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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视阈下公共文化机构合作的影响因素研究
赵思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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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的】本文旨在探讨数据要素在影响公共文化机构间合作中起到的作用，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后续合作提供参考和借

鉴。【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并构建理论模型。通过对所收集数据的分析，深入研究影响公共

文化机构合作的关键因素。【结论】研究结果表明，数据驱动视阈下，公共文化机构合作受到政策方向、经济支撑、

多源主体需求、数据共享机制和资源分配等因素共同影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影响公共文化机构合作的效果和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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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data elements in influenc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up cooper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Methods】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to summarize relevant research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build theoretical model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llected data,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oper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are studied in depth. 【Conclu-

sion】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data-driven perspective, the cooper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is jointly affected by policy direction, economic support, multi-source subject 

demand, data sharing mechanism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These factors work together to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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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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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始终坚持公共文化机构共建共

享，推动融合发展。次年，国家出台《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意见》，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公共文化机构实现数据贯

通，建设公共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打造立体融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1]。在促进文化体系建立的基础上，2023年国家提出

组建国家数据局，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让数据要素在各行各业间流通，发挥出更大效能 [2]。与此同时，最新出台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管理暂行办法》支持公共文化机构在数据资源建设、转化应用、风险防范等方面开展协作。

综上可见，随着数智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馆际合作不应该只停留在馆藏资源互借、文献传递，应该与数据相结合，而是应发挥

数据要素在合作过程中的效用，挖掘资源间更深层的联系，加强馆与馆之间的互操作性，建立起更密切的合作网，促进公共文化机构资

源共建共享，实现机构间协同化发展，从而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3-4]。

一、研究现状

近些年，随着数据要素在社会普及和公众的文化素养不断提

高，为了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国内的公共文化机构都在各自加

强自身数字文化资源建设。目前围绕公共文化机构合作主要是从

合作机制、资源整合、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周林兴等根据

目前图档博文化机构协同发展的内容体系和机构间合作的内在逻

辑提出协同化发展路径；宋雪雁等阐述了馆际合作产生的原则并

构建了基于资源整合的馆际协同合作机制，提出协同化服务质量

评判标准 [5]；肖希明等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合作中机制进行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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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和实证研究，借鉴国外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合作机制，针对我国现存机制的现状和问题、困境提出建议

并做出展望 [6]；曾群、程晓采用访谈法，从成本、收益、风险、情

绪四方面构建影响公共文化机构合作的影响因素模型，并用扎根

理论进行验证模型的可行性 [7]。

国外方面，英美等国家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较早地开

展了机构间、领域间的跨界合作 [8]。杨士丽介绍了英国图书馆与其

他国际机构开展项目合作的模式，即以公益资助为经济基础，依

托馆藏资源确定重点合作区域，将图书馆珍贵文献进行数字化长

期保存，并借助网络平台共享项目成果 [9]；陈颖仪总结了国外公共

文化机构融合发展的经验，从政策、资金、体制机制、决策评估

四个方面探讨了国内公共文化机构融合发展的推进路径 [10]；卢家

利介绍了部分欧美国家开展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三馆合

作的情况，主要包括社区和遗产项目的合作、电子资源合作项目

以及基础设施上的共用和整合；Davis 和 Howard 考察澳大利亚国

家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四个机构，基于 GLAM 领域

及其相关理论学科的主题和特征，对公共文化机构的数字化、协

同化、融合化的实践现状提出总结和反思。

二、理论假设与模型设计

（一）理论假设

1. 政策因素

公共文化机构具有相似的社会职能，承担着相似的社会责

任，同时也会有重合的馆藏资源。由于各机构隶属于不同的文化

部门，所以协同化发展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推动。《关于推进实施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意见》就明确指出要在“十四五”时期末，

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基本贯通各类文化机

构的数据中心、基本完成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的主要目标，深化

档案数字资源互通共享。公共文化机构合作既要考虑数据相关政

策的出台，也要考虑政策的可执行性以及执行力度。据此，提出

假设：

H1：数据相关政策的出台对公共文化机构的合作意愿起到促

进作用。

H2：数据相关政策的可执行性以及执行力度会公共文化机构

的合作意愿起到促进作用。

2. 经济因素

2023年，全国财政文化资金预算相比去年有所提高，针对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国家大力给予资金扶持，为机构间的合

作提供经济保障。随着数字经济产业的不断发展，数据要素作为

核心条件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出巨大作用，在公共文化

机构合作过程中数据要素的价值是否能完全发挥出也会对合作程

度产生影响。据此，提出假设：

H3：国家财政及资源的分配比例会对公共文化机构的合作意

愿起到促进作用。

H4：数据要素价值的实现会对公共文化机构的合作意愿起到

促进作用。

3. 社会因素

公共文化机构本质上就是为公众提供服务，满足社会群体对

文化信息资源的深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根据对文化资源的使用

需求不同，可以将服务对象划分为公众、多元合作伙伴、学者这

三类。公众对文化机构提供的数据资源主要用于满足自身文化需

求。多元合作伙伴既可以是公共文化机构之间进行合作也可以是

来自其他行业、其他领域的合作伙伴，他们在合作过程中对不同

机构共同的文化资源具有需求，数据的整合和共享能够提高合作

效率。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同样会对公共文化机构产生数字

资源整合化、数字平台一体化建设的需求和期望。据此，提出

假设：

H5：公众对数据的需求和期望会对公共文化机构的合作意愿

产生促进作用。

H6：多元合作伙伴对数据的需求和期望会对公共文化机构的

合作意愿起到促进作用。 

H7：学者对数据的需求和期望会对公共文化机构的合作意愿

起到促进作用。

4. 技术手段 

数字时代的到来，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公共文

化机构的合作模式和发展路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数字化工

具和平台的辅助下，机构之间的合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面对面交

流方式，而是更加依赖于网络通信、数据共享和在线协作等技术

手段。因此，机构工作人员对新技术敏感度影响了公共文化机构

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团队协作能力。

其次，技术接受模型（TAM）认为，使用者对技术的采纳

行为会受到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感知

有用性是指用户主观上认为技术能够提高其工作绩效的程度，而

感知易用性则是指用户主观上认为理解和使用技术所需要付出的

努力程度。因此，如果公共文化机构的工作人员认为某种技术工

具能够显著提高工作效率，并且使用起来相对容易，那么他们更

有可能愿意采用这种技术，并与其他机构进行合作。据此，提出

假设：

H8：机构人员对数据技术的敏感度会对公共文化机构的合作

意愿起到促进作用。

H9：机构人员对数据技术的易用性判断程度会对公共文化机

构的合作意愿起到促进作用。

H10：机构人员对数据技术的有用性判断程度会对公共文化机

构的合作意愿起到促进作用。 

5. 数据感知

随着公共文化机构加速向数字化转型，为公众提供日益丰富

的数字资源和线上服务，机构人员自身数据素养能力的培养也是

机构数据资源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影响着公共文化服务服务质

量的高低。近些年国家对公共文化事业愈发重视，公共文化机构

在完善机构服务质量的同时，对机构人员自身数据素养也应有更

高的标准。据此，提出假设：

H11：机构人员数据素养的水平高低会对公共文化机构的合作

意愿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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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假设，公共文化机构合作影响因素模型，如图1

所示。

图1 公共文化机构合作的影响因素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本研究面向公共文化机构的工作人员和高校学者发放调查问

卷。第一部分为个人基本信息搜集，共6题，包括性别、年龄、

受教育程度、工作机构、职位以及从业时间。第二部分是理论模

型中各影响因素测量题型，共12题。采取李克特五分量表形式，

“1”表示完全不影响，“5”表示完全影响。从2024年3月 -4月

采用微信发放问卷和问卷星提供的样本服务 , 共发放问卷204份 ,

删去无效问卷64份，共收集有效问卷140份。

（二）样本分析

本次调研共收集了140份有效问卷，涵盖了不同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机构类型、职位以及工作年限的公共文化机构

人员。根据收集到的样本对被调查人员基本信息进行分析，回答

人员以女性为主，共收集94份，男性回答者占30%，共收集到46

份；围绕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高等院校为主要调查机构，

其中56份样本来自图书馆，33份来自档案馆，11份来自博物馆，

23份来自高等院校，其余样本来自其他公共文化机构包括美术馆

及其余政府单位；选取的调查对象以本科和硕士学历为主，并在

公共文化机构工作一定年限，拥有一定工作经验，能够保证问卷

填写的有效性。

（三）信度和效度分析

将问卷中影响公共文化机构合作因素的题目部分（Q7-Q17）

运用 SPSS 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证明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信

度分析采取 Cronbach’s α 系数对问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进行评

估，其中 α 系数越高，测量误差越小，一般认为 α>0.8时，信度

理想。从图2信度分析表可知：信度系数值为0.873，大于0.8，即

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各个项目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效度分析采用因子分析方式验证，从图3效度分析表可知，在因子

分析中，KMO 值为0.803，巴特球形值为727.009。以上数值均表

明构建的问卷在评估特定变量时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一致性，研

究结果具有较强的可信度。

（四）相关性分析

有序回归主要适用于因变量唯一，自变量为有序多分类变量

的情况。本文研究了政策、经济、社会、技术手段、数据感知五

个方面对公共文化机构合作的影响，并做出了5类11个假设，各

类别之间不存在影响关系。因此，在验证假设是否成立时，选取

了有序逻辑回归。

数据相关政策的出台、数据相关政策的执行力度、国家财政

及资源的分配比例、数据要素价值的实现、学者对数据的需求和

期望、机构人员对数据的易用性判断程度、机构人员对数据技术

的有用性判断程度、机构人员数据素养的水平高低均和公共文化

机构间的合作意愿存在显著相关性，即公众对数据的需求和期

望、多元合作伙伴对数据的需求和期望、机构人员对数据技术的

敏感程度和公共文化机构间的合作意愿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1. 政策层面

首先，数据相关政策的出台能够为公共文化机构提供明确的

法规框架和理论指导，使其更容易理解机构在数据收集、使用和

共享等方面的规则和方法，从而增强与其他机构的合作意愿；同

时，数据相关政策的不断出台，有利于公共文化机构之间建立信

任，各机构之间更有信心与其他机构分享数据、共享资源，这有

助于增强各机构之间的合作意愿，并建立更和谐、稳定的合作关

系；最后，国家出台的数据相关政策还可能包含激励机制，如奖

励那些积极合作的机构，这将进一步调动公共文化机构参与合作

的积极性和意愿。 

2. 经济层面

首先，当国家财政拨款和资源分配给公共文化机构的比例较

高，这些机构将拥有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来开展各种文化项目和活

动；其次，当国家财政及资源的分配比例较高，公共文化机构展

开合作也能够更轻松地分担合作的成本，从而降低合作的门槛，

提升合作意愿；最后，国家财政及资源的充足支持可以提升公共

文化机构的影响力和地位。从而更好地推动合作项目的实施。

数据要素的实现则意味着公共文化机构在合作中可以共享更

多有价值的数据资源，实现更大的价值和效益，从而增强机构间

的合作意愿。在合作中，通过实现数据要素的价值，公共文化机

构可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拥有更多数据要素的文化机

构往往会更具吸引力，有利于好其他机构开展合作，增强各机构

间的合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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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信度分析表

图3 效度分析表

3. 社会层面

学者是数据的直接使用者，其一系列的学术工作和研究都是

基于数据进行，最终的研究项目成果也是基于数据产生，因此，

当学者对数据的需求和期望高，会积极促相关项目研究成果的产

生，从而充分调动机构之间的合作意愿；相比之下，公众以及多

元合作伙伴虽然是研究成果的最终受益者，但并不是数据的直接

使用者，他们对数据的需求和期望难以产生直接的研究成果，也

因此对机构的合作意愿很难起到促进作用。

4. 技术层面

技术手段在合作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技术人员对技

术的感知有用性判断和易用性判断是对合作中自身工作难度的判

断，技术越有用，在合作中发挥的功能性越强，合作效果越好，

因此越容易促成合作；技术难度越小，可操作性越强，合作中技

术难度越小，合作的机构群体覆盖面就越大，因此有合作意愿的

机构也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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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感知

能够识别和处理敏感数据，确保数据隐私和安全，是建立合

作信任的基础。高水平的数据素养帮助机构更好地管理这些数

据，遵守相关法规，从而在保护数据隐私的同时，增强对外合作

的信任度和意愿。具备良好数据素养的工作人员整体上能够代表

机构的能力水平，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和技术，对

公共文化服务的数据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对政策有更深入的解

读，从而更好地了解到社会群体的需求和偏好，优化服务的内容

和方式，促进资源的整合，提高服务质量。因此，机构工作人员

的数据素养越高，公共文化机构之间合作的意愿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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