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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公共文化资源共享利用效率研究
谢 飞

（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辽宁 沈阳 110011）

[摘 要]数字化技术深刻地改变了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也给人类认知模式带来了巨大嬗变。

公共文化资源是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基础，在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质量、满足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需要、提升国民素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当前，公共文化资源在共享利用方面存

在许多问题和不足，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应当探索将数字化技术应用到公共文化资源共享与

利用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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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时代”

已经到来。数字化技术深刻地改变了现代经济社

会的发展模式和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在传统社会

生活中，社会公众主要通过书籍、报纸、电视、广播

等获得信息和知识，这种认知模式具有较强的局

限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信息知识的传播

速度及效率。在数字化时代，公众获取信息和知

识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便捷、准确和高效成为人们

衡量公共文化信息服务的重要标准。

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一般泛指由政府公共文化

服务机构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各种公共文化服务

项目、服务内容等，相比于其他文化资源，公共文

化服务资源具有公益性、普惠性等一系列特点，是

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基础。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不断提高公共文

化服务资源共享利用的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1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共享利用
效率的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共享利用

的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有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质量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高度同步发达的社会形态，这其中公共文化服务

供给总体质量将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总体质量。要通过有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资

源共享利用的效率，让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

和产出比例更加均衡，确保政策、资金发挥出最大

的效能，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更高水平的供给，

更好地发挥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基础、广覆盖、

普惠性等一系列优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

1.2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

优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质量的目标就是

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更多样化的精

神文化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

众对于高质量精神文化的需求将更加强烈，作为

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基础，公共文化资

源能否得到更加充分、高效地共享和运用，将会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人民群众高水平、高层次的精神

文化需求能否得到有效满足，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是否能够真正做到和谐统一、

平衡发展。

1.3 显著提升国民素质

众所周知，教育是提升国民素质的基础。在

数字化时代，教育的形式更加多样，除了传统的课

堂教育、学校教育以外，社会的教育功能也逐步凸

显。正如前文所述，数字化技术改变了人们的认

知和学习方式，不但传统的教育需要公共文化资

源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而且社会教育更是需要

依托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来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要通过不断提高公共文化资源的共享利用效

率，让这部分宝贵的资源得到更加充分合理的利

52

DOI:10.14037/j.cnki.tsgxk.2021.12.012



·管理纵横·TUSHUGUANXUEKAN NO.12，2021
图书馆学刊 2021年第 12期

用，从而带动社会教育质量的总体提升，实现国民

素质总体提高的目标。

2 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共享利
用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基本上依托于政府

举办的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面向社会公众进

行有条件的开放。社会公众通过采取一些有效的

方式，即可以实现对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共享和

利用。但是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还存在如

下几方面问题。

2.1 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共享范围有限

从本质上来说，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应当面向

全体社会公众，但是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受

文化水平、认知能力、现实条件等一系列因素的制

约和影响，很多非常优秀和宝贵的社会公共文化

服务资源并没有完全实现全覆盖式共享，还有相

当一部分社会公众无法直接获取和利用这部分公

共文化服务资源。此外，受城乡发展差距的影响，

还有相当一部分经济落后的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文

化服务机构功能不够健全、资源总体质量不高，这

些地区的社会公众对于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使用

效率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普

及和共享还未能打通面向全体社会公众的“最后

一公里”。

2.2 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

造成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利用率较低的原

因包括如下几方面：一是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并未

得到有效开发，如很多地区的公共图书馆、美术

馆、博物馆中有一些珍贵的古籍善本，这些都是非

常珍贵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但是受到保存条件

的限制无法得到有效利用。二是公共文化服务资

源的获取路径较为单一，社会公众只能通过有限

的途径实现有限度的利用，未能完全实现便捷高

效利用。三是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投入和产出比

例不均衡，政府及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公共财政资

金投入，但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产出的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并不显著。

2.3 数字化技术应用具有较强的局限性

为了提高公共文化资源共享利用的效率，一

些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已经进行了积极的实

践探索，引进数字化技术应用于公共文化资源的

管理与服务，积极构建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线下与

线上相融合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但就目前

来看，无论从数字化技术应用的广度还是深度来

说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一部分地区或部门的数字

化建设只是完成了“开篇文章”，后续的服务保障

措施不健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效果完全没有得

到应有的体现。还有一部分地区或部门在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资源数字化建设的过程中，没有充分

考虑到数字化时代的特点和用户的使用习惯，忽

视了“用户为本”的理念，无论是数字化资源平台

建设及功能布局，还是用户使用体验等方面都无

法完全做到友好、便捷、高效，数字化技术的潜能

远未得到充分发挥。

3 提升数字化公共文化资源共享利
用效率的对策

为提高数字化技术在公共文化资源共享利用

方面的效率，政府部门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应深

入调研，科学规划，积极采取如下措施。

3.1 树立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共享利用的理念

对于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来说，要切实更

新观念，提高认识，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和资源共

享的理念，结合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依

托现代信息技术就公共文化资源管理模式和服务

体系进行改造升级。具体来说，要打破传统环境

下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共享利用的观念，结合数字

化技术高度便捷性、交互性、高效性等一系列特点，

对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共享范围等进行

全新定位。要从普遍均等的原则出发科学规划和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社会公众可以通过

多种数字化媒体，随时随地、高效便捷地实现对公

共文化资源的获取、下载、使用、传播等，切实维护

好、保障好社会公众的信息获取权、社会教育权。

3.2 加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数字化建设力度

由于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多集中于各类公共文化

服务机构，因此应当加大经费投入和政策保障，不断

加大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数字化建设力度。

首先，要完善各类数字化硬件设施，在各类公

共文化服务机构广泛建设 5G网络、宽带、信息交

互查询终端等设备，为社会公众获取和使用公共

文化资源提供良好的基础平台，保障公共文化资

源获取和传输的便捷性。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大

数据分析，精准定位社会公众对公共文化资源的

使用方式、使用习惯和个性化需求等，为数字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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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提供有效参考。

其次，要加大对各类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开

发建设的力度，实现特色公共文化资源全面数字

化。要将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内的特色资源进

行系统归纳和深度开发，加快推动数字化建设，将

特色资源特别是传统环境下共享效率较低的珍贵

资源转化为数字化资源，统一纳入数字化云资源

库或云管理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在进行数字化

资源开发和建设的过程中，要避免出现两个问题：

一是对资源开发运用不充分，数字化建设存在不

彻底现象；二是为了过分追求数字化建设速度，没

有充分考虑到一部分珍贵的纸质资源的保存要

求，对珍贵的实物资源造成不可逆转和修复的破

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最后，要加快速度开发构建统一、高效、便捷

的数字公共文化资源平台，后台链接到数字化资

源数据库之中，通过设置电脑端、手机端等，为不

同类型的用户分别呈现便捷高效、功能清晰的用

户端，还要根据视障、听障等人群分别采用辅助技

术，不断减少各类社会群体对公共文化资源共享

使用的障碍因素，降低共享利用成本。要不断改

善和强化客户端的交互性和便捷性，让文化信息

服务平台符合更多社会公众的认知习惯和使用习

惯，将复杂化、程序化的查询、运算、匹配等功能放

在后台运行，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将社会公

众所需的公共文化资源呈现出来。要改变传统的

数字化资源“只能看、不能用”的现象，在充分维护

文化作品著作权的基础上，不断开放公共文化资

源的使用范围。要探索实现公共文化资源平台与

学校教育资源平台之间的有效衔接，发挥出公共

文化资源内容丰富、体系完备等优势，将数字公共

文化资源作为学校教学、社会教育资源的有效补

充和重要的资源池，更好地发挥公共文化资源对

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

3.3 加快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建设

从广义上说，公共文化资源除了实物资源以

外，还包括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很多公共图书馆、

博物馆经常会举办一些公益性讲座活动，这些讲

座不但可以有效地满足社会公众的求知欲望，而

且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公共文化资源的优势。随着

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机

构要加快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建设，充分利用

数字技术，通过开展直播、网课、VR沉浸式体验等

多种方式，将线下的公共文化服务搬到线上，让更

多的社会公众利用数字技术就可以便捷地享受到

公共文化服务带来的便利。还可以充分利用数字

技术交互性强的特点，通过举办在线交流等多种

方式，广泛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咨询、疑

难解答、互动交流等，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的目标。

3.4 不断涵养社会公众数字化素质

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新的社会

信息生态。数字化的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智能

化的信息传播交流平台，对社会公众的信息素养

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发挥

应有的效能，必须加强社会公众的信息素养教育，

要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建构面向

社会公众的现代信息素养教育机制，大力加强对

社会公众的教育引导，普及数字化文化信息使用

技能和共享意识，特别要加强数字化技术的培养

和教育，让社会公众充分有效利用各类数字化平

台、信息终端等获取各类公共文化资源。同时，各

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要大力加强网络环境建设，教

育和引导广大公众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社会

公德，共同维护“天朗气清”的网络环境和公共文

化资源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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