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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增强公共数字文化产品的服务普惠性，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为研究对象，从重塑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和增强文化消费意识三个维度探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的价值尺度。以支持服

务、调度服务、应用服务和反馈服务四重逻辑构建为出发点，探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的优化逻辑，进一

步为资源融合、环境改善、服务制定以及效果反馈提供价值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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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公共数字文化植根于公益性数字媒体和公

益性文化网站[1]，但由技术驱动催生的服务蓝图为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的场景设定和发展样态提供了新模式，

使得数字书屋、电子阅览室、数字文化工程、数字报刊

等服务平台的构建不断满足受众需求，逐渐成为提升

数字服务品质、弥合民众信息鸿沟的重要手段。多轮

数字战略和文化惠民政策的制定，为统筹公共数字文

化建设、探索文化利民项目等提供重要支撑，如《国家

“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深度阐发了以

高质量、宽口径、高效率等服务力度为用户提供公共文

化服务[2]；《“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规定政府信息资

源建设的重点领域宜偏重于用户服务效能、数据管理、

共建共享平台以及新技术应用等[3]。可见，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脱胎于公共文化服务范畴，有赖于数字化、均

等化、普及化的发展诉求。虽然目前国内各个层级构建

的文化站点在服务模式创新、服务网络布局、资源获取

体验、政策标准制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公

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打造面临多源异构结构化处理不

一致、资源平台标准化嵌入不统一、高质文化内容不健

全、按需分配衔接性不足等问题，所以实现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系统从供需脱节、供需错位到供需适配、供需共

进等供给模式的转换显得尤为重要。

1  研究述评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

要驱动力，也是公共文化和数字文化的综合体[4]。美国经

济学家Paul A. Samuelson认为，公共产品是指当每个人

消费某产品时不会导致他人对该类产品消费的减少[5]，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同样以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

性质融入公共产品服务范畴。当前，我国公共数字文化

建设框架逐步成型，服务模式不断创新，国内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研究主要围绕以下方向展开。一是公共数字文

化资源整合和治理模式研究，如异构资源融合[6]、标准

体系构建[7]、协同治理模型构建[8]、数字文化资源共建

共享问题探究[9]等。二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绩效评估分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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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如戴艳清等[10]引入保障制度、基本制度和监督制度

三个维度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果；王锰等[11]对不

同个体、群体内外部因素差异化问题而引发的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效果进行考察；相应地，图书馆绩效评价模

型[12]、政府组织催生的数字文化服务转型[13-14]、公共数

字文化工程实践考核评估[15]等都是此范畴牵涉的多元

情景。三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构建研究，王丹等[16]

提出将“区块链即服务”的思想用于设计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云平台；完颜邓邓等[17]提出利用大数据平台中枢

驱动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模式；祁志伟等[18]以沿海城市

的实践案例翔实分析了文化云、线上线下等实践服务平

台。四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供需模式，这对实现

数字文化服务供需“零距离”具有指导意义。例如，数字

文化精准扶贫[19]、图书馆数字包容战略[20]、弱化用户信

息规避行为[21]、服务营销策略制定[22]等为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的提档升级提供多元途径。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层面。一是公共数字文

化实践研究，如欧洲数字文化遗产资源访问模式[23]、美

国倡导的“国家数字图书馆计划”[24]、德国一站式数字

资源整合入口支持服务[25]、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管理

的检索服务[26]、南非“数字门”服务[27]等。二是多元参

与的服务机制。Andrews[28]认为文化服务机构之间应着

力于互动合作。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通过Medline Plus
平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服务[29]，欧洲数字图书馆和谷

歌协作对60万卷历史书籍数字化[30]，洛杉矶公共图书馆

借助民间组织和地方媒体吸纳公众参与图书馆服务[31]

以及进行业务外包合作[32]等。三是基于用户体验的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模式。英国通过My Art Space项目鼓励年

轻民众搭建属于自身的虚拟画廊和美术馆，通过社交

媒体与公众进行共享[33]。Rodden等[34]将用户参与度、适

应度、愉悦感、留存率以及任务完成度作为衡量公共数

字文化体验的主要评价指标；Guay等[35]从用户体验视

角开展面向任务的可达性分析，从而全面认知数字文化

服务平台的问题。四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治理研究。

Moon[36]将文化治理定义为政府的文化促进政策，其与

文化政策、文化实践联系密切；Harris[37]认为分布式泛

在服务嵌入数字文化管理是较为突出的研究形式。

承前所述，国内关联的主题研究既有对公共数字文

化建设实现环境和应对策略的归纳和总结，也有实证分

析、案例研究、平台信息组织建设等。国外相关的理论

探索要早于国内，文化权益、信息公平、消除信息服务障

碍等方面成为研究热点，尤其侧重于项目研发、技术标

准制定等维度。但是数字文化服务通道对公众吸引力不

足的现象比较突出，亟须探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衍生的

平台价值议题和逻辑进路，以缓解数字文化服务各层

面互相掣肘的服务困境和公共文化管理难题。

2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衍生的价值
尺度

首先，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是一项系统性

工程，应以整体性、协调性、动态性思维加强用户需求

与公共数字文化之间的关联，遵循有序原则对服务平

台参数、外部环境变化、服务途径等之间的关联进行控

制；其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选择需要从科学性

和合理性方面进行规划，从而有效规避陈旧服务体制

的桎梏，缓解数字资源寡头垄断等问题；最后，用户对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体验感是重构平台价值尺度的重

要标准之一，服务平台的设计和应用涉及可用性设计、

外观设计，以及用户的认知和情感心理等，需要考虑用

户的使用体验，打造适宜的服务板块。以上理论对重塑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优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配置

以及增强公众文化消费意识具有重要价值。

2.1  重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

图书、档案、文物、艺术作品等数字化资源之间相

对独立、分散，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则是实现资源

类聚、融合和重组的有效途径，并能基于信息组织和描

述的互操作以及技术实现机制，在提高公众对数字文

化服务认同感的同时丰富文化服务内涵，这与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平台建设的系统性思维不无关联。此外，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粗略型

叠加系统，而是在此和彼之间描绘的对等服务协作网

络，使得各层级运行的参数和规则跳出独立、单一、模

糊的状态，进而向智慧交互、智慧干预、智慧推介、知识

关联、策略调整的方向转型，这将为数字文化服务智慧

化奠定良好基础。

2.2  优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配置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建设有利于实现数字文

化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平台开放的方式将图书馆、博

物馆、档案馆的资源进行“一站式处理”，整合技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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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资源供给以及数据应用模式等，使得各文化服务机

构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充分盘活资源存量，形成

“传播-使用-反馈-再传播”的服务模式，助推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再者，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

的有效部署益于以统筹协调、协作规划的运作机制强

化服务环境给用户带来的感官享受，对不同类型的资

源进行有针对性的聚类和分析，减少资源融合困难造

成的缺憾，也可通过便捷的信息检索平台提高服务增

量、提高用户获取资源的准确率等。

2.3  增强公众文化消费意识 

作为推动全民畅享、终身学习、支持文化创新的重

要突破口，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不能脱离用户感知和

内容需求而单独存在，其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角色

方向的同时，也能够保障公民的文化交流、文化创作和

文化获取，可以更好地契合用户体验理论。除此之外，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构筑主张用户利益至上，以信

息无障碍的营销渠道驱动“沉淀的数字资源”，以互动

性、差异性、均衡性的逻辑原则构建服务平台，不断打

造技术环境、信息环境、服务结构、人员参与等的信息

生态圈，从而加强用户对数字文化服务的消费意识。

总而言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须优先赋

予其价值属性，才更益于服务输出。但高品质的服务也

应透过支持服务、调度服务、应用服务及反馈服务才可

能将价值尺度转换成现实逻辑，提升服务产品中蕴含

的价值，避免服务有效性锐减的问题。

3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系统性构建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系统的合理性可为服务应

用打下良好基础。因此，如何提供专业化、交互性强的

多元服务模型已然成为当前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公共

数字文化资源的融合以及平台标准制定亟须关联用户

信息行为、文化服务、信息技术、知识产权等多个因素，

但涉及的技术标准难以统一，服务功能难以发挥。而支

持服务、调度服务、应用服务及反馈服务耦合的逻辑体

系能够在资源融合、技术视角、应用需求、反馈驱动等

机制作用下形成一种弹性的服务模式，此服务模式会

随着周遭环境的变更和迭代而发生迎合性调整，既有

以支持系统资源配置、用户资源整合为导向的技术服

务维度，又具备大规模用户、易扩展的服务支撑能力。

所以支持服务逻辑、调度服务逻辑、应用服务逻辑以及

反馈服务逻辑这四重逻辑（见图1）之间的通力合作既

可明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短板，也可确立基于公

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基础驱动系统，使得资源价值提取、

用户感官体验、用户需求表达等渐进融入用户认知，在

恰当时间用恰当资源和恰当服务让恰当用户受益。

3.1  支持逻辑：注重数据资源融合的内生动力

数字文化资源的开放、共享及流通是公共服务保值

增值的重要方式，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其他文

化支持机构间的战略协同能够确保在复杂的服务圈中

识别并激活资源的价值转换潜能，以支持公共利益服

务的数字化研究。例如，文化信息资源（文学艺术、工程

文化、历史文化等）、文艺创作资源、文化讲座资源、文

化遗产资源（具有科学价值的文物、世代承袭的传统文

化等）、技能培训资源（创业素质培训、面试技巧、职业

规划等）以及素质教育资源等在不同平台之间迁移，在

此过程中资源作为话语对象不断被规整，既以普及化、

标准化的效果满足用户的需求，又使各机构、各类型的

文化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最大程度避免重复建设带来的

资源浪费和经费短缺问题。模块化的技术整合体系以注

释单元的形式将关联的对象、话题和事件等编织成一

张严密的数字资源网络，以便各种供需欠缺以及结构性

失衡的资源传播问题受到更多关注。上海交通大学闫

宏秀[38]指出，数据技术的呈现使得人类逐渐摆脱从过

往的废墟中攫取残余记忆的绝望困境。特别是大数据、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技术的普及应用驱使多源异构数

据的汇总融合成为现实，进一步推动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产生。由此，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以多样化的文化资讯

服务，既可摆脱时间局限，也可缩短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主体和用户间的距离、缓解服务效能疲态尽显的局面。

3.2  调度逻辑：助益资源处理环境的持续改善

公共数字文化的调度服务聚焦于资源内容整顿、数

字福利释放等所产生的影响。一方面，平台调度服务的

确立益于从环境全貌把握资源、服务宣传、工作人员、

服务渠道以及有形展示等层面建立起完善的合力体系，

推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整体提升；另一方面，又遵

循有序原则研发资源集成技术，加大数字资源的管控

能力，降低数字资源采集任务的应用门槛。为化解既定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构建的价值议题与逻辑进路于兴尚，谭洪，李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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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逻辑模型

部门空间内公共数字文化资源聚合粒度不均、组织协调

不佳和等困点，需融入资源聚合技术，将分散、孤立的

资源体系聚点成线、连线成网，形成纵横交错的反应平

台，并贯穿行为聚合系统和数据加工系统进行管理、转

置、认证及深度处理等环节，在周而复始的析解和渗透

中实现无序到有序、低级到高级的构建流程，以强化服

务环境、平台本身及用户需求间的协同联动。

3.3  应用逻辑：以多元化服务提升文化软实力

从应用效果的角度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在保障

公民获知信息权利、促进文化精准发力的同时，可依托

智慧阅读、资源推荐、文化鉴赏服务、线上线下互动体

验以及品牌资源整合等服务努力抢占公共数字文化价

值体系的制高点，为后续的供给模式建设和服务路径优

化提供融通渠道。

3.3.1  智慧阅读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智慧阅读体系可为提高信

息获取精准性、消弭数字贫困群体阅读困境打下良好

基础，为“养在深闺”的数字资源注入新活力。如北京

数字文化馆以微视频、微电影、微纪录片等短小精悍的

“拳头产品”服务处于碎片化阅读情境中的用户[39]。荷

兰国家档案馆开发的“记忆宫殿”项目在历史档案附带

的手写字体中增加了印刷体文字转化功能[40]，从而丰富

服务群体的阅读语境。数字支撑的阅读平台打破了文化

机构对信息资源的垄断现象，实现了若干文化服务类型

的资源组织、信息检索方式以及浏览途径在一个信息

库内并存。不言而喻，具有高价值密度的智慧阅读空间

不仅取决于各种知识空间系统的知识生产和文化传递

功能，还以新载体、新技术及新方式来满足用户阅读需

求，重建有别于既往阅读模式的服务阵地。

3.3.2  资源推荐

作为公共数字文化背景下的重要服务要素，资源推

荐与信息资源配置具有同等效用，都以用户对信息资源

的需求为依托，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效能，调整社会资

源分布和分配预期[41]。不论是个性化推荐体系[42]，还是

为用户提供智力支持的兴趣匹配系统，都可引领数字文

化服务的决策实现从盲目到精准的转变。如浙江大学联

合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开展大学数字图书馆国

际合作计划，定制个性化知识服务以满足用户的文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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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诉求[43]。英国数字图书馆网站推出聊天机器人服务，

根据用户切身需求推送其所需的数字文化资源[44]。具言

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涵盖的资源分配原则可防止用户

服务形式化，能够拆除繁复的回应性服务和用户需求之

间的藩篱，消解数字文化服务建设中的生态短板。

3.3.3  文化鉴赏服务

文化鉴赏服务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名人手稿、历

史文献、艺术鉴赏等主题资源展示，还可依托先进信息

技术，充分利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站等的

馆藏资源，以可视化、虚拟化的形态呈现不同资源。例

如，谷歌采用全景成像技术，高清拍摄博物馆中的内部

实景，在网络世界中构建一个虚拟博物馆供用户免费观

看[45]。在江西抚州，用户通过“抚州发布”公众号平台

可观看本土优秀戏曲作品[46]。数智化视野下聚焦的图

谱分析系统使得文化鉴赏服务与用户、环境、产品三者

之间具有伴生关系，能让足够智慧的文化资源不断服

务于国家的创新发展和文化进步。

3.3.4  线上线下互动体验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是对传统

线下数字文化推广的有效补充。英国图书馆依赖线上

平台对图书馆服务活动进行现场直播[47]；广西图书馆

实施“广图筋斗云”公共数字文化品牌服务项目并策划

“粽”系列服务走进高校、数字资源“走村入户”、“知

识月饼”进入产业园区等推广活动[48]。一言以蔽之，

助推公共文化知识传播是数字文化服务的核心价值之

一。线上线下互动的文化服务形式不仅改变了传统环境

下公共服务事业以末端被动方式开展信息参考咨询、

资源分类展览、知识资源获取等多类服务供应源的思

维习惯，也使得非正式教育学习机构（群艺馆、非物质

文化遗产管理机构等）在不同层面积极主动承担构建

社会记忆、维护公民数字文化生存与发展权益的现实

图景。

3.3.5  品牌资源融合

在认知层面，品牌资源融合是指对杂乱无序的资

源流进行序化整合并使其易于深度检索的过程，既应

从内部廓清和整合多种媒体传播资源，又要从外部提

升营销传播工具的呈现能力，如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

“红色记忆”“古琴文化大展”等服务项目以知识内容

融合的样式展现不同时期的档案、博物等的发展演变

历程[49]。湖南图书馆自建湖南地方戏剧成品库，采取提

问式翻译策略实现地方剧种、地方演员、戏剧轶事、剧

目荟萃等戏剧文化资源中英文跨语言信息检索[50]。从

概念界定和案例分析可知，品牌资源融合偏重于衡量、

测度与评价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对用户的普及度，立足多

源集萃的资源融合样态，从形式各异的横切面窥测数

字文化服务对应的硬件增容向品质增容的供给能力转

移，有助于突破公共数字文化在内容协同上的认知局

限，从而在提振数字文化服务能力上形成有效的增值

效应。

3.4  反馈逻辑：消除服务体系创新的阻滞因素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发展应着力于数字文化

服务效能的提升，增强用户满意度、完善伦理机制、制

定标准规范、加强影响力度，有利于消除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思维错位、高度知识供给能力不足等阻滞因素。

3.4.1  突出多元化需求空间以提升用户满意度

公共数字文化项目要求文化服务资源的塑造不能

过于僵化，应打破传统意义上数字资源在内容创造、

利用权限、存储和展览等方面的壁垒。如以数字内容聚

合、资源优化扩展以及共享协同等形式实现海量数字资

源的高质管理，设定主题自适应导航、网络知识竞赛、

数字资源频道分类、最新资源阅览、素材库征集等集成

应用，从而摆脱传统文化服务的窠臼，基于精品图书下

载、听书、在线阅读等普遍可读取的人性化服务拓宽公

共数字文化传播轨迹。另外，注重用户信息行为分析便

于挖掘用户需求的有根性，可为解决用户面临的“语焉

不详”问题、提升数字资源消费者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的获得感与满足感带来强劲保障。

3.4.2  厘清制约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良好运转的伦理

机制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本质功能是将数字文化的特

有内涵转化为用户可接纳的认知体系，内嵌的信息服务

推广、数字资源整合、用户体验更迭等所衍生的服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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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断凝聚文化服务话语共识，使得公众文化需求得

到更好释放。但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应在文化价值引

领、隐私安全、数据治理、信息传播等多类关键管理问

题上予以全面反思，所以应高度重视文化服务机构供

给侧和受众群体需求侧的平衡点，杜绝数字内容重复

堆砌以及简单照搬的运作体系，坚持“内容为王”并不

断构建密度适宜的数字化优质资源，切实提高用户文化

认知能力。通过制定相应的规范机制、构建数据治理体

系防止公共数字内容的非法使用，抓好信息安全领域

建设，有效降低死链接、无效链接、页面跳转失败等服

务漏洞对用户文化消费行为带来的不确定性。

3.4.3  注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形态标准制定的多元

问题

公共文化机构包含的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

门类资源的标准规范，应成为探寻和维系数字文明建

设的稳定准绳。如Farrokhnia等[51]凭借面向对象的概念

参考模型关联不同文化机构的知识源，孙国烨等[52]在

对象数据、元数据和知识组织三大标准构建的加持下

被用于重拾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多语言服务标准。

此外，还要增强多终端兼容功能，以可预览、可试读、可

协同等方式打造数字时代的个性化文化普及结构，增

强数字资源产权保护意识，通过合理、合规、合法的技

术标准筑牢知识产权防线；在保障各文献有其读者的

同时，适当融入授权访问机制，规避对原生资源、特藏

资源等恶意下载、传播的不良现象；统筹利用文化资源

科学分类和规范标识统一关联农耕文明遗址、民间艺

术、红色基因文化等资源数据和文化实体，有利于更好

地提取具有承载价值的中华文化元素。

3.4.4  以正面效果加强数字文化产业的影响力度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推广是用户需求驱动、服务内

容建设等各要素深度融合的综合体。为了提高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的影响范围：一方面，应鼓励和支持新闻出

版、网络文化产业、艺术场馆、非遗馆、纪念馆等文化

机构扩宽数字内容供给的分发路线，以延展文化资源

供应、共享优秀文化素材、实时感知用户的数字文化需

求等形式增强不同层域、平台、主体在数字文化资源解

构、重构等信息转化的服务力度；另一方面，借助全息

呈现、多语言交互、数字孪生等新兴技术增强用户的视

听体验，优化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网络覆盖面，重塑数字

化文化体验展示空间，探究农业科技、生活服务和文化

共享扶贫等公益性文化服务，打破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内容单薄的局面。

4  结语

本文在支持服务、调度服务、应用服务、反馈服务

的互动中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进而实现资源

容量规划、资源调度管理、服务特性萃取及服务反馈决

策的逻辑功能，充分发挥一体化、智能化的支撑作用。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将各文化服务机构的系统进行

服务打通或者应用集成，使得阅读智慧化、数字资源荐

阅、精品资源赏析、线上线下服务模式和资源整合不断

为扩大用户需求服务半径、推进数字资源的高效组织

提供效率支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是加强数

字资源推广、拉近公众时空距离的最佳路径选择，但其

服务标准并不是简单罗列，需以统筹兼顾的理念收集、

调查、分析和对比国内外的平台融合标准以及集成服务

系统，以加强关联标准体系和服务细则的讨论和设计，

为国内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基本需求、安全机制、数据

处理、服务推广与应用等方案规划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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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Issues and Logical Progression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Platform Construction

YU XingShang1  TAN Hong1  LI BaoDo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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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service universality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products, the value scale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 platform 
construction is discussed from reshaping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nhanced cultural consumption awareness 
with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aking the four-fold logical construction of support service, scheduling service, application service 
and feedback servi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optimization logic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 platform construction is explored to further provide the value 
basis for resource integration,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service formulation and effect feedback.

Keywords: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Platform; Value Scale; Optimization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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