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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数字文化战略的实施，数字博物馆建设的不断推进，文博大数据资源日益丰富，如何将文博大

数据的价值应用在文化公共服务、文物保护、文物和文化以及研学教育是当前文博大数据应用必须要面

对的问题。本文旨在利用平台驱动应用的机制，将数据中台的优势与文博大数据应用的特点相结合，研

究基于数据中台的文博大数据中台的构建及其应用策略，为文博大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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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digital culture strategy and the ongoing advancements in dig-
ital museum construction, the resources of cultural and museum big data are becoming increa-
singly abundant. How to apply the value of cultural and big data to cultural public services, cultur-
al relic protection, cultural relics and culture, as well a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s a problem that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culture and museum big data must face. This article aims to utiliz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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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driven application mechanism to combine the advantages of data platform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and museum big data applications, and study the construction and ap-
plication strategies of cultural and museum big data platforms based on data platforms, providing 
technical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and museum big data re-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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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科技赋能博物

馆，推动了博物馆管理提质增效，加速了文物资源数字化、信息化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

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遗产的保护、博物馆工作的创新。2021 年 3 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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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提到“博物馆数字化”。

2021 年 5 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九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我国在 2035 年基本建成世界博物馆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对智慧博物馆建设及相关工作做了充分阐

述，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智慧博物馆，以业务需求为核心、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逐步实现智慧服

务、智慧保护、智慧管理”。2021 年 11 月，《“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正式印发，对提

升文物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全链条”布局。2022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

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博物馆数字化

资源的管理和应用成为现代博物馆数字化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 
近年来，国内博物馆先后开展智慧博物馆建设，积累了很多有价值的数据。如何将博物馆的数据转

化为价值，在公共服务、科学研究、文物保护和教育科普中发挥作用是当前文博大数据应用必须要面对

的问题。本文旨在利用平台驱动应用的机制，以数据中台为切入点，研究基于数据中台的文博大数据中

台的构建及其应用策略，为文博数字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技术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数据中台的研究现状 

数据中台是阿里巴巴公司在 2015 年根据自身业务需要提出来的概念，旨在将阿里巴巴“厚平台，薄

应用”变成“大中台，小前台”。2017 年 5 月，阿里集团出版的《企业 IT 架构转型之道：阿里巴巴中台

战略思想和架构实战》详细阐述了业务中台是介于前台与后台之间，采用共享式的方式解决了以往企业

“烟囱式”和单体式架构设计产生的多并发、数据分散、试错成本过高等问题。同时将高内聚低耦合、

数据完整性、可运营性、渐进性等，列举了建设业务中台的一些原则。随着 2018 年各大互联网公司纷纷

提出中台战略并随之进行组织架构的调整，将“中台”的概念推向了高潮，各类公司纷纷推出了技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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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业务中台、AI 中台、算法中台、研发中台、组织中台、服务中台、数据中台等理念和技术框架，其

核心是抽象、组件化共性的能力，以降低成本、避免重复建设浪费资源。 
在知网输入“数据中台”和“中台技术”两个关键字，CNKI 指数显示数据中台的学术关注度在 2018

年均呈现大幅上市的趋势，且对数据中台的关注度要略高于中台技术(如图 1 所示)。目前国内对于数据中

台的研究趋于成熟，数据中台在互联网、金融、电力、媒体等多个行业被广泛应用。数据中台的构建理

念是将大数据“用起来”，即通过大数据向管理赋能，通过数据中台将大数据变成实际“可用”的东西，

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数据中台是大数据运用的平台化、具体化、实践化[1]。数据中台的功能理念是将大

数据“统起来”，即通过数据中台打通“数据孤岛”和“数据烟囱”分立的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技术)架构，构建数据共享的统一的 DT (Data Technology，数据技术)架构[2]。数据中台的定位理念

是将大数据“连起来”，即通过数据中台将前台与后台有机地连接起来，有效解决数据与管理业务的脱

节问题。只有将数据“用起来”“管起来”“连起来”才可能让数据发挥其巨大的价值。 
 

 
Figure 1. The trend of changes in the amount of document research on big data middle 
end from 2017 to 2022 
图 1. 2017~2022 年关于数据中台研究的发文量变化趋势 

2.2. 文博大数据的研究现状 

2020 年 5 月 26 日，中宣部中央文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通

知》，指出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大基础性工程，也是打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畅通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融通文化和科技、贯通文化门类和业态，推动文化数字化成果走向网络

化、智能化的重要举措[3]。信息采集、存储、处理和可视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等政

策成为推动文物大数据和博物馆大数据资源建设、开发和利用的两大推力。 
利用中国知网知识元检索功能，输入“文物大数据”和“博物馆大数据”两个关键字，CNKI 指数显

示博物馆大数据的学术关注度始终高于文物大数据，在 2015 年以后关注度大幅增加，明显高于了文物大

数据，与博物馆大数据和文物大数据相关主题的发文量在 2020 年达到顶峰，近几年来研究热度正在逐步

下降，具体如图 2 所示。文博大数据的研究早期侧重于博物馆大数据应用分析，如沈红军(2015)研究了大

数据在文物信息化、古建保护、数据的分析利用、互联网推广等方面的应用[4]；王瑛(2015)研究了大数

据在智能导览系统、数字博物馆建设中的应用[5]；张久君(2015)研究了大数据在历史文化遗产管理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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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的应用[6]。随着数字博物馆和智慧博物馆建设的不断推进，文博大数据的研究更加具体化，王晓丽

(2022)以山西博物馆为例研究了博物馆大数据在创新公共服务方面的应用[7]；周虹霞(2022)研究了基于大

数据与微服务的博物馆智慧服务[8]；岳娜(2020)研究了“大数据”背景下智慧博物馆发展现状及对策；

曾熙(2020)研究了文化遗产大数据二维分类框架[9]。 
 

 
Figure 2. The trend of changes in the amount of document research on museum big 
data from 2012 to 2022 
图 2. 2012~2022 年关于文博大数据研究的发文量变化趋势 

3. 文博大数据的应用需求 

3.1. 文博大数据的来源 

伴随着我国数字文化战略的推进，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文物“活化”保护、科研以及博物馆数字化建

设已成为文博行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文物和博物馆的大数据应运而生，文物大数据通常包括

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的信息、现状、结构、体量、纹理、材质、色彩等数据，另一方面数字博物

馆的建设将博物馆进行虚拟化生成了博物馆大数据，包括文物大数据、博物馆数字化版本、博物馆数字

化管理与服务也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当前文博行业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将文物数字资源进行汇聚、保护和

传承利用，并且服务于文物行业的防、保、研、管、用。 

3.2. 文博大数据的应用方向 

实体博物馆与数字化博物馆的数实融合是驱动文博大数据应用的根本原因，文博大数据将为行政管

理、展览策划、科学研究、保护规划、社教活动、文创产品研发、用户体验提升等提供数据支撑。 
对博物馆来说一方面借助各类二维和三维数字化技术将实体文物藏品进行数字化，生成数字化文物

藏品进行多维全方位展示，丰富藏品数据展示手段；另一方面需要对数字化普藏品资源进行查询及统计

分析、动态管理与共享发布、维护藏品基本信息、附属信息、文物故事、讲解词等内容，同时能够满足

展览策划、馆际合作、业务研究等需求。 
对文物管理部门而言，一方面需要掌握文物数据和博物馆运营数据的实时变动，通过大数据分析与

检索技术，获得各类查询统计、对比分析、报表输出等服务，为管理者实现行业管理、科学决策提供有

力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文物管理部门需要整合博物馆、展览、藏品等资源，提供统一的公众服务。 
对社会公众而言，需要满足社会公众游览、观赏、研学、交流的需求。一方面需要以便捷的方式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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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博物馆、展览及藏品的多维度动态信息，并且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更多的了解藏品背后人物和文物的

故事，拓展公众的历史文化知识，提升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利用基于 LBS 地理位置服务能

够利用大数据分析模型挖掘文物之间的关联关系和时空演化关系，进而利用数字化手段对这些内容进行

数字化文创，并实现内容分享、传播和评论等互动。 

4. 基于数据中台的文博大数据应用平台构建 

4.1. 数据中台的概念 

数据中台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产品或技术架构，而是一种综合解决方案或是一种运营理念，在业界还

没有清晰明确的定义。数据中台可以理解为是数据界面的一种架构，通过数据技术将数据从应用界面复

制出来，然后通过数据计算、加工，进而为上层数据应用提供统一标准和口径的支撑。数据中台主要是

构建规范的、数据全域化的、智能的数据处理架构，进而为前台提供高效的数据分析和应用服务。数据

中台主要涵盖了数据资产、数据治理、数据模型、全域数据中心、数据服务等多个层次的体系化建设方

法。相比国内的研究，国际上虽然尚未推出数据中台的概念，但针对具体的数据治理、数据处理和数据

服务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 

4.2. 数据中台的优势 

数据中台定位为数据开发者提供集成的一体化的数据开发平台，总体而言，数据中台能够避免数据

的重复计算、提升数据服务力、提高数据共享力和将数据资产化管理。数据中台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1) 数据中台强调数据业务化，让数据用起来，满足企业数据分析和应用的需求。(2) 数据中

台增加了以企业的全局视角来梳理数据域的环节，这是数据中台建设中很重要的一环。数据域的梳理正

好体现了中台化的能力。(3) 在数据中台的规划阶段就需要去主动迎合业务，需要全面梳理哪些业务场景

需要利用数据的赋能才能形成业务闭环，因此，在建设数据中台的同时就必须着眼于业务场景的赋能。

(4) 数据中台则将建、治、管、服放到同样的高度，而不仅仅局限于数据建设。 
 

 
Figure 3.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data center 
图 3. 数据中台的基本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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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数据中台的架构 

数据中台具备“采”、“存”、“管”、“用”四个基本功能。数据接入功能首先需要制定一套数

据迁移和采集方案，确定如何将现有数据迁移进来，后续哪些数据实时采集，哪些数据离线采集，以及

数据拉取的频率；数据加工存储对接入进来的数据进行整合与完善，打造符合公司业务规划需要的全域

数据体系，并传送到大数据平台进行存储；数据治理要保证数据安全同时避免数据污染，因此也需要制

定一套数据治理的措施及其规范，包括数据字典、元数据管理；数据安全、权限管理；数据标准、质量

管理等；服务应用以成熟的标准体系为基础，以数据 API 的方式为业务提供服务，加速企业从数据到业

务价值的转化。为实现上述功能，数据中台的基本构架如图 3 所示。 

4.4. 基于数据中台的文博大数据应用平台架构 

文博数据中台需要根据文博行业在其业务管理、公共服务、沉浸式体验、科学研究和保护留存等方

面的实际需求，结合数据中台的优势，构建以数据中台为核心，业务中台和技术中台为支撑的中台层。

文博大数应用平台采用如图 4 所示的“前台–中台–后台”的三层架构，其中前台部分主要提供文博大

数据典型应用的接口；中台层提供文博大数据应用的数据和技术支撑；后台负责前台接入业务所需的基

础性功能处理。 
 

 
Figure 4. Architecture of culture and museum big data application platform 
图 4. 基于数据中台的文博大数据应用平台架构 
 

(1) 前台层 
前台层是面向博物馆参观者的接入层，通过业务中台拼接成各个应用前台，为观众提供服务。各终

端应遵从公共服务平台的统一技术路线，采用统一的规范接口将各类应用进行接入。根据前面的业务分

析，将博物馆面向公众提供的平台划分为网站、APP、微信、小程序、二维码、导览机、预约系统等。 
(2) 业务中台 
业务中台主要提供业务应用支撑，将博物馆将各个系统、业务的前端应用与后端服务解耦，将各个

功能中的服务进行梳理、并沉淀。其次将不同前端的重复、类似的服务进行整合，在单个服务的完善和

增强的过程中注意服务的通用性。 
(3) 数据中台 
数据中台主要提供数据资源管理的能力。数据中台定位于为各专业、各单位提供数据共享和分析应

https://doi.org/10.12677/csa.2023.1312258


刘韩萍 等 
 

 

DOI: 10.12677/csa.2023.1312258 2603 计算机科学与应用 
 

用服务。以数据分析域、管理域为基础，沉淀共性数据服务能力，通过数据服务满足横向跨专业间、纵

向跨不同层级间的数据共享、价值挖掘、分析应用和融通需求。博物馆面向观众推出了网站、APP、小

程序、导览、预约、购物等多个系统，随着时间的积累沉淀了大量的数据资源，通过建设数据中台实现

数据互通共享，进行用户信息资源共享和板块间交叉营销。 
(4) 技术中台 
技术中台是为博物馆提供技术开发支撑能力。主要是把一些公共、底层的技术能力抽象出来，与业

务逻辑分离，并形成各种接入式基础服务，同时可以为多个业务线提供服务。 
(5) 后台 
后台是指系统的后端平台，通过后台的各系统对前端业务进行业务处理。博物馆公共服务后台主要

由网站系统、活动管理系统、导览管理系统、展览管理系统、统一用户管理系统、公共服务系统多个系

统进行支撑。 

4.5. 文博大数据平台的功能 

(1) 提供灵活的个性化检索 
个性化检索本身就具有对应的灵活性，但是传统的数据资源检索模式，对于数据内部结构和语义的

读取和理解能力有限。在此基础上，开发了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和推荐算法的数据中心技术和数据检索中

心，可以很好地了解用户的兴趣，向客户推送的信息更加符合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从而进一步保存构建

关键词，满足用户的个性化信息需求，提高用户体验。 
(2) 创建博物馆藏品的三维模型 
利用数据中台技术能够为所有博物馆藏品建立三维模型，创建精确的结构化信息，包括年龄、材料

和形式，分析和挖掘以往研究记录中的数据，并添加许多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通过社交媒体与互

联网的互动，可以广泛聆听不同领域的声音，为博物馆研究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从而增加博物馆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促进各类博物馆的发展。 
(3) 定制数字交互界面 
访问者可以在其中输入/输出相应的文本信息，以获得所需的文本、图像或视频内容。，参观者通过

点击屏幕上的各种功能，能够选择合适的参观展览路线。现代博物馆利用超声波技术来确定游客在某一

时刻的位置，然后通过声音或图像展示向普通观众解释物品和收藏品的细节。因此，数字智能系统的交

互页面具有高度的个性化和个性化。 
(4) 实现双向互动 
数据中台可以让博物馆访客在虚拟环境下对博物馆藏品进行移动，360 度观察藏品，同时数字化藏

品可以根据访客的指令进行回应，如语言解说。同时也可以根据人说话的语义进行分析判断，满足访客

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5. 基于数据中台的文博大数据应用 

5.1. 利用数据中台的数据管理能力，实现文博数据资产管理 

数据中台具有强大的数据管理能力，博物馆里最关键的是藏品数据，数字藏品数据是文博大数据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智慧博物馆的未来发展中，博物馆要建立起“采存管用”全链条数据管理流程，构建

起跨部门、跨层级的一体化数据资源管理体系，不断丰富自身的数字资源积累，并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力

度，真正让文博资源进入百姓生活，促进中华优秀文化全民共享。必要的情况下，可引入区块链技术，

解决在数据资源开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安全、版权、真伪、留存、利用等问题，实现藏品数据的永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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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知识产权保护、文物信息追溯、藏品信息鉴伪、文物数据传播共享、数据资产利用等，为博物馆

数字资源开放增加保护屏障，最终实现观众获取文博资源的极大丰富和博物馆藏品利用率的显著提高。 

5.2. 利用数据中台的多源数据整合能力，实现多维度文博数据的聚合服务 

随着智慧博物馆服务的多元化发展，数据中台需要能够对数据进行整合和完善，提供适用、适配、

成熟、完善的一站式大数据平台工具，在简便有效的基础上，实现数据采集、交换等任务配置以及监控

管理。博物馆数据中台必须具备在数据集成与运营方面的能力，能够接入、转换、写入或缓存来自访客、

博物馆管理部门以及文物藏品等多种来源的数据，实现数据的深层次的挖掘和应用。 

5.3. 利用数据中台的跨平台融通能力，打造文博数据驱动文博服务的数据生态系统 

文博大数据中台架构能够实现文物和博物馆的数据化、数据资产化、资产服务化、服务应用化、应

用智能化，持续赋能文博数据应用闭环，提高文博数据的服务效果与质量。文博数据服务的过程是由访

客、导游、管理者、资源与设施等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活动，文博数据的产生不仅来源于单个要素的作

用，更多的是多个要素之间的全面协同调配、融通循环。因而，在文博大数据中台架构的深入应用过程

中，要促进文博数据服务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数据融通，推动文博大数据与文博大数据应用之间的深度

耦合，打造文博数据驱动博物馆智能服务的数据生态系统。 

6. 总结 

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下，数字化转型成为各行各业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于博物馆来说，如何改变传

统的数据收集、分析、服务方式，拓宽数据利用渠道，为博物馆业务更新升级提供扎实的基础对博物馆

的转型和智慧博物馆的建设至关重要。数据中台在传统前台和后台之间的纽带作用为文博行业的数字化

转型提供了有效的技术路径。虽然目前我国大数据技术在文博领域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在博物

馆旅游发展、管理模式以及我国文博行业中发挥的效用已初具规模。大数据分析挖掘方法在文博行业的

应用，将激发文博行业的潜能，文博大数据的潜在价值必将被挖掘和释放，不但能够满足当代公众对于

文博行业的个性化需求，还能够参与到我国现代化文化事业的建设中来，成为将博物馆数字资源最大效

益化呈现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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