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典：国家文物局低调叫停背

后, 一个巨量产业的双重挑战

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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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刘典 

【导读】近年来，一些博物馆推出以珍贵文物为原型的特色文创产品，

有的还借助数字技术打造数字文物产品，迅速在网络走红甚至被爆炒，其

中也不乏争议。今年以来，国家文物局召开数字藏品有关情况座谈会，鼓

励社会力量通过正规授权、利用文物资源开展合理创新创作，同时也明确

文博单位必须坚持公益属性，确保文物信息安全，不能直接将文物原始数

据作为限量商品发售，并建议消费者远离因盲目炒作而产生的风险。这一

情况从侧面反映出，我国数字内容市场已有相当规模，兼具文化与经济双

重属性的数字内容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本文指出，发达国家自 20世纪 30年代就已经在开发内容贸易，美英

法德四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近年来，国内数字内容贸易发展迅速，但面

临产业内容不完善、业态布局不均衡、产业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就国

内市场来看，行业上，集中在娱乐和游戏领域；地域上，头部企业和市场

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从出口的角度来看，也存在产品单一和

文化差异大的问题。作者认为，发展数字内容贸易，应充分发挥市场和政

府的双轮驱动效应，通过市场融合与政府引导，扶持数字内容企业发展，

打造有利于数字内容产业全面发展、产业对外贸易竞争力增强的良性数字

生态，培育参与全球数字内容贸易竞争的能力。 

本文原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 1 期，原题为《推动中国数

字内容贸易繁荣发展：进展、挑战与路径分析》，由作者授权发布，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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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推动中国数字内容贸易繁荣发展： 

进展、挑战与路径分析 

▍全球数字内容贸易现状 

数字内容产业是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而产生的新兴产业，数

字内容贸易是以数字内容产业为载体形成的国际数字服务贸易。随着数字

经济、线上经济、文化消费等新业态、新模式逐渐普及，数字内容贸易正

在逐渐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引擎，也成为各国贸易竞争的重要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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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贸易的全球分布格局来看，发达国家仍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

发达国家具有强大的经济体系、丰富的物质与人力资源、充足的资本与技

术投入以及先进的信息技术服务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资本与文

化输出的历史更久，其利用大众传媒和文化作品向全球传播，一定程度上

垄断了国际文化话语权与全球流行文化内容生产的方向，并培育了稳定的

文化消费市场。这些因素为发达国家在全球数字文化市场中取得先发优势

起到推动作用。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欧美国家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就开

始为发展数字内容行业奠定基础，2015年，美国数字内容产业市场规模达

到 6029.73亿美元，英国达到 894.28亿美元，德国达到 857.12亿美元，

法国达到 634.93亿美元。这四国集聚了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集团，

在世界上的话语权愈发凸显。 

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也在数字内容贸易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发展

潜力。虽然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数字内容贸易份额中占有的比重相对较小，

但由于产业经营时间短，同时有发达国家的先发示范作用，所以未来的发

展空间较大。以印度为例，据 2018 年《印度娱乐媒体行业报告》显示，

自 2012年以来，印度数字娱乐类市场份额在 6年中从 13%增长到 76%，

呈直线增长模式，未来增速有望达到 27%左右，与此同时，预计欧美市场

的增速则有所放缓，分别为 16%和 19%。印度的数字音乐领域从 2015年

开始市场规模增长迅速，从 108亿印度卢比（约 1.45亿美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161亿印度卢比（约 2.16亿美元），预计未来也将保持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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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数字内容产业同样发展迅速，据《2020—2021 中国数字出版

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国内数字出版业整体收入规模为 11781.67

亿元（约 1700多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9.23%，其中网络动漫收入为 238.7

亿元（约 37.39亿美元），网络游戏收入 635.28亿元（约 99.52亿美元），

移动出版（移动阅读、移动游戏等）达 2448.36亿元（约 383.57亿美元），

在线教育 2573亿元（约 403.1亿美元），互联网广告 4966亿元（约 778

亿美元），中国正在成为国际数字内容贸易的核心市场之一。 

随着“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战略的实施推进，中国数字内容贸易

整体上呈现出向好向优的发展态势，数字影音、网络游戏、数字出版、移

动内容等领域增长迅速且国际化程度逐渐加深，成为世界数字内容产业大

国。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构建数字内容贸易生态体系，已成为“文化强

国”“网络强国”战略下增强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培育塑造国际合作新

优势的关键抓手。发展数字内容贸易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内涵。第一，

可以将数字内容贸易看作是数字内容产业的延伸，通过内容衍生业务。由

于数字内容产品自身包含了大量信息，正逐渐成为研究、健康、教育和社

会服务等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内容的创作、收集、管理、存储、传

输和获取等，在各产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商业

利益、创新和发展空间。具有交易价值的数字内容的经济价值正在不断凸

显，既包括无形产品，如数字电影、音乐、视频游戏、软件等在内的数字

化信息，也包括来自文化产业产品和信息交流技术产业的融合服务，通过

内容付费、衍生业务等方式变现。因此，伴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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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内容产业持续演变，积累用户并扩张产业边界，形成数字内容贸易。数

字内容贸易作为数字内容产业的延伸，为数字内容产业带来的流量和关注

度提供了变现的有效途径，是数字贸易生态的核心环节。 

第二，数字内容贸易活动涵盖了数字内容产业链上下游的数字经济生

态。既包括原始的信息服务与数字出版产品，也包括其向下衍生出来的更

多的商业场景，如数字游戏、电脑动画、移动内容、数字影音、网络视频、

移动直播等细分产业。数字内容贸易在文化消费与全球化背景下蓬勃发展，

是一种强调创新、个人创造力、文化艺术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型商业实践，

既在全球数字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进一步加深了跨国数字

经济业态与文化消费的日常纽带，形成数字内容贸易生态。从产业链条来

看，数字内容生态贸易系统包括上游的硬件设备制造商和软件开发商、中

游的内容创作和数字加工企业以及下游的运营商和终端客户等。 

与传统内容产业贸易相比，数字内容贸易的最大区别在于贸易方式的

数字化和贸易对象的数字化。贸易方式的数字化指数字技术与贸易的深度

融合，为贸易带来数字对接、数字交付和数字结算等新型贸易方式和工具；

贸易对象的数字化指将原本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以数据的形式转变为网

络上储存的要素、产品和服务。相比传统内容产业通过实体物品实现商品

流转，数字内容产业利用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即可完成交易，如互联网、移

动无线网络等，并通过跨平台数字贸易实现各个产业之间的互联互通，展

现巨大规模的产业集群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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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内容贸易的发展现状及挑战 

在全球数字贸易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繁荣数字内容贸易对中国优

化经济结构、推动数字经济繁荣发展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 3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下文简称“十四五规划”），其中明

确提出要“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

文化消费模式，壮大数字创意、网络视听、数字出版、数字娱乐、线上演

播等产业”，“积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开拓海外文化市场，鼓励优秀传

统文化产品和影视剧、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走出去’”。 

数字内容贸易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兴增长点。由于互联网和数字技

术的快速普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带来的消费结构变化，高质量、

多样化、注重精神生活的新型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国际传统的商品服务贸

易在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之下恢复缓慢，数字内容贸易成为全球经贸复苏与

中国经济在未来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的重要支撑。 

目前，我国的数字内容产业细分领域不断完善，传统内容产业数字化

与数字内容产业发展进一步融合，数字内容产业体系日益健全，内容生态、

产业规模、市场容量等方面继续呈增长态势，形成了能辐射带动地区发展

的数字内容贸易城市枢纽。从行业布局和空间布局的角度分析数字内容产

业的发展现状，并探讨未来应调动哪些积极因素向构建良性数字内容生态

的方向演进，以推动中国的数字内容贸易高质量发展，是本文的重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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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一）中国数字内容贸易发展现状 

1．多面开花：数字内容产业各细分领域贸易蓬勃发展。从产业结构来

看，中国的数字内容产业正在进入各细分领域蓬勃发展的高速增长期。目

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泛娱乐、泛教育、体验感等为特色的数字内容产

业生态，涌现了一批世界级的数字内容企业，数字内容产业逐渐成为推动

中国文化产业振兴与文化强国的重要支柱。数字内容产业各细分市场的规

模与用户总量整体均呈上升趋势，各具亮点。 

数字视听领域是文化内容产业与数字化新媒体相融合的新型成果，也

是流量经济的典型代表。在数字视听领域中，一部分是传统媒体与数字技

术融合形成的产物，如数字广播、数字电视、数字电影等；而另一部分则

是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以新媒体平台为基础的新兴视听业态，如

直播带货、视频等，具有广大的网民群体与市场基础。截至 2020年年末，

中国有 8.73亿短视频用户，6.17亿网络直播用户，5.18亿网络游戏用户，

音乐内容用户规模达 6.58 亿，数字新闻内容用户达 7.43 亿。中国市场正

在成长为全球范围内数字内容贸易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数字内容贸易在高速发展、全面推进的同时，也面临着产业内容不完

善、业态布局不均衡、产业整体竞争力不强的问题。第一，以娱乐为核心

的数字游戏、数字影视、数字音乐等数字内容产业增长明显较快，但内容

不规范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低质信息在网络空间流动，影响了网络生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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