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赋能文化产业：
技术与文化双向互动

“科技赋能文化产业”的核心是什
么？是技术本身还是对文化的理解和创
新？

面对这一问题，安庭给出了明确答
案：“科技赋能文化产业的关键不仅在于
技术本身，更在于它如何与文化结合，创
造出真正有意义的创新。”在他看来，技
术与文化的结合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将
二者深度融合，文化产业才能实现真正
的突破。

从技术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大数
据、虚拟现实和区块链等技术为文化产
业带来新工具和平台，改变生产和传播
方式，拓宽产业边界。安庭指出，人工智
能可辅助创作与分析内容，大数据能精
准分析受众需求，虚拟现实带来身临其
境的文化体验，区块链有助于解决知识
产权保护和交易问题。

“但仅仅依赖技术是不够的。科技
赋能文化产业的真正价值，在于理解和
创新文化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边界，即‘文
化为体，技术为用’。文化产业的核心是
内容属性，技术是工具属性，先进科技助
力内容表达与传播。若缺乏对文化内涵
的深刻理解，技术易沦为空洞形式。”安
庭强调。

以动画电影《哪吒》系列为例，安庭
指出，其成功并非仅靠科技手段，更源于
对东方美学的探索和动画巨匠的工匠精
神。该系列电影前身《哪吒闹海》早在
1979年就已上映，即使没有如今的科技
助力，依然在当时的市场规模和艺术水
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说明科技只是
辅助，文化内涵和艺术创作才是核心。”

同样，在演出行业，杨丽萍的经典舞
剧《孔雀》历经20多年，不断创新，虽然
应用了现代科技元素，但始终以人为本，
围绕文化灵魂进行创作。“《孔雀》的成功
是文化灵魂与舞蹈天赋的结合，科技元
素起到了放大核心魅力的作用。观众通
过科技助力的视听效果，触及作品的文

化核心。”安庭说。
作为文化产业的领军人物，安庭认

为，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的互动是双向
的。一方面，科技为文化产业变革发展
提供工具和平台，推动创作与传播方式
变革；另一方面，文化需求本身也推动了
科技手段的创新和进步。

以希肯国际文化集团为例，其合资
的保利票务平台通过技术手段，打破了
传统演艺产业在票务营销、剧场运营、剧
目管理等环节的壁垒，形成了统一的销
售网络和集成平台。同时，还打造了“智
慧剧院”管理系统，提供演出全产业链端
到端的服务能力，并通过云剧场线上演
出、演出流媒体作品上线等方式，实现多
场演出直播，累计观看量已突破1500万
人次。这些成果正是科技与文化融合的
体现，也展示了以科技为手段、以文化为
内容的发展路径。

科技创新与文化消费：
打造新坐标与国际竞争力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如何利用
科技手段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文化消费新
坐标？安庭提出，从文化、产业和科技三
个方面着手，构建文化消费坐标格局。

“文化是‘中轴线’，北京拥有深厚的
历史积淀，承担文化创新和传承责任。
科技为这条‘中轴线’注入活力，古今中
外的文化财富，通过科技实现共享，为文
化消费价值提供核心支撑。”安庭说。

产业是“环路线”，北京在向全球消
费中心城市迈进的过程中，产业围绕文
化产业进行多维度拓展。科技助力文化
产业从传统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帮助企业精准了解消费者
需求，形成强大文化消费圈。

“科技则是‘联络线’，通过智能化手
段，将文化和产业紧密连接，推动北京文
化消费的新生态形成。”安庭说，通过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帮助企业更精准
了解消费者需求，推动文化产业从传统
消费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同时，
5G、人工智能等技术让线上文化体验更

加生动、多元化，消费者可随时随地感受
北京文化魅力。

安庭表示，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
背景下，文化产业可依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中国特有的东方哲学观念，形成
独具特色的优势路径。

科技赋能文化的路径可通过数字化
保护、虚拟化呈现等方式，将中华传统艺
术、戏曲、书法等文化瑰宝带到全球舞
台。例如，通过VR、AR等技术，全球观
众在家中便可体验中国的传统戏曲和民
俗文化。

从发展路径来看，文化“反向”赋能
科技也是一个现实路径。通过数字化技
术、3D建模、数字博物馆等方式，保护和
展示文化遗产，既能增强其在全球文化
产业中的竞争力，又能推动文化与科技
的深度融合。例如，故宫博物院开发的

“故宫VR”项目，让全球观众不出门也能
身临其境感受故宫的魅力。

政府与人才：
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关键力量

为进一步推动文化与科技双向赋
能，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如
设立文化科技融合专项资金，鼓励企业
开展文化科技项目研发；建设文化科技
产业园区，为相关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
环境和产业配套。

在政府推动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发展
方面，安庭认为，关键在于如何打破传统
与现代之间的藩篱，引导并激励新兴文
化形式，推动产业协作，利用大数据和AI
等前沿科技推动个性化文化创意，甚至
引导文化与科技结合的伦理思考。“这
样，文化和科技才能形成真正的‘双向赋
能’，既保护和传承文化根基，又能让科
技推动文化产业走向未来。”

“政府可搭建跨界实验平台，如设
立‘文化科技创新实验区’，鼓励文化
创作者和科技创新者合作，打破传统
文化和现代科技的壁垒，促使两者在
创意和实践上相互渗透。”安庭提出，
政府应激励小众文化、分众文化拥抱
现代科技，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推
动新兴文化形式发展，如电子竞技、数
字艺术等，这些领域符合年轻人兴趣，
代表未来文化趋势。

在构建“文化科技产业链”方面，安庭
认为，政府应从产业链角度思考，通过政
策和资金引导，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和科技
创新的良性循环，增强产业协同效应。

安庭还建议政府引导文化内容与
“数据经济”深度融合，利用数据驱动创
作，鼓励跨行业合作，同时从法规和伦理
层面保障数据使用合规透明，提升文化
产业效率和盈利能力。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对于年轻
一代的文化产业从业者，安庭给出了“做
长期主义者”的建议，“文化产业中，打动
观众的创作离不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时
间沉淀，科技可加速创作，但不能替代创
造力。要耐心积累，创作有深度内涵的
作品。”

安庭建议，年轻人要保持对新技术
的好奇心，但也要理性对待，以生活价
值衡量技术价值，避免“削足适履”。“跨
界思维也很重要，年轻人应建立跨领域
技能和视野。例如，电影从业者要了解
数据分析和市场营销，游戏设计师要掌
握虚拟现实和用户体验知识，这样才有
助于全面理解文化产业，在市场中应对
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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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安庭：

科技文化双向赋能北京打造文化消费新坐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戴云

在科技浪潮奔涌的
当下，北京演绎着一场
精彩的“跨界合作”——
科技与文化双向赋能，
正重塑京城文化消费格
局，全力打造北京文化
消费新坐标。

从数字化文化产品
的层出不穷，到沉浸式
文化体验的遍地开花，
科技元素已深度融入北
京文化消费的各个环
节，成为激发文化消费
活力的重要引擎。

这种“双向赋能”如
何得以实现？3月9日，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北
京市委副主委、希肯国
际文化集团董事长安庭
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专访时表
示，科技往往以“快”和

“新”为导向，但如果缺
少平衡和深度，容易陷
入片面追求效率的困
境。而中华文化的包容
性和深邃性，可以为科
技创新提供更为稳固和
可持续的方向。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北京
市委副主委、希肯国际文化集
团董事长安庭 受访者供图

◀ 杨丽萍的经
典舞剧《孔雀》。
图据保利票务微
信公众号

▲ 故宫博物院
VR 全景。图据
故宫博物院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