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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盘和林 

 

12 月 3 日，不一样的剧情式晚会“喜马拉雅之夜 2021 幻音之旅”亮

相，喜马拉雅第六届 123 狂欢节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在线内容消费盛会，

今年的 123 狂欢节，喜马拉雅将内容消费体验再次升级，在喜马商城首次

上线实体书，并联合站内声音专辑，打通“听”与“看”，带来了边听书

边买书的内容消费新体验。在媒体深度融合的整体背景下，喜马拉雅打破

了传统“耳朵经济”的典型应用形态，促使了文化产业的场景再造，更推

出了一款款经历了深度融合的数字赋能的文化产品。 

其实，文化和旅游部在 2021 年《“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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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曾明确指出，将加大推进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力度，促进文化产业新

业态提速。这一政策指引下，以数字创意加速文化资源整合，以数字营销

助力文化消费升级，正在成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目

标与方向。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极为丰富、极易获取和极低成本，正如喜

马拉雅充分运用音频内容的碎片化、场景化和移动化的特征，将移动音频

产品与多种碎片化场景的融合，丰富了文化产业应用场景。同时，也推动

催生了文化产业商业新模式、营销新渠道和消费新习惯。结合数字技术和

数字经济的潮流，聚焦“互联网+文化”的新型业态和新消费模式，数字赋

能文化产业新业态，归根结底在于破圈、跨界和融合。 

其一，在营销模式上破圈，盘活自身优势力量，挖掘数字技术的分析

能力。数字技术不仅可以赋予文化产业新的内涵，更为文化创意内容销售

模式增添了新的渠道。这是因为数字技术具有探知消费者阅读习惯和文化

偏好的强大能力，有助于赋能消费者和扩大消费规模。具体来看，可基于

平台和稳定消费者，利用大智云移（大数据、AI 技术、云计算、移动互联

网）等向文化产品设计、产品推广营销等环节提供计算分析支持，从而实

现了解消费者文化诉求并由此创作出文化和市场双赢的优秀产品。 

艾媒咨询相关预测显示，2021 年至 2022 年，中国在线音频用户规模

分别增至 6.4 亿人、6.9 亿人。在这样一个规模基数下，提高活跃度和渗透

率，关键的一点是怎样挖掘消费者的需求。在这一方面，喜马拉雅通过分

析消费者的文化消费习惯，将产品融入到包括汽车、智能音箱、智能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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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硬件终端应用，融入了消费者喜好的应用场景。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的推

送模式，另一方面也实现了更精准、高效的内容匹配，将消费者文化获取

成本降至了最低。 

其二，在产品设计上跨界，聚焦优质文化内容，发挥数字技术的连接

能力。数字技术的连接使得文化产品能够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这就突破

了文化产品设计的界限障碍，让更多有才华的普通人有机会成为创作者。

即使在文化创作“专业”能力不足的人群，也能通过如喜马拉雅等平台提

供的云剪辑、AI 文稿、云剪辑、智能封面等技术手段，孵化个人创意，将

极富创意的灵感转化为文化产品。这就使得用户不但能够通过平台实现文

化消费，也能通过平台使自己从文化产品的“消费端”转变为“供给端”。

从另一角度看，数字技术的高连接能力和传播的广泛性，使得创意创作者

更加关注自己产品的原创性和文化内涵等。这种模式也会通过平台传递下

去，让更多的创作者能够吸取“灵感”进行再创作。 

其三，在产业规划上融合，合理配置文化资源，运用数字技术的智能

能力。不仅在文化创作和营销模式，也要将数字技术融合在文化产业管理

和运营上。凭借信息化数据处理技术设定智能化措施，智能能力的催生文

化产业资源配置和发展布局的灵活性。在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后，思考

如何开发出新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从而形成供应链齐全、各要素集中、

富有创新活力的新型产业集群。如上海金桥地区以“文创+在线新经济”为

特色，集聚了华为上海 5G 创新中心等四大开放平台、车娱智能“5G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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