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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以及乡村文化数字化发展韧性逐渐增强。2021年，

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了52385亿元，比上年上

涨了0.1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6%。数字文化展现出

的良好前景，正在成为文化产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支撑，为加快推动乡村文化数字化发展，带动乡村全

面振兴提供强劲动力。

3、从文化传承的视角来看，文化数字化对乡村振兴

而言必不可少

数字技术能够让乡村文化产业资源得到充分应用，

通过文化数字化的推进可让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更加

宽泛、多元化的传承。 [5]数字化主要具有融合性、创新

性 、 共 享 性 的 独 特 优 势 ， 不 仅 能 传 播 乡 村 优 秀 传 统 文

化，还能深化挖掘传统村落、乡村文物、非物质文化遗

产等资源内涵，促进乡村文化新业态的涌现。如依靠多

元化数字平台，将文学艺术、村史村志、传统工艺以及

文化名人等与村庄发展相关的文化资源，在现代化信息

技术支持下以音频、文字、图片或视频等方式来扩大宣

传范围。并且部分数字化平台来还进行了三维、全息沉

浸式体验场馆创建，从而对乡村传统文化有更全面的掌

握。乡村数字文化产业为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

积极作用，也为乡村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化数字化发展的着力点

1、文化数字化的政策体系供给仍需完善

在加快推进乡村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要做好

顶层设计外，还要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大局来谋划，结

合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乡村产业发展结构、技术和人才

保障能力，因地制宜地优化乡村数字文化发展政策，形

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乡村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机制。

目前，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以及专项

法 规 配 套 不 足 ， 数 字 化 转 型 步 伐 尚 未 跟 上 乡 村 产 业 发

展。随着社会环境和村民精神需求日益变化，乡村文化

服务供给与村民需求脱节，文化服务的持续性、精准供

给等基础性作用体现不充分，例如，乡村公共文化建设

相对迟缓。一直以来，国家大力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尽管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一些地方还存在政

府供给与村民需求脱节的现象。乡村文化公共基础设施

利用率低，乡村文化人才不足，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没有

体现乡村特色，还不能引起村民的认同与共鸣。

2、文化数字化助力文化传承与延续不足

文化数字化是数字农村建设的短板。数字技术难以

融入乡村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效率不高。在建设数字乡

村并推进数字文化产业的过程中，虽然数字技术为非遗

保护提供了新的平台，但是难以将数字化思维运用在文

化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囿于传统的文化体制，尽管乡村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传承人的发源地，但乡村文化产

业发展的制度创新针对性不强，弱化了数字化支撑乡村

文化产业转型，从而使乡村文化传承与延续滞后。对网

络上现有的文献资料以及其他相关报告进行整理，发现

在文化传承方面进行相关APP或网站等数字化端口创建的

情况非常少，又因数字化内容形式单一，缺乏吸引力，

故而很少有人进行浏览或下载，因而非遗数字化传承工

作并未取得成效。

3、文化数字化本土人才资源相对短缺

人才缺乏是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局限点之一，尤其

是本土人才缺乏更是成为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阻

碍。根据国家农业农村部针对创业创新开展调查所公布

的结果得知，我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创新的人员在2021

年时有1120万人，和2020年相比提升了110万人，但仍无

法满足文化数字化发展需求。因为乡村文化产业具有独

特性、地域性、历史性、生活性的地方文化为基础的产

业形式，其数字化转型要求相关人员既要有专业素质，

也要有数字素养与技能、数字化应用和数字化技术多个

层次的知识，因而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及培养过程远难

于一般领域。此外，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带动行业增收，

但薪酬普遍低于互联网等其他行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本土数字化人才流失。

4、文化数字化互动有待进一步提高

公 众 的 内 在 参 与 动 机 不 够 。 公 众 在 推 进 乡 村 文 化

数字化发展中的积极性低下，未将数字技术多元创作方

式以及技术本身的交互性特征给予展现。传统乡村文化

产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偏低，公众相互间的互动感不足，

所以公众文化体验感、参与感低下，必然阻碍了乡村文

化传播影响力。现今，不少乡村数字平台创建方面缺乏

新意，只是肤浅、零碎地对本土文化给予传播和解读，

或仅通过枯燥文字描述与图像展示来对传统手工制作技

艺、乡村文化和民俗活动进行展示，故而在效果以及情

感体验方面无法让公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在这种形

势下，公众主动参与积极性不高，难以培养和提升公众

的乡村价值认同和归属感，那么乡村数字文化产业就难

以取得实质上的成功。

乡村文化数字化发展的推进路径

1、把握导向共促乡村振兴发展合力

《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创

新发展乡村数字文化，包括营造乡村网络文化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