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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化馆资源和技术基本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19 年 3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 2019 年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在

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科技教育司指导下，全国文化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文

标委”）归口申报的《数字文化馆资源与技术基本要求》（以下简称“该标准”）被列入本

批计划，标准计划编号为 20191089-T-357。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提出，由全国文化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390）归口。本文件起草单位：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马鞍山市文

化馆、北京大学现代公共文化研究基地、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宁波市

文化馆、成都市文化馆、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

二、标准起草的背景和意义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和《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

革规划》中均明确提出，十三五时期要加快数字文化馆建设，《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

数字文化建设规划》提出，到十三五末，副省级以上文化馆普遍完成数字化，50%以上市县

文化馆提供数字化服务，全民艺术普及云基本形成。

数字文化馆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群众文化资源、提供全民艺术普及服务、管理文化

馆业务的数字化服务系统和互动体验空间，是近年来文化馆服务与职能拓展的有效手段。从

2015 年开始，中央财政公共数字文化专项设立“数字文化馆”项目，目前已有六批次 110

余家文化馆纳入了中央财政经费支持的数字文化馆建设项目，其中副省级以上文化馆 48 家，

市县级文化馆 70 余家。

当前，进入“十四五”时期。2021 年 3 月 8 日，《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提升数字文化馆网络化、智能化

服务水平，整合利用全国群众文化活动资源，打造分级分布式数字文化资源库群，优化资源

结构。”文化馆跨步进入以“全民艺术普及和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为己任，着力树立

文化馆行业形象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以“互联网+文化馆”为抓手，全面推动文化馆服

务模式创新转型；以供给侧改革为引擎，促进优质产品和服务供需精准对接；以短视频和网

络直播等新媒体手段，加强文化馆服务传播的渗透力和适用性。当然，各地数字文化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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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工作中也面临瓶颈，比如缺少资源和技术的基本要求，数字资源的分类、版权、建设、

共享、技术平台的网络环境、软硬件设施、运行保障、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等方面缺少参

照的标准，制约了文化馆在发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方面的整体作用，对数字文化馆有效服务

带来隐患。

针对当前各地数字文化馆建设缺少资源和技术规范的问题，该标准拟从数字文化馆建

设与服务角度出发，对数字文化馆数字资源建设、分类及版权，技术平台建设与运行保障，

数据采集、分析和应用等内容提出基本要求，为全国各级文化馆的数字化建设和服务提供基

本遵循。

本文件适用于县及县级以上文化馆的管理，街道（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社区（村）

文化中心等也可参照使用。

三、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及其确定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是在数字文化馆建设经验以及标准化服务调研的基础上，本着科学、适度、

易行、简明等原则，一方面考虑数字文化馆标准的前瞻性，一方面考虑数字文化馆建设实际

情况，同时听取多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起草组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该标准的制定将针对目前数字文化馆建设中缺少标准规范的问题，拟从技术和资

源方面加以规范，让数字文化馆建设者有章可循；

二是，该标准的制定以保障广大群众的基本公共文化权益为根本，以提高资源服务效能

为重点，提出适宜并有一定前瞻性的要求，以提升数字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为目标，促

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均等化；

三是，该标准在内容上讲重点围绕资源和技术等关键环节，综合考虑数字文化馆建设实

际情况，总结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提炼共性要求。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了以下内容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5070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安全设计技术要求

GB/T 28448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

GB/T 32939-2016 文化馆服务标准

四、标准编制过程

（一）成立标准起草组

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从发展中心及北京大学现代公共文化研究基地、马鞍山市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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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宁波市文化馆、成都市文化馆、苏州市公共文化

中心选取相关同志组成编制小组，主要负责标准研讨、修改及完善工作。

（二）形成初步的标准草案

自 2019 年起，召开多次标准草案研讨工作会，明确牵头单位、参与单位的职责，并组

织成立标准研制工作组，动态邀请相关专家参与研究讨论。

此外，通过研讨会明确标准性质和标准定位，此标准是文化馆的数字服务中对资源和技

术的基本要求，为数字文化馆的顶层标准，内容上宏观处理，给具体标准预留空间，并结合

文化馆实际情况确定，数字文化馆建设不仅仅是体现资源的存储和播放，也考虑线上活动的

策划，用网络语言包装文化馆的惠民活动，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同时要增加线下活动在

线上的扩展和延续，如数字展览馆等。

当标准草案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召集参与研制的成员，密集地对标准进行调整、优化。

在 2020 年 12 月广东东莞举行的全国文化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0 年度工作会议上，全体

委员对《标准草案》进行审核，认为该标准基本成熟，内容完善。

在标委会委员建议的基础上还进行了不断的完善和修订，并于 2021 年 1 月形成初步的

标准草案。

（三）形成征求意见稿

标准起草小组多次邀请专家对草案进行修订，所邀请的专家来自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国家图书馆等机构，并邀请了来自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浙江

省文化馆、重庆市群众艺术馆等，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度，对标准进行充实和完善，形成

目前的征求意见稿。

五、标准主要内容

该标准以数字文化馆工作内容为基础，搭建出数字文化馆线上线下数字服务的基本框

架，对数字文化馆的数字资源建设、技术平台运维等做出规范。适用于县级及以上文化馆建

设和维护数字文化馆的相关管理，街道（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社区（村）文化中心等

也可参照使用。

数字资源建设以全民艺术普及为重点内容，统一标准，突出地方特色；资源分类标准需

通过资源标签实现；围绕文化馆业务工作，加强数字文化资源的采集和应用，提升资源自加

工能力,加强数字文化资源的创作生产和传播应用。

技术平台，规定建设数字文化馆项目所必须的网络环境、软硬件平台建设、信息安全管

理及运行保障机制，用于支撑文化馆结合自身职能和当地特色文化内容开展资源建设、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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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服务、推进在线虚拟展馆、数字文化体验实体空间建设、支持群众通过网络途径参与群

众文化活动等工作。

该标准还提出了数字文化馆技术平台参考数据项，包括信息类资源、网络直播、艺术欣

赏、培训课程、文化活动、场馆、图书、志愿服务、展览展示、用户信息、图片资源等方面。

六、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序及水平说明

无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因而本标准制定过程未启动采标程序。

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具有文化艺术普及职能的机构，如日本政府支持在各地市、

县乡、村建有“公会管”和“会馆”，保证了群众文化的阵地基础，职能和效用与我国文化

馆基本相似；美国圣伊格内修斯学院的 Michael Umphrey 教授于 2007 年所著《社会教育的

力量》，描述了当代美国文化设施的建设与利用，明确了以公众服务为核心的文化建设意识，

与我国的基层文化馆建设目标是一致的等等。如此，满足基层群众的文化艺术普及等需求的

公共文化建设，在发达国家不仅得到政府的普遍重视，并已成为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是，因为发达国家在资金建设、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模式上已形成了完善体系，我国

与之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差距，因此不可盲目照搬，要结合我国国情，通过分析与研究，建立

起我国的标准化建设体系。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相关专利。

九、贯彻国家标准的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各级文化馆是标准实施的主题，为促进其准确理解和执行标准，标准发布后，建议组织

相关的培训、论坛等形式推动标准的落地实施。同时，建议分层级落实，由部分条件基础良

好的文化馆先试行，形成相关的推广经验后，开始大范围推广。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1 年 6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