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库、“一带一路”数据库等数据

库矩阵，为推动经济和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更高效的智力支撑。

相对于传统出版而言，数字出

版能够提供更为丰富和生动的叙

事能力。因此，集团十分认同一个

理念，就是一切优秀的文化内容都

有必要以最新的表达方式予以再

生产。在实践路径上，概括起来主

要是12个字——“活化内容、触达

用户、回归阅读”。具体来讲，就是

通过内容活化，把书中最有价值、

最有教育意义的内容转变成场景，

在场景体验中，用户可能会对某一

个知识点产生兴趣，进而可能会通

过寻找图书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从而形成从场景到阅读，由阅读到

新的场景，由新的场景再到新的阅

读的螺旋上升过程。

在这个方面，国内出版同仁已

经有了很多成功的探索。比如中

华书局研发了苏东坡元宇宙数字

人，不仅进一步传播了东坡文化、

诗歌文化，也在城市宣传、文旅赋

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又比

如，江西出版集团以滕王阁为载

体，打造了一批围绕江右文化与历

史人物的数字体验项目，让游客可

以跨越时空与古圣先贤对话。这

些案例都值得学习借鉴。

出版业是知识服务业，三百六

十行，行行离不开出版，出版能为

各行各业提供各种问题的解决方

案，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丰富的

新鲜的大数据。这些大数据，既包

括非结构化数据，也包括产品运营

过程中与用户互动产生的结构化

数据。这些既是重要的数据资产，

又是让出版业的供需精准对接、产

业高效运转的基础资料，还是未来

训练人工智能的语料。

因此，出版人强调的科技价

值，一直围绕着数据二字：一是数

据设施，要加强统一的数据中台等

技术基座建设。二是数据源头，注

重在出版服务中抓取数据，又以数

据反馈更优质的服务。三是数据

运用，布局大模型建设，刚才分析

过，出版业和大模型有着很深的渊

源，属于近亲。所以出版人应对生

成式人工智能（AIGC）发展的潮流，

不能仅满足于学AI和用AI，还要把

功夫下在造AI上。

众所周知，大模型的三要素是

算力、算法、数据。作为出版单位，

算力不是我们的优势，但可以依托

数据优势，研发与内容紧密相关的

应用型算法，赋予算法以价值观。

依托集团丰富、准确的知识内容，

构建垂直领域的智能系统。比如

励讯集团，近年来围绕科研领域、

医学临床领域、法律领域推出了三

款服务于垂直行业的AI产品，这是

出版业参与AIGC的典型案例。

文化企业既是一个个市场主

体，又是一个链群、一个集群。特

别是在分工细化的趋势下，任何企

业都不可能做到“包打天下”，只有

本着“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和“不

求所有，但求所链”的原则，积极与

发展中所需的各种资源要素进行

合作，才能最终实现自身的战略目

标。出版企业虽然有着内容资源

优势，但也存在技术、创意方面的

短板和不足。比如，2022年，中原

出版集团启动了价值共生的产业

生态系统的构建工作，组建了河南

省首个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创新联

合体，引进了60余家优质企业和单

位，初步形成了产学研用协同的创

新体系，并产生了良好的合作效

应。集团和腾讯云联手打造了“豫

教大模型”，将系统内优质教育资

源与腾讯混元模型结合，为学生和

教育工作者提供个性化服务，以具

有河南特色的教育出版模型，实现

孔老夫子两千多年前的“因材施

教”夙愿。

除了以上四点，体制机制永远

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文化体

制机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也为文化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

求。在数字出版的机制保障方面，

外研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等单位通

过“内部共生”“复算”“双计”等机

制，让传统部门和数字部门业务深

度融合，并且在收益、市场上充分

共享，形成了共赢发展的良好态

势，推动了数字出版业务的高速增

长。凤凰出版集团根据 IT行业特

点，在凤凰数联等公司探索技术员

工持股，为数字化转型积蓄了人才

力量。H
（作者系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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