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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数字化背景下，公共艺术的媒介形态与社会功能持续演化，成为城市空间文化建构和公众参与机

制革新的重要议题。为系统呈现数字化公共艺术的研究全景，采用CiteSpace对2010~2024年国内外相

关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研究表明，该领域经历起步、拓展与融合三个阶段，呈现由技术驱动向空间

机制深化的趋势。研究聚焦媒介表达、空间嵌入与公众参与三大核心维度，通过对比揭示中外路径差异，

以期为数字语境下公共艺术赋能我国城市更新战略提供实践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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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global context of digitalization, the media forms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public art continue to 
evolve, becoming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space culture and the innova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To systematically present an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on digi-
tal public art, this study employs CiteSpace to conduct a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of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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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from 2010 to 2024.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is field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initiation, expansion, and integration, showing a trend from technology-
driven development towards a deepening focus on spatial mechanisms. The study focuses on three 
core dimensions: media expression, spatial embedding,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rough com-
parison, highlights the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path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his re-
search aims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empowering public art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
newal strategies in China within a digit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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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阶段，公共空间成为城市更新的关键场域，其品质提升

面临更高层次的文化表达与社会协同需求。作为激活空间文化与提升人文体验的重要方式，公共艺术成

为城市更新的重要议题之一[1]。党的二十大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做出决策部署，“十四五”《关于推动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国家政策文件均明确将“打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推动城市结构

调整优化和品质提升”作为重点任务，数字化公共艺术逐步纳入城市更新、文化治理与公共服务的战略

体系中。 
自 2010 年迈入网络社会和大数据时代以来，数字化正加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整个社会生活被数据

设计得更高速有效，社会生产实现了由机械生产到数字生产的升级。公共艺术功能逐渐从传统景观陈设，

嵌入城市治理、社区协作与文化建构等多重机制[1]。在数字媒介推动下，公众在其中的参与也从感官互

动逐步发展为“情感共创”与“内容共生”，实现从“为公众”向“由公众”生产的转变[2]。从全球视

野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公共艺术法律体系，尤其通过“百分比艺

术”等强制性政策条款，将公共艺术制度化地融入到城市空间与大众生活中，并影响至全球范围。而中

国的公共艺术则是在自身历史与社会语境下逐步发展，艺术家将传统文化和外来艺术进行融合，形成了

具有自身特色的公共艺术表达体系[3]。当前，相关领域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4]，并逐步构建起一个

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域的协作网络[5]。在全球公共艺术治理日益多元的背景下，系统梳理和对比国内

外数字化公共艺术的研究脉络与趋势，既能帮助我国明确自身优势与不足，又能有效汲取国外的经验教

训，以更有针对性地推动数字公共艺术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运用 CiteSpace 对国内外数字化公共艺

术相关核心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聚焦媒介表达、空间嵌入与公众参与三个维度，探讨中外研究的异

同与演进路径，以期为中国数字化公共艺术的空间机制建构与实践路径拓展提供借鉴与参考，赋能城市

更新战略。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WoS)与中国知网(CNKI)，分别对应国际与国内学术研究成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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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数据代表性，2010 年作为全球进入信息网络时代的关键节点[6]，是公共艺术转向以数字创新为驱动

力的“3.0 阶段”[1]，因此时间起点设定为 2010 年，检索时间为 2024 年 10 月 23 日，聚焦数字化公共艺

术的系统演化趋势。在 CNKI 中以“公共艺术”“数字化”为关键词，选取 CSSCI、北大核心期刊、AMI、
WJCI 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高被引文献，经数据清洗获得 283 篇有效文献构成国内版块数据；在 WoS
中以“digital”“public art”为关键词，来源类型为 SCI、SSCI 和 A&HCI，经逐一筛选和去重获得 395 篇

有效文献构成国外版块数据。 

2.2. 方法 

CiteSpace 是由陈超美教授用 Java 开发的一款计算和引文分析软件，可绘制科技知识图谱，直观显示

知识领域的演变过程[7]。为系统梳理数字化公共艺术的核心议题与发展趋势，通过 CiteSpace 构建该领域

知识图谱，涵盖文献计量、突现词、时区趋势以及聚类分析，对比中外研究的异同，以探讨其在城市公

共空间语境下的发展特征与实践取向。 

3. 数字公共艺术研究进展 

3.1. 发文量分析 

中外学术界对数字化公共艺术的关注度整体呈上升态势(图 1)。国外研究起步较快，在 2014 年、2018
年和 2022 年形成阶段性高峰，这得益于以美国为代表的成熟艺术政策体系与基金资助机制[3]。2010 年，

美国在激励性区域规划政策中引入“自由量裁权”，确立“公共艺术评审”和“公共艺术指引”两大制

度，对全球范围内公共文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8]。ArtPlace America 在 2010~2020 年间投入约 1.5 亿美元

[9]，加上 2011 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EA)项目推进，此阶段大量城市数字文化项目落地[10]；相较之

下，国内研究自 2016 年起进入稳步增长阶段，2019 年与 2023 年出现明显跃升，形成典型的“政策驱动

型”研究路径。2011 年“十二五”首次提出“发展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将数字议题纳入国家文化战略；

2016 年“十三五”提出“推进文化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建设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开启数字化公共

艺术的制度化阶段。2019 年，《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提出打造融合展示、

参与和智能感知为一体的文化空间，明确“数字文化基础设施”在城市更新中的核心地位；2021 年“十

四五”推动“数字文化新空间”成为文化战略的重点方向[11]。 
 

 
Figure 1.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drawn by the author) 
图 1. 国内外文献发表数量变化(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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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为揭示该领域热点议题的动态演化，引入关键词突现图谱(图 2、图 3)对中外研究的突现强度与持续期

进行时序分析，并辅以时区趋势变化图谱(图 4、图 5)作为参考。结果显示，国内研究起步期(2010~2015)以
媒介引入和技术实验为主，关键词“城市设计”“多媒体”“艺术设计”“城市形象”“参与性”“体验”

突现时间较长，聚焦“数字–视觉–感知”的初步建构；转型期(2016~2019)“交互性”“数字媒体”“新

媒介”“地铁空间”“城市空间”“互动装置”“在地性”等概念涌现，数字公共艺术开始嵌入城市日常

空间，与城市更新、地方文化等议题交汇，呈现实践导向；融合期(2020~2024)“文化空间”“公共空间”

“数字影像”“公共性”“人文机场”“场所精神”等深层语义稳步升温，呈跨学科交叉、政策嵌入与情

感治理融合趋势，研究重心转向文化场域、公共治理与社会机制等宏观议题，或持续主导未来研究方向。 
国外研究呈“机制递进–跨域协同”轨迹，关键词呈现高强度、短周期的突现节奏。起步期(2010~2014)

以交互艺术为核心，呈现图像表达、情感体验与公众教育多元路径并行；中期过渡段(2015~2019)未出现

如国内般集中爆发的集群，长持续突现词“city”表明研究逐步向城市空间渗透；融合期(2020~2024)“user 
experience”“civic engagement”“public space”“urban planning”“platform governance”“cultural sustainability”
“politics”“comparative urbanism”高热度议题密集涌现，聚焦公众参与机制、平台治理结构、城市规划

制度与文化可持续策略。部分突现词热度持续至 2024 年，未来国外研究或将深入探索跨城市比较、政治

空间治理、平台文化再造等深层机制。 
 

 
Figure 2. Keyword burst map of domestic literature (drawn by the author) 
图 2. 国内关键词突现图谱(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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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Keyword burst map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drawn by the author) 
图 3. 国外关键词突现图谱(作者自绘) 

 

 
Figure 4. Time zone trend map of domestic literature (drawn by the author) 
图 4. 国内时区趋势变化图谱(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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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ime zone trend map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drawn by the author) 
图 5. 国外时区趋势变化图谱(作者自绘) 

3.3. 聚类与研究维度分析 

国内关键词聚类图中(图 6)，Modularity 值 Q = 0.8738 > 0.3，Silhouette 值 S = 0.97 > 0.7，聚类结构显

著且高效，反映国内研究存在高度聚集的主题区块；国外关键词聚类(图 7) Q 值为 0.841，S 值为 0.9648，
研究结构稳定且语义边界清晰。从聚类语义上看，中外研究主题主要有三类核心维度：媒介表达、空间

嵌入和公众参与(表 1)。对比得出，国内研究更多关注数字公共艺术的技术应用与空间功能，强调宏观层

面的技术驱动与空间嵌入；而国外研究更注重公众参与、文化议题和多主体互动，在社会治理与文化可

持续性方面展现出较强的多样性和探索性。 
 

 
Figure 6. Keyword clustering map of domestic literature (drawn by the author) 
图 6. 国内关键词聚类图(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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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Keyword clustering map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drawn by the author) 
图 7. 国外关键词聚类图(作者自绘)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research dimension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keyword clustering 
表 1. 中外关键词聚类研究维度划分表 

研究维度 国内关键词聚类 国外关键词聚类 

媒介表达 

#1 数字技术 
#2 数字化 
#4 多媒体 
#7 新媒体 

#2 sound art 
#5 mixed reality 
#7 interactive art 

空间嵌入 
#3 公共空间 
#5 场地性 
#11 沉浸 

#0 public space 
#3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4 creative placemaking 
#10 mobility 

公众参与 

#0 公共艺术 
#6 互动 
#8 公共性 
#9 交互性 
#10 交互 

#1 satisfaction valuation 
#6 cultural policy 
#8 aesthetic preferences 
#12 aesthetic judgement 

4. 从媒介、空间到参与：数字公共艺术研究的三维内容 

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促使公共艺术领域在媒介形态、空间实践和公众参与模式上发生系统性重构，

重塑其表现手法、空间逻辑与社会机制。为解析这一演变路径与内在逻辑，研究从三个维度展开：媒介

维度聚焦媒介形态功能与机制功能；空间嵌入维度围绕空间类型与空间语义进行剖析；公众参与维度则

考察主体身份与行为组织模式的演进。通过对比中外发展路径，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与政策环境下公共艺

术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优势与挑战。 

4.1. 媒介表达维度 

1) 媒介形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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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以雕塑、壁画等静态形式为主的传统表达，数字媒介促使公共艺术形式功能创新、表达逻辑

演变，拉近了城市空间与公众的关系[12] [13]。国内早期公共艺术通过 LED 光幕[14]、互动雕塑[15]、建

筑投影等技术[16]增强视觉表现，形成以光影效果为主的城市意境[17]-[19]。随着智慧城市建设推进，VR、
AR 等数字媒介在公共空间中营造沉浸场域，为艺术家带来更贴近公众的创作形式，也为公众带来更便

捷、更深入的交互体验，以作品引发人们深思进而转变为行动[20]-[22]，构建当代城市文化的对话界面

[23]，同时也服务于空间调度以及刺激城市商业经济[24] [25]。2020 年前后，人工智能算法的运用使感知

型媒介成为主流，并在智慧城市中广泛应用，媒介通过生理感应、行为捕捉和环境数据响应机制，实现

作品与人体状态、生态信息以及城市流动系统的实时互动[26]-[30]，例如武汉地铁站内的公共互动装置通

过采集行人声音、动作并即时反馈至显示屏，实现了高度沉浸与交互的城市视觉介入；而广州地铁则整

合 APP、AR 查询系统与导视功能，形成以“数据–行动”耦合的智能化媒介界面，突出其服务功能与城

市运维辅助特征。 
国外 2010 年前后提出媒介“非物化”与“多模态”转向理论，推动公共艺术向多维界面与社会治理

议题的拓展[31]-[35]。近年来，媒介系统普遍内嵌实时数据流与生态响应机制[34]，如巴西 Mulberry Trees
项目在城市道路中利用智能技术探索树木的行为模式和环境的互动，以数据驱动实时生成的视觉状态持

续“在场”，强化公共艺术与城市环境的联动性[32]。在美国、英国等地，数字媒介更承担了公共资源管

理、政策议题协商与社会公平促进的结构化任务[9]。国外公共艺术通过开放数据平台、算法透明设计、

公众协商系统完善文化可持续治理结构[35]。例如，美国费城的“CultureBlocks”开放数据平台，将城市

艺术与社会资源整合，辅助文化项目的公平决策；英国若干地方市政则与文化团体合作搭建“议事仪表

盘”，实现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可视化协商机制。 
2) 表达逻辑 
国内早期媒介以即时触发、感官反馈为主，缺乏持续性数据交互与协作机制，交互逻辑停留在浅层

次触发模式[36]。自 2015 年起，随着新型媒介技术与数据平台的发展，表达逻辑向协作平台转变，引入

实时数据反馈、用户生成内容与行为轨迹记录等机制[37] [38]。2020 年后，数据实时运算处理技术开始

应用于公共艺术领域，媒介平台支持多节点协作与内容共建，作品生命周期得以动态延伸[39] [40]。典型

案例如北京 751∙MR 公共艺术体验展“虫洞”，该项目基于混合现实技术，融合实体空间与虚拟景观，以

实时渲染与数据响应系统打造多视角、跨时空的沉浸式公共文化体验。观众不仅能通过 AR 设备或移动

端平台在物理空间中观察虚拟艺术作品，还能上传自定义内容、调节展陈形式，形成用户参与与协作共

建的机制。项目构建了一个具备内容可持续更新与跨平台呈现能力的数字文化空间，有效突破了传统公

共艺术的时空与形式边界，体现了数字化媒介向多节点协作与内容共生的演化趋势。 
国外，欧美城市的公共艺术实践更早引入平台逻辑，互动界面不仅承担信息传递功能，更作为社会

交往与文化协商的媒介[35]。2015 年以后，平台化表达日益深化，作品不仅接受公众输入，还通过开放

平台动态组织用户行为与城市空间数据，数字平台已成为连接艺术内容、公众互动与城市治理的核心机

制[9]。表达逻辑平台化使公共艺术从孤立作品转变为开放系统，媒介界面则演变为城市文化生产与社会

协作的动态平台[41]。CityDashboard 是一个在伦敦等英国城市部署的数字平台系统，集成城市环境、交

通、人口活动等实时数据，通过可视化仪表盘提供公众反馈渠道，推动文化政策的议题透明与社区共建，

体现出媒介界面向城市治理系统“嵌入”的表达逻辑[35]。 

4.2. 空间嵌入维度 

1) 空间类型 
从人流量聚集的广场、公园等公共空间，到如今研究历史街区、工业厂区等具有遗存价值的公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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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证明公共艺术不论表现形式或研究范围都在不断扩大[4]。早期数字公共艺术主要集中于广场、地标

性街区等城市显性公共场所，作为城市形象的附属设施。随着城市更新与文化建设的推进，公共艺术逐

步扩展到交通枢纽、商业综合体、步行街区等多元日常场域[25] [42]-[45]，并通过数字装置引导市民移动

路径与行为选择[38]。大型城市流动节点如地铁与机场等成为重要实验场所，尤其是 2019 年成为中国“新

国门”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强化了公共艺术与城市运行机制的耦合[44]。2020 年后，虚拟空间应用兴

起，数字公共艺术逐步覆盖复合性场域，与环境感知、用户行为及城市数据系统实现动态互联，空间类

型由单一性转向多元化，嵌入城市多层次流动与生活体系中[38] [39] [45]。 
国外多数公共艺术项目依托政府资助或基金支持，要求具有较高公众可见度和社会影响力，因此早

期主要集中于具有历史意义的传统公共空间以塑造城市场所精神[46]，也有部分在创意市集、街角 pocket 
parks 等，通过小规模数字装置激活社区认同[47]。2015 年左右逐步转向流动性更强的日常场域[35]，欧

洲将公共艺术引入交通枢纽、河岸步道等边缘性与过渡性空间，通过环境感知装置强化与城市动态系统

的联系[48]。欧美城市自 2015 年起开始大量发展基于平台的虚拟地景艺术，公众通过 AR 或数字地图界

面体验不可见的艺术场域，空间感知延伸至数据维度，与城市信息网络深度融合[46]。以英国布里斯托尔

的“Hello Lamp Post”项目为代表，艺术家将街灯、邮箱等日常城市基础设施转化为具有“个性”的 AR
交互终端，公众可通过手机平台与之对话，实现数据驱动下的虚拟交互场域体验，突破了传统地景的物

理边界。 
2) 空间语义 
国内初期数字公共艺术空间意义多停留在城市形象传达[17]。2015 年左右转向与地方文化叙事、社

区记忆的结合，通过数字叙事与环境互动构建在地性认同，赋予空间新的文化语义[49]。2020 年后，智

慧社区与文化街区的数字艺术项目普遍承担起社会认同构建与公共对话促进的作用，如北京大兴机场的

智能文化系统通过数据叠加与交互记忆模块，激活乘客与场所之间的情感联系，推动空间认同感重建[44]。 
国外早期公共艺术在场地中主要承担文化叙事与历史记忆激活功能。中期通过实时交互、数据可视

化等方式反映城市变迁、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的动态变化[33] [34]。近年来开始与城市治理议题深度耦

合，成为文化可持续议程与社会协商机制的触发平台。在欧洲多个项目中，公共艺术介入移民社区、边

缘街区，通过互动平台展现多元叙事与社会张力[9]。媒介嵌入使空间意义不断被协商、争夺与重塑，体

现出公共空间作为社会过程而非静态背景的特征。如英国曼彻斯特的“Moving Stories”项目将移民家庭

的个人经历转化为数字叙事，通过二维码扫描映射于城市建筑立面，引发社会关于迁徙、归属与多元文

化的公共对话。 

4.3. 公众参与维度 

1) 主体身份 
国内早期项目公众参与以“看 + 玩”式交互为主，作品通常基于预设感官触发机制，缺乏持续性互

动与内容干预能力，公众多以被动接收者身份参与[17]。2015 年后，引入基于用户位置、行为轨迹与情

境叙事的实时生成机制，公众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内容触发者与情境塑造者[21]。近年来，公共艺术突破物

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界限，为公众营造日常生活与艺术概念之间的缓冲区域，公众成为公共艺术的一部

分[27]。例如上海新天地广场的一项交互式 AI 艺术装置《I’M HERE》，系统会实时采集每一位观众的面

部图像数据并生成带有“社交画像”特征的数字艺术作品。观众既是作品的素材来源，也是生成逻辑的

一部分，从“凝视艺术”转向“成为艺术”。 
国外早期公众参与以感官体验为主，但部分项目已探索行为生成与数据贡献逻辑，如基于位置感知、

行为记录生成作品内容[33]。公众在特定情境中被赋予初步的创作权，展现出较国内更早的共建意识[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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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欧美多个城市项目引入公众行为轨迹、生理反馈、环境反应作为作品生成数据源，观众由被动体验

者转向作品共创者[50]。近年来公众在数字平台型公共艺术中以多角色身份介入，如议题发起人、数据贡

献者、治理协作者。纽约 CultureBlocks 项目与阿姆斯特丹 Participatory Urbanism 计划中，公众不仅塑造

作品形态，还参与议题设定与资源配置。 
2) 行为模式 
国内早期因缺乏协作性与社会性交互，公共艺术互动模式以短时个体体验为主，公众通常在装置前

进行简单触发后即离开，行为呈碎片化与偶发性[17]。至中期部分数字艺术项目引入多主体协同机制，如

群体声波交互、位置感应联动系统，促进观众之间的即时协作行为[24]。近年来，由于开放平台、众创机

制与数据共享流程的公共性与动态性，公众行为组织模式逐步演化为网络化协作[27]。如“虫洞”体验展

中，观众可通过在线平台提交视觉内容，系统将多用户行为数据融合为实时交互界面，并可动态调整展

演路径，实现分布式共创。 
国外，公众个体行为早期与环境数据系统初步联动，部分数字公共艺术作品采用行为轨迹捕捉技术

与多点感知系统，将公众的移动路径、声音输入、交互频率等作为生成视觉或声音内容的动态要素，使

公众行为超越了单纯的感官触发。例如，《Hello Lamp Post》通过城市日常物件与市民持续对话，记录并

反馈城市记忆的多样性，即以“公众行为数据”构建参与性空间结构。群体协作如英国“Playable City”
项目《Shadowing》中表现尤为典型，系统记录个体行为后生成“可遗留行为影像”，供下一位参与者接

续触发，实现公众之间的跨时空协同构建。近年来，公众通过开放 API 参与城市文化空间建构，在纽约

CultureBlocks 平台案例中，公众行为直接反映在文化资源配置与空间再造中，由此从艺术的“参与者”

转变为城市文化治理结构中的共建者与协商[5]。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总结 

数字公共艺术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显著进展，尽管国内外研究经历了类似的发展阶段，但在具体实

践和侧重点上存在明显差异。国内领域主要受政策驱动，聚焦短期项目和技术迭代，空间应用多集中在

城市显性场所，媒介从“视觉革新”逐步转向“协作治理”，虽然在城市更新和地方文化再生中建设成果

显著，但在公共艺术建设机制方面还处在探索阶段，对边缘空间的探索较少，尚缺乏完善的管理框架、

系统的公众参与评价体系和长效互动模式；国外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凭借更成熟的公共艺

术制度体系与资金资助模式，推动数字公共艺术的深层次社会参与、平台化治理与文化协商实践，在媒

介表达上呈现出“互动–协商–共治”的制度化路径，项目在流动性空间、社区公共事务与日常场域中

的应用更加深入和广泛。这种制度化治理模式不仅强调短期视觉与体验效应，更将艺术介入城市文化的

持续生产与社会协同机制建设，表现出较高的社会效益和文化持续性。 
因此，我国数字公共艺术未来发展应在吸收国外成熟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土语境与政策环境，明确

自身在制度建设、空间应用与公众机制中的不足和潜在优势，系统推动数字公共艺术由“政策驱动型”

向“治理协同型”转变，构建面向长期、协作、开放的制度化与技术化路径。 

5.2. 策略建议 

1) 构建跨部门协作的“制度–平台”体系 
当前数字公共艺术的长期实施受限于跨部门协调不畅、资源整合不足。建议在文化、科技与城市规

划部门之间建立制度化的合作平台，形成由文化部门主导、科技部门提供技术标准与数据接口、规划部

门实施空间资源配置的协同机制。可借鉴美国“百分比艺术”制度，探索设立“数字公共艺术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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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项目评价制度”，规范实施流程并明确治理接口。 
2) 强化公众参与的“身份–角色”转型机制 
我国公众在数字公共艺术项目中的角色仍以“观众”身份为主，参与度偏低且未形成有效的持续反

馈机制。应积极构建公众角色转换机制，通过开放的数字公共艺术平台，支持公众基于 API 接口贡献内

容，推动公众从单纯的接受者向“创作者”和“社会治理参与者”转型。同时引入基于人工智能的互动评

估与反馈体系，以实时数据追踪公众参与度、满意度与行为模式，建立可视化的公共参与效果评价平台，

形成“公众生成–实时反馈–动态治理”的循环结构。 
3) 推动空间应用的“多元–嵌入”路径拓展 
目前我国数字公共艺术仍较集中于显性城市场域，忽视了社区、生态空间及日常生活场景中的长期

应用。未来应推动空间应用向复合型和生活化空间转型，尤其在老旧社区更新、乡村文化复兴、生态环

境保护等领域，通过数字媒介嵌入文化叙事与空间记忆的激活机制，构建具有“场所精神”和“文化可

持续性”的艺术实践路径。具体可开展试点，如城市微更新的数字介入项目、生态环境修复的交互艺术

场景及乡村振兴的智慧文化站点，探索更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的实施方案。 
4) 建立数据驱动的“长期–动态”评估机制 
我国当前数字公共艺术项目评估机制多为短期效果评估，缺乏基于大数据和 AI 技术的长效反馈机制

与动态调整机制。建议引入先进的数字技术构建以“作品生命周期”为单元的实时数据监测平台，对公

众的交互行为、文化体验与社会效益进行长期动态跟踪，建立数字公共艺术项目成效的多维指标体系，

如社会参与度、情感认同、空间激活效果等，定期发布数据报告并动态优化项目实施路径，以保障艺术

项目的社会与文化可持续性。 
未来，通过构建制度平台、强化公众协作、拓展空间嵌入和建立数据评估体系，我国数字公共艺术

有望在促进社会治理、城市文化建设和公众参与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智慧城市和可持续发展贡献

力量。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领域专项“广东历史村落数智保护发展助力百千万工程实施的范式研究”

(2024ZDZX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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