中心
的 效 果 评 估 等 大 数 据 分 析 及 应
用，从而推动洛阳旅游进入大数
据营销时代。

孙鹏认为，国家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传承越来越重视。振兴中华传

统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
部分。各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不
同历史时期的实现途经是不同的。
过去，英国通过殖民使英语成为世
界语言；现在西方国家主要通过
文化产业化宣扬本国文化，如美
国 通 过 文 化 相 关 产 业 的 全 球 发
展，使其成为现代流行文化的核
心，从而在全球建立以美元为主的
货币体系。

在当前全球化日益深入和互联
网技术应用日新月异的时期，传承
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必须适应新
形势。除国家加大对文化的投入
外，还要让文化与资本紧密结合，通

过资本投入，把中国文化产业化、市
场化、品牌化，把各文化领域的精
髓产品化、流行化、世界化。希望
今后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
身着中式服装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产品如
同“中国制造”一样走进各国人民
的生活。

孙鹏说，洛阳作为中国传统文
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载体，有着深厚
的文化底蕴。洛阳市委、市政府把
文化产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之一，这是非常有远见的战略决
策。作为投资人，我希望在洛阳能
找到合适的文化领域投资项目。

“目前我们处于信息快速发展
的时代，在信息技术下的新文化产业
带正逐步形成，文化的生产、创作、传
播、消费方式已经改变。作为信息技
术发展的前沿，大数据技术已深入到
生产、生活领域，正颠覆着传统思维模
式、行为习惯，深刻影响着传统文化的
创新和发展。”说起大数据对传统文化
产业的影响，冉军开门见山。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华夏文明
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数千年
的文化积淀和丰厚的文化遗产。大
数据时代，传统文化产业如何应对？

冉军认为，在这样一个全新的
时代，巩固、提升洛阳在全国甚至世
界文化领域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是
一个永恒、常新的课题。大文化与
大数据碰撞可能产生耀眼的火花，
但同时也给传统文化产业带来冲
击。在大数据的背景下，文化创作
方式、创意模式、传承方式都会得到
不断改变，因此，通过大数据优化并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和潜在价
值，抓住机遇探索文化产业发展方
向是大数据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必
由之路。

戴蔚说，大数据是信息社会出
现的新名词，任何产品或服务都可
以衍生出无穷的数据信息，这就是
其内涵。如何解读、处理、利用这些
大数据是一个新兴的产业。这些数
据靠什么来整合利用？智慧！大数
据经过智慧处理后就会成为“大宝
库”；没有经过智慧处理，大数据就
是“大垃圾”。

作为文化产业领域的企业，
要有明确的发展定位。有两种方
法供参考：一是产业化聚焦，就是
要立足于产业发展阶段和自身实
力，定位于产业链的某一个环节，
做深做精。如罗技公司的键盘、
海澜之家男装连锁；二是集成化
整合，对产业链上下游的产品进
行集成创新，做总设计。IBM 整
合了信息产业、电子产业等，成为

一家智慧服务提供商，海澜集团
也 是 把 服 装 上 下 游 资 源 进 行 整
合，从而成为服装产业的龙头企
业。

说到智慧就不能不提人才，发
展大数据产业，首先要解决人才问
题。

历史证明，任何一个产业的
发展，一旦形成人才集聚效应，产
业集群效应也应运而生。如美国
的底特律汽车城、好莱坞电影城、
硅谷等。戴蔚表示，一流企业都
建有自己的企业大学，如三星研
修院、惠普商学院等。他建议，作
为地方政府，要对行业人才的集
聚创造良好环境，积极出台政策
进行引导，做好筑巢引凤工作，不
要 幻 想 用 钱 就 能 找 到 合 适 的 人
才。

翟玉峰认为，大数据时代，人人
都是麦克风。大数据时代，谁掌握

的数据越多，他获得的资本就越
多。现在通过博客、微博、微信、论
坛等方式就能获得许多数据。当
人类行为以数据的形式出现时，
社会组织如政府、企业等所创造
的价值也呈现为一系列的数据，这
些数据对企业来说不仅是产品，而
且是生命。

过去信息多由官方发布，现在
基本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每
个人都是媒体，每个人都在传播信
息，而且传播速度达到以秒计算的
程度。“手媒体”让传统的话语权发
生了变化和转移，文化产业的经营
模式发生了变化。

翟玉峰说，大数据时代，国内
最大的红利在河南，河南有一亿
多 人 口 ，如 果 人 手 一 部 智 能 手
机 ，其 传 播 的 商 业 价 值 相 当 大 。
上次来洛阳，他就被洛阳深厚的
文化所吸引，但洛阳的这些文化
大多积淀在游客的印象里、多数
埋在地下，迫切需要利用大数据
整 合 洛 阳 文 化 资 源 ，并 加 以 传
播。

翟玉峰建议，要深度挖掘河洛
文化的媒体属性，借助最新的互联
网媒体如微信、微博等，通过大数据
的传播手段，使洛阳的文化产业实
现实质性发展。

王洪俊认为，由于文化产业所
涉及的行业和产品，在不断产生或
更新数据资源。这些数据资源直

接面对消费者，有着明确的直接消
费价值。加之文化产业本身的用
户资源就极为丰富，所以文化产业
引入大数据技术，有着极为广阔的
前景。

王洪俊为洛阳文化产业的发展
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应紧抓草根群体。“屌丝”
是当前网络流行词，大量的用户以

“屌丝”自居。实际上，在这些人中
有很多属于高端人士，覆盖各个行
业、领域。腾讯、阿里巴巴等公司的
成功，就是因为抓住了大量“屌丝”。

第二，强化用户的参与和体
验。让用户更多地参与、提出意见，
用户也就愿意为自己选择的产品

埋单。
第三，注重流量思维。流量意

味着体量，很多商家都重视自己的
流量，甚至用免费的方式来扩大用
户群，最终实现赢利，而今天的免费
是为了明天更好地收费。

第四，有效利用社会化的媒体
和平台。某手表品牌通过加入100
多个微信群，发起对本品牌手表的
讨论，有3000多人进行了转发，最终
在11小时之内售出近1900只，订单
金额超过900万元。这个案例说明，
口碑营销是一种很好的营销方式。
相比传统营销方式，口碑营销充分发
挥平台和媒体的优势，与用户进行交
流，更易抓住用户。

梁清华认为，洛阳是享誉海内
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发展文化产
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必须抢

抓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
中心城市和国际文化名城机遇，
抢抓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一系列
利好政策，利用大数据等高新技
术，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全市经济支
柱产业。

梁清华建议，首先，洛阳要着力
推动生产水平和产品提升的科技创
新，重点是生产设备的升级改造、传统
工艺生产技术的创新，可以引进智能
机器人、3D打印机等高新技术，来提
升文化产品的内在价值。

二要深入挖掘河洛文化、牡丹
文化等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好非
物质文化遗产，将牡丹瓷、唐三彩、
青铜器、澄泥砚等特色文化产业做

好做大。
三要完善网络信息技术，建设

“创意云技术中心”，提高传播速
度。研究文化产品在从提供商到
消费者流通过程中的关键技术，建
设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
渠道。重点研究网络环境下海量文
化内容的高效展示与存储技术。

四要着力推动提高知名度和
扩大市场影响的科技创新。依靠
现代科技，建立产品展示营销平
台，建立健全门类较为齐全的文化
产品市场和文化要素市场。充分
运用网络、微博、电子商务等新途
径，开展形式多样的创新型营销
活动。

“自从有了大数据，文化产品从
生产、传播到销售，每一个环节都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市文广新局副局
长吕海军认为，信息技术对文化创
作、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影响越来

越大，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新型文
化形态和业态进一步增多。作为
一种更经济地从高频率、大容量、
不同结构和类型的数据中获取价
值而设计的新一代技术，大数据
不 仅 深 刻 影 响 着 当 前 的 网 络 文
化，而且深刻影响着传统文化的创
新发展。

吕海军说，大数据打开了文化
的窗口，推动新型文化业态快速成
长，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密不可
分。在文化产业领域，从小数据发
展到大数据，优化了文化市场的资
源配置空间，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
供了新型战略资源。从这个意义
上讲，大数据的文化价值在于其重
新定义了文化创造方式，扩展了文
化资源内容，丰富了创意生成手

段，创造出新的文化生态，改变了
文化传承方式，丰富了人类的文化
哲学。

目前，文化产业业态规模不断
扩大，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下一步
我市文化产业将抢抓建设名副其
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和国
际文化名城机遇，利用大数据等
现代高新技术，推动文化、科技融
合提升，着力提升文化旅游、艺术
品及工艺美术、影视动漫三大优势
产业，加快发展数字出版、网络电
视、移动多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全市经济的支
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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