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金龙 德阳报道

两 年 前 ，四 川 省 德

阳市开出了全国首张数

据元件交易发票，因此，

德阳被誉为数据要素产

业发展的先行者。

事 实 上 ，在 国 家 出

台数据要素“十二条”之

前，德阳就已经在探索

数据产业发展。德阳率

先在全国地级市构建数

据要素基础制度，率先

建设了全国首个数据要

素产业园。

“2021 年 7 月，德阳

就 启 动 了 数 据 治 理 工

程 ，并 且 在 同 年 11 月

份，由德阳市主要领导

担任组长，成立了数据

治 理 工 程 领 导 小 组 。”

德阳国科数字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强 向《中 国 经 营 报》记

者 表 示 ，2021 年 ，德 阳

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平台

就开始试运行，首批数

据元件上线，德阳政银

企服务平台、电 e 能应用

场景上线。

既然德阳在数据要

素市场布局早，那么面

对万亿元级别的数据要

素市场，德阳究竟有哪

些优势，能否借助数据

要素市场带动区域经济

发展？

搭建应用场景

“由于德阳数据产业发展早，而

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所以每年都

有很多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前来学

习。”德阳数据交易有限公司数据交

易部负责人史焱杰向记者表示，目

前德阳已经搭建起制度、技术和市

场“三位一体”的数据要素运行体

系，同时实现了数据高效融合流通

和规模化应用，让数据产业成为推

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那么，什么是数据要素？数

据要素如何产生价值？是否有

案例借鉴？

对此，数交数据经纪公司首席

战略官梁超杰解释称，数据要素

是指那些以电子形式存在的、通

过计算的方式参与生产经营活动

并发挥重要价值的数据资源。与

劳动、资本等其他要素一样是经

济学术语。数据要素通过多场景

应用、多主体复用，创造多样化的

价值增量，在多次使用中不断提

升数据质量，突破传统资源要素

约束条件下的产出极限，拓展经

济增长新空间。

同时，梁超杰认为，数据必须

在应用场景中才有价值，才能具备

成为数据要素的条件。至于案例，

在德阳，已经成功搭建多个数据应

用场景，并且实现了数据价值。

四川一查便知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一查便知公司”）便是

德阳扶持搭建的一家数据应用场景

平台公司。据了解，该公司利用民

政、教育、司法等多源数据，依托数

据元件、区块链、大模型等技术，打

造了一个智选婚恋应用场景。

一查便知公司创始人钟涛向

记者表示，目前，我国单身人口已

经突破 2.4 亿，都市生活的快节奏

导致现阶段年轻人往往陷于工作、

生活的繁忙中，缺少发展婚恋关系

的精力，婚介机构虽然提供了恋爱

的平台,但婚介机构面临着信息真

实性难验证、信誉风险难核实、匹

配效率低、自身会员池狭窄等问

题。如果通过正规数据交易机构

获取学历、婚姻状态、可信度、诉

讼、车产、企业经营状态、负面舆情

等数据元件，对用户进行基于真实

数据的婚恋场景画像，保证线上用

户与现实生活的信息一致，以数字

化手段解决传统信息核验存在的

“无数据可验，验数成本高”问题，

就可以从源头上防止“婚骗”，以数

据作为支撑贯穿整个服务环节。

钟涛介绍，一查便知公司平

台在德阳婚恋机构进行试点运行

之后，有效提升该机构的线下门

店和小程序舆情评分，提高男女

双方匹配成功率 20%、匹配时间

缩短700%。

除了上述案例，德阳还推出了

“单用途预付式消费监管运用场

景”，也就是说，经商户和相关部门

授权，融合应用银行、市场监管、保

险、司法等部门（单位）的数据资

源，以数据元件作为连接数据供需

两端的“中间态”，建立预付式消费

行业信用评价模型，为商家经营状

况构建实时画像，动态调整预付资

金的监管比例，从而保证消费者存

在预付卡中的资金安全。

据了解，德阳这种通过公共数

据、社会数据打造单用途预付式

消费监管场景，有效监控个体工

商户的经营状态和预收资金，解

决商家卷款跑路、退卡难、索赔难

等问题，促进了预付消费的良性

可持续发展。

“德阳模式”优势凸显

“相对于上海、广州等一线城

市，德阳可能没有区位优势，但是

德阳的数据要素产业起步早，而且

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夯实了

数据产业基础。”德阳市数据局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目前，德阳

已经在数据要素市场搭建了完整

的基础制度体系。

该负责人介绍，德阳2022年在

全国地级城市率先发布“1+4+N”

基础制度，形成以《行动计划》为

“总领”，组织体系、要素培育、流通

交易、安全监管四项管理制度为

“主梁”，25个配套文件为“支撑”的

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

同时，还建成“1 个主管部门

（德阳市数据局）+6个业务中心（数

据运营管理中心、数据运营服务中

心、数据资源加工中心、数据交易

中心、数据授权托管中心、数据资

产评估中心）+1个产业园区（四川

数据要素产业园）”的数据要素管

理运营体系。

“德阳之所以在数据要素产业

方面能够走在全国前列，是源于组

织保障。”张强向记者表示，为了发

展数据要素产业，德阳先后成立了

数字德阳建设领导小组、数据要素

市场化配置改革工作专班，高位推

进德阳市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

革顶层设计和建设工作。

也正是因为组织强有力的保

障，德阳在全国率先落地开发数据

元件作为主要流通标的物，解决数

据规模化流通标准多元化的问题，

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

不可见”的原则，以模型、核验等产

品和服务形式向社会提供，实现数

据产品可计量、可估值、可流通。

此外，德阳着力从资源、制度、

技术、价值、应用等领域探索破题，

形成了以数据赋能为核心、数据价

值实现为目标、基础制度和核心技

术应用为保障的数据要素流通交

易市场体系。

在规范数据市场资源方面，德

阳推进政府、组织、企业、个人等主

体的数据资源汇集，探索数据资源

归集管理路径，城市大脑数据中台

已归集结构化数据149亿条，政务

云归集数据达4539T，建成人口、法

人、时空地理等8大基础信息库和

15个专题库。

“由于基础扎实，德阳在数据要

素市场不仅走得稳还走得快。”张强

表示，在全国，德阳率先提出数据元

件概念、制订数据元件团标，将原始

数据运用技术手段脱敏解耦加工

成数据元件，以模型、核验等产品

和服务形式向社会提供。

同时，德阳围绕金融、卫生健

康、电力、物流等重点领域，通过跨

区域的政务数据、公共数据和社会

数据融合应用，提供促进产业发

展、行业发展的数据产品及服务，

建设 50 余个应用场景，数据交易

72笔，总交易金额3.4亿元，衍生产

品市场交易超80亿元。

另外，德阳已经上线数据资产

登记平台，完成了数据资产登记、

数据资产入表、数据资产质押融资

等全流程实践。颁发数据资产登

记证书，开具数据资源入表会计凭

证，指导企业以数据资产作为贷款

质押标的物，获得银行授信额度

500 万元，实现全国首个基于数据

元件的数据资产质押融资。

数据在流通与使用中才能增

值。记者了解到，德阳与四川省大

数据中心共建的四川数据要素产

业园入驻数商210家，其中，德阳以

外的数商占比达85%，进入流通交

易市场的外地数据资源占比达

83.7%，已交易合同中外地业务占

比达88.1%，汇聚60多类主题数据

资源、接口 11499 个。德阳正努力

成为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

型、运营型数据要素流通交易中

心，为内地大数据企业融入全国统

一大市场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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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交替之际，2024 年 12 月

31 日晚，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上演

精彩纷呈的跨年晚会，以歌舞《哈

尔滨等你来》开场，突出“狂欢”和

“亚冬”两个关键词，在诸多歌舞明

星带领下，与五湖四海的游客共同

迎接新年到来。

2024 年年初，哈尔滨因花式

宠爱游客，频频登上热搜。一声声

“南方小土豆”的宠溺以及哈尔滨

全市“夹子音”等短视频在网络上

的出圈，让哈尔滨全城宠游客的形

象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也让哈尔

滨变成网友口中的“尔滨”，“尔滨，

你让我感到陌生”的热梗也在网络

上爆火。

2024 年 11 月 6 日，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上，文化和旅游部资源

开 发 司 负 责 人 宋 奇 慧 介 绍 ，

2023—2024 雪季，哈尔滨市共接

待游客 8700 多万人次，同比增长

300%；实现旅游收入 1248 亿元，

同比增长 500%，冰雪“冷资源”正

在变成“热经济”。

2024年12月21日，第26届哈

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开园。本届

冰雪大世界以“冰雪同梦 亚洲同

心”为主题，迎接2025年亚洲冬季

运动会，总体规划面积达100万平

方米，用冰用雪量30万立方米，创

下历史之最。

随着哈尔滨的火爆出圈，冰雪

旅游带动的冰雪产业也呈现出蓬

勃发展之势。黑龙江省委副书记、

省长梁惠玲就曾表示，要推动旅游

与文化、体育、康养、餐饮、装备等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黑龙江

的历史文化、音乐演艺、特色美食、

体育赛事为广大游客带来新体验，

让当地产的旅游装备、保暖衣帽、

绿色食品、特色文创为全国消费者

带来新选择。

“我认为，哈尔滨是全国文旅

融合做得最成功的城市，创意上不

断推陈出新，全市乃至全省协力，

才成就了今天的品牌。”张燕表示，

现在冰雪文化已经是哈尔滨的标

签，是通过长期持久、精雕细琢的

创新，才塑造出如今的冰雪文化

IP。“哈尔滨冰雪季每年都能有新

看点，冰雕、雪雕作品不断更新，悟

空的形象也做成了雪雕。而且各

类政策都在更新，比如过境免签时

间调整到240小时，这不是哈尔滨

一个城市的力量，是黑龙江全省在

助力。”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王鹏认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出

圈与哈尔滨的冰雪文旅IP相互成

就。哈尔滨的冰雪文化IP之所以

成功，是在于依托天然的冰雪资源

优势，不断创新、不断推出新的旅

游产品和服务，满足游客多样化的

需求和体验。而且，通过全网“喊

话”宠客、文旅部门积极与网友互

动等形式，在知名度和宣传方面占

据了极大优势。

创新是文旅IP的生命

随着哈尔滨的火爆出圈，冰雪旅游带动的冰雪产业也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本报记者 黄永旭 西安报道

跨年夜，哈尔滨地铁客运量创

造新纪录。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

12月31日，哈尔滨地铁客运量达到

173万人次，同比上年增长41.48%，

创下新纪录。时值冰雪旅游旺季，

哈尔滨文旅热度再次暴涨。

过去的2024年，“情绪价值”一

词快速融入普通人的日常，在满足情

绪价值需求下，因一声“小土豆”的宠

溺、一碗麻辣烫的诱惑、一个“天命

人”的角色……许许多多的旅客开

启了说走就走的旅行，从而造就了

哈尔滨、天水、山西等爆火顶流。

也正是在这样情绪主导下的

出行、体验、消费，聚合形成了

2024 年“情绪旅游”的巨大洪流。

在旅行中，完成和自己的对话，深

层次地实现自身情绪价值的满足，

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旅游方式，而是

将旅行浓缩在“在路上”“体验中”，

注重感受，愉悦身心。

“2024年的旅游市场中，情绪

旅游的案例比比皆是。一些游客

可能会因为看一场演出、一次比

赛、一本书里的故事情节，而选择

前往某个特定的旅游目的地，以追

寻那种特定的情感体验。”陕西省

社科院文化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张

燕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情绪旅

游使旅行不再仅是休闲娱乐，更演

化为一场关乎心灵成长的旅程。

对旅游业而言，适应这一变化、开

发符合情感需求的旅行产品，将成

为新的竞争优势。

2024年暑假即将结束时，国产

3A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迅速

吸引了游戏爱好者的目光。随着

游戏的热度飙升，游戏中有诸多取

景于山西省的古建景观，也顺势带

火了山西文旅。

山西省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

国庆假期，山西共接待国内游客约

3650 万 人 次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85%；旅游消费近230亿元，较上年

同期翻了一番。

2024 年 12 月 13 日，《黑神话：

悟空》斩获TGA“最佳动作”和“玩

家之声”两个奖项，实现中国游戏

史上零的突破，进一步推动中华文

化走向世界。

王鹏称，作为“文化+游戏”的

创新代表作，《黑神话：悟空》成功

地将游戏内容与文化旅游资源深

度结合，使得游戏玩家在游玩时，

得以带入“天命人”角色，产生高度

的文化认同感，因此，也催生了游

戏爱好者前往山西各地古建筑景

点打卡旅游。

当然，除了文化认同和“天命

人”引发的情感共鸣之外，红亮鲜

艳、热气腾腾的一碗麻辣烫，更是

让网友发出“一定要买一部能闻到

味道手机”的心声，“就为了这口麻

辣烫，天水，我来啦”也成为游客涌

入甘肃天水的驱动力。

张燕表示，情绪旅游特点是以

其独特的情感导向和个性化体验

为旅游目的，通过旅行来减轻压

力、负面情绪或者寻找内心的平

静。现代年轻人逃避现实的压力、

寻找同龄人的共鸣，成为驱动他们

投身情绪旅游的重要动机。情绪

旅游使旅行不再仅是休闲娱乐，更

演化为一场关乎心灵成长的旅程。

浙大城市学院文化创意研究

所秘书长林先平表示，2024年打卡

式、特种兵式的旅游形式风靡，情

绪旅游促使许多地方短时间内成

为顶流网红，同时，其热度消散也

很快，反映出当前文旅市场存在浅

层化、跟风现象。一些景区过度依

赖流量，而忽略了品质的提升和内

涵的积累，这会导致热度消散后的

“长尾效应”减弱。

情绪旅游风靡 文旅融合更需创新
愿为情绪价值付费

2025 年元旦已过，农历春节

即将到来，春节旅游市场已然明

显升温。2024年12月31日，携程

发布《2025 春节旅游市场预测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西安

将再次成为春节期间国内热门目

的地前十名。

上述《报告》显示，2025 年春

节期间，西安热门景区包括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西安钟

鼓楼、华清宫及《长恨歌》演出、大

唐芙蓉园、《赳赳大秦》演出等。

记者发现，近年来，作为网红城市

的西安，成为游客们热衷的游玩

目的地。

郑州市民程先生告诉记者：

“最近看了《大秦帝国之裂变》的

电视剧，感觉被秦文化‘种草’了，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震撼一

直回响。从网上看到，西安有一

个演出叫《赳赳大秦》，我准备在

春节的时候，去现场体验一下，顺

便再去西安城墙、大雁塔游玩。”

“凭借盛唐文化出圈的电视

剧《长安十二时辰》，为西安带来

了巨大关注和流量，为了将流量

转化为消费，很快就建成运营了

《长安十二时辰》体验式的主题街

区，这是成功的案例。”张燕介绍，

《赳赳大秦》的演出也是秦文化表

现形式的创新，通过沉浸式演出，

完成了消费场景的搭建，从而实

现了收益。

张燕认为，大唐芙蓉园和大雁

塔景区，多年来一直是网红景点，

却存在景区布局和运营上的短板，

“游客游玩之后，缺乏消费场景，流

量难以转化为经济效益。”

打造文旅消费场景

情绪旅游特点是以其独特的情感导向和个性化体验为旅游目的，

通过旅行来减轻压力、负面情绪或者寻找内心的平静。

《赳赳大秦》的演出也是秦文化表现形式的创新，通过沉浸式演

出，完成了消费场景的搭建，从而实现了收益。

图为《赳赳大秦》秦文化主题演艺场馆。 黄永旭/摄影

图为德阳数据交易中心。 王金龙/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