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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环境系统优化与融合借力。一是严格公共数据认定标准，在实践中准确把握数源主体

的服务性、数据内容的公共性和数据价值的公益性，明晰公共数据界限。一方面，持续促进公共

数据的共享开放；另一方面，避免公共数据概念泛化对私人领域数据要素流通造成冲击，致使数

据要素价值受损。二是依托政府开放数据网站、公共数据资源平台等，畅通数据获取的途径，简

化数据获取的手续，透明数据获取的流程，发布并及时更新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对开放数据的字

段、数量、格式、时间等信息作详细说明，降低数据获取的门槛与成本。三是探索政府主导的公

共数据资源政企合作开发利用模式，借助市场的敏锐性与灵活性洞察和开拓公共数据的丰富应用

场景，挖掘更大规模的公共数据需求，以需求牵引供给，从而实现公共数据的“供需两旺”，促

进公共数据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价值最大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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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

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在文化市场广泛应用，催生新型文化消费新业

态，其高质量发展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数字化时代，文化市场蕴含着丰富

且多元的数据资源，这些资源不仅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石，更是推动新型文化消费蓬勃发展的

关键要素。激活文化数据要素，促进新型文化消费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新型文化消费是来自图书情报、公共文

化、产业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前沿课题，有必要系统考察并提炼其关键影响因素框架与

演化规律，科学审视当前相关制度供给逻辑，结合新阶段文化消费现实情境构建可持续的对策路

径。该领域的研究可以为国家“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内，推进我国文化消费领域高质量发

展提供参考，兼具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参考意义。

激活文化数据要素，需要强化技术创新与应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

技术，对文化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可以揭示文化消费的新趋势、新热点，为文化产业的创

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通过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文化服务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融合的文

化消费场景，为消费主体提供更加便捷、高效、沉浸式的文化消费体验。

关注新型文化消费主体及其消费能力，并将其获得感作为制度建设的根本出发点，是做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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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文化消费的重要保障。针对新型文化消费主体的能力框架构建及基于文化数据要素场景融合的

利益相关者关系揭示，有望提升新型文化消费理论的解释力，弥补传统理论视角对文化数据要素

价值和消费主体能力整体性观照不足的局限。此外，以新型文化消费数据要素属性为切入点，调

研文化消费数据价值激活的相关及潜在制度场景逻辑和数据市场配置逻辑，寻求效率提升策略，

也是激活文化市场数据要素的应有之义。考察新型文化消费的行动者角色及其互动关系，形成整

合不同行动者的协同对策，从整体性层面构建文化消费机制，为文化事业相关规划提供预研参

考，是当下新型文化消费的关键任务。

围绕以新型文化消费提升为导向，如何构建创新性的概念框架并构建面向多元场景融合的能

力提升路径这一核心问题，如下任务有望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核心议题。

其一，新型文化消费能力概念框架提炼。立足文化数据要素市场属性和文化消费主体需求，

提取新型文化消费的表现维度、影响因素及其关联关系，形成新型文化消费能力概念；梳理文化

消费场景与数据要素的理论耦合，探究基于消费主体立场的新型文化消费能力概念框架。

其二，新型文化消费能力模型构建及其成熟度测度。基于田野调查获取的质性材料，分析新

型文化消费主体的能力表现维度及关联因素；结合新型文化消费概念框架提出关联因素的基本假

设并基于实证数据，构建新型文化消费能力模型。结合实证数据提取新型文化消费能力关键关联

因素，确定分类分级标准，揭示新型文化消费能力成熟度，并选取典型案例开展行动研究，作为

新型文化消费能力成熟度提升与相关要素演化的参考依据。

其三，多元场景新型文化消费的适配分析及典型实践调研。在分析影响机理基础上，结合文

化消费场景分析，探析新型文化消费的优化路径，通过数据要素动员结构方程模型路径与组态路

径的对比推衍，探索新型文化消费能力演化路径。同时对文化数据要素激活的典型案例等情况开

展调查，考察现有文化消费的制度性话语与相关实践的路径依赖及合法性来源，研究面向场景融

合的新型文化消费的内在治理逻辑，以及其对多元场景融合的新型文化消费适用性及可持续性。

其四，新型文化消费行动主体角色职能与制度逻辑探讨。依据新型文化消费影响因素反推行

动主体，从不同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分析不同行动主体的角色和职能，探讨多元主体制度协同

推进新型文化消费治理的方式，特别是作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文化消费主体如何实现与文化

供给主体的互动，作为协调行动主体行动及方式的参考依据。

其五，新型文化消费能力提升的机制设计与优化。以新型文化消费能力模型、治理能力成熟

度和不同行动主体角色为依据，设计面向多元利益主体的纵向演进与横向协同的新型文化消费能

力提升机制。同时，基于对真实案例的行动研究，结合模拟仿真工具对治理要素及其关联进行分

析，进而揭示治理机制优化路径，推动文化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与动态激活。

以新型文化消费能力作为文化消费机制设计的依据，通过消费能力影响因素反向推演相关主

体的角色、职能及其协同机制，有望通过融合经验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研究思路来实现对新型文化

消费问题的探索性创新。激活文化数据要素，促进新型文化消费，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

重要方向。面向未来，学界和业界要紧抓数字化机遇，深入挖掘文化数据要素的价值潜力，以人

的能力为出发点，来有效推动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