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赋能，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智

能化、高效化的文化服务。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出版业，是

以数据、算法、算力为核心要素的

服务产业。传统出版业在长期发

展中积累了海量的内容资源，迫切

需要科技赋能，通过建立垂类大模

型，全面进行数据转化，实现内容

资源向数字产品转化的“惊险一

跃”。当前，国内出版垂类大模型

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通用大模型

主要用于提升编印发各环节的质

量与效率，与传统出版的内容深度

融合不够，缺乏记录出版全流程的

核心数据，数字化转化的动力和能

力不足。未来，人工智能对出版业

不仅是技术赋能工具，出版业对人

工智能也不仅是语料供应商，二者

将是技术与内容一体融合、投入与

产出一体推动的经济共同体。出

版企业或“出版企业联合体”，通过

建立契合出版的垂类大模型，开发

更多基于平台的商业应用场景，让

出版平台从技术中台跨越为多形

态内容分发、多场景文化体验的消

费终端，有效构建智慧出版商业模

式。同时，积极融入国家文化数字

化战略，建立全面共享、逻辑关联、

快速链接的出版大数据体系，让出

版数据精准服务于文博、文旅、文

教、文娱、文创等“文化+”业态，加

快推动现代出版业向多元服务集

成商转型。比如，四川民族出版社

打造“第三极”智慧出版云平台，积

极构建国内首个民族文化生态联

盟，通过链接37家民族出版机构多

语种内容资源，建设民族文化出版

垂类大模型，实现民族文字出版的

多业态传播和多场景应用，让大家

共享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产品。

出版在历史的长河中走过了

石与木、铅与火、光与电的时代，正

处在数与智融合的深刻变革中，但

无论出版的业态如何演变，其传承

历史、传授知识、传播文

化的核心使命不会变，人

们对优秀出版物的需求

不会变。在数智技术催

生未来出版产业发展的

关键时期，既需要出版机

构应时而变，顺势而为，

加快数智融合创新步伐，

更需要行业内外、社会各

界携手共建开放共赢的

合作模式和健康有序的

行业生态。比如，面对内

容资源分散、版权利用度

不高的问题，通过联合共

建版权数据库，激发数据

的叠加效应，打造更多的创新应

用。针对内容创意、数字技术及互

联网运营人才短缺的问题，可以采

取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产学

研用一体的合作机制，开展有组织

的科研攻关、有目标的人才培养，

让教育和科研资源精准匹配产业

发展的需求。再者，出版作为内容

提供方，要确保优质内容应有的价

值，需要与内容传播平台共建合理

的商业合作模式，实现优势互补、

多方共赢。同时，面对数字技术快

速迭代带来的版权保护新挑战，以

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归属

等新问题，需要加快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明确界定数智融合产品著作

权的归属原则，推动建立文化数据

交易平台，强化版权溯源与保护，

破解共性难题，携手共育健康的行

业生态。H
（作者系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新华文轩出

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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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融合催生新业态，迫切需要
拓展出版服务领域

数智变革任重道远，迫切需要携
手共育行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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