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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广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实践及政府支持借鉴 

中共重庆市渝中区委党校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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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渝中区委党校，重庆 400015） 

【摘 要】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融合发展是其主流趋势，在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政

府的支持。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探索走在全国前列，总结梳理其主要做法认为，要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在

政府支持方面要做到四个注重，即注重政府与市场的协同驱动、注重文化创意产业与特色领域的融合创新、注重文

化创意产业与特色领域的融合创新、注重品牌培育与品牌衍生的并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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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 

创意经济作为知识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已渗透进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其他行业间多向交互融合态

势明显，催生出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它的发展规模与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髙低的

重要标志，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大新引擎。 

近年来，文创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文创产业融合发展在中国也得到重视。所谓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是指推进文化创意

发展，促进其与实体经济中其他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各行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共存共生，促进产品、服务、业态创新，

促进就业，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能够加快实现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成为国民经济新增长点，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文创产业融合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合理规划、扶植和引导,特别需要制定相关产业政策，积极

探索创新整体的管理体制机制，培育形成系统协同机制，鼓励混业经营，激发行业发展的内源性驱动。 

2 国内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 

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支持。总体上看，京沪广在这方面的实践探索走在前列，可总结出一些可借

鉴的经验。 

2.1北京实践 

北京的文创产业不断与其他产业融合，“文化创意+”不断拓展文创产业领域，特别是与科技的融合业态引领作用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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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发展现状 

总体实力不断增强。“十二五”期间北京文创产业稳健增长，整体发展速度高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速度。2016 年，北京全

市文创产业产值增加值为 3570.5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14.3%。 

产业融合势头强劲。“文化+”新兴业态层出不穷，“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体育”、“文化+金融”等跨

界融合项目涌现，各区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推动文创产业功能区特色化、差异化、集群化发展。 

产业服务体系优化。针对文化创意企业需求出台相关政策，初步建成了 02O 综合服务网络，成立首都文化产业协会，设立

北京文创双高人才发展中心等，为北京文创产业营造了更好发展环境。 

2.1.2主要经验 

稳固创新发展核心地位。全面促进文化理论、体制、内容、消费模式、传播手段等领域的传承与创新，以“文化创意+”不

断拓展文创产业领域，创新产业发展模式与业态，坚持以“双创”战略激发创意新活力。 

把握产业融合发展趋势。以产业融合发展为主导，提出文创产业“十大融合发展行动”，积极构建“文化创意+”经济发展

新模式，催生新业态。确定了重点培育动漫游戏、视听新媒体、3D打印、绿色印刷等新兴文化科技融合业态发展方向。 

强化政府支持引导力度。不断搭建完善知识产权营运共同服务平台、文创领域专业化人力资源服务平台、产业协会等各类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服务平台，营造更优发展环境，促进交流展示、信息共享、融合发展。 

2.2上海实践 

上海作为我国率先发展文创产业的城市，有较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2.2.1发展现状 

规模结构更加优化。“十二五”期间，上海文创产业总产出从 2011年的 6429亿元快速增长至 2015 年的 12074亿元，增加

值也从 1924亿元增长到 3020 亿元，成为上海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融合发展趋势更加显著。出台多项产业融合政策，比如《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

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等，进一步深化了文化创意与科技、金融、贸易等相关产业的渗透融合。 

政府引导扶持更加有力。以融合发展为主线，围绕行业发展、金融财税、队伍建设、园区管理等制定一系列扶持政策，为

推动上海文创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前提保障和坚实基础。 

2.2.2主要经验 

准确把握创新驱动的时代要求。树立软要素引领发展的理念，着力营造适宜的文创产业发展“软环境”。在规划布局、人

才引进、体制机制创新有切实举措，创新提出文创产业和城市宜居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 

紧紧抓住创新融合的发展主线。加强文化与金融的融合，初步形成“银行贷款+产业投资基金+上市融资+财政专项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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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投融资形式。加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形成了一批有亮点的文化科技创新示范工程。 

坚持注重市场主体的培育壮大。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以企业需求为核心不断加大文创产

业政策创新，加强政策引导，从资金、人才、品牌打造、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方面给予政策保障和扶持。 

2.3广州实践 

2.3.1发展现状 

产业快速发展，地位不断提升。文创产业已成为广州市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对就业、外贸、税收、市场主体等的

贡献日益突出，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创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产业融合转型，区域错位发展。重点打造文化会展、新闻出版业、文化旅游、文化设备制造等文化服务行业，在聚集发展

的基础上，实施区域错位发展，有力促进了文创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了产业的转型升级。 

业态不断涌现，发展领跑全国。文化创意家具制造、文化创意产业园旅游、广府饮茶文化旅游、文物博物馆版权交易等新

兴融合业态不断出现，“文化+科技”成为当前广州发展一大亮点，文化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2.3.2主要经验 

以科技创新为重点依托。着力推进“文化+科技”，特别大力扶持与“互联网+”产业的融合发展，网络游戏、互动社交、

动漫、新媒体等发展成为新兴的优势产业。 

以政府支持为发展推手。出台系列政策促进文创产业的繁荣发展。如通过出台扶植动漫和软件产业发展的系列文件，吸引

国内外大型软件和动漫企业落户广州。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广州网游动漫产业的发展一直全国领先。 

以消费市场为驱动导向。广州把握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带来的消费升级趋势，引导文创产业业态调整，打通与通

信、传媒、娱乐等多领域、多产业的融合通道，诸多文创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 

3 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中的政府支持启示 

3.1注重政府与市场的协同驱动 

强调文创产业的跨界融合，并通过创新服务理念、优化发展软环境、完善政策体系（涵盖产业规划、产业促进、知识产权、

专项资金扶植、分类认定类政策）等措施，为推进文创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保驾护航。为克服原有体制下文化管理碎片化、

交叉化的弊端，整合现有文化要素资源和行政资源，京沪广都进行了管理体制的创新探索，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管理协调体

制。其相同点是:专门成立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或协调领导小组，由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相关职能管理部门负责人担

任组员，下设办公室负责曰常统一管理协调工作。积极推进政府职能定位和政策导向转换，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着力

提升文创企业国际竞争力，加大对小微文化创意企业的培育扶持，鼓励微创新、草根创新、共享式创新，进一步培育和强化市

场机制和市场主体作用。 

3.2注重文化创意产业与特色领域的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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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城市发展定位和区域特色，提出了差异化的创意经济时代融合发展的理念。比如《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提升规划

（2014—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构建起富有首都特色的“3+3+X”文化创意产业体系，即传媒出版等传统行业、广告设

计等优势行业和与其他行业的其他融合业态。文化科技融合方面，确定了重点培育动漫游戏、移动互联网应用、视听新媒体等

新兴文化科技融合业态。文化金融方面，确定了大力发展文化消费金融、文化信贷服务、文化投融资服务。再比如，上海根据

其文化和经济基础，率先提出“四新”概念，即“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凸显了跨界融合特性。重点措施是，

除推进文创产业与科技、金融融合发展之外，大力推进文创产业与制造、贸易、城市宜居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注重突出地域文

化特色。同时，加强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和交易平台搭建。 

3.3注重园区运营与城市发展的互动耦合 

着眼产城融合发展新态势，整合文创产业集聚区资源，加快形成集创意、生产、文化、旅游、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

创意街区、城区。如北京将形成“一核、一带、两轴、多中心”空间发展格局（一核是以首都功能核心区为空间载体的“中心

城文化核”;一带是以中关村海淀园和石景山园为核心，向东、向南延伸的“文化科技融合带”;两轴是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的东

西轴和城市中轴线的南北轴；多中心是以功能区和分片区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上海将形成“一轴、

一带、两河、多圈”的文创产业整体格局（“一轴”指西起朱家角、虹桥商务区，东经浦东金桥、张江，延伸至国际旅游度假

区；“一带”新经济圈的重点是抓住“中环”和“外环”附近工业用地和“外环沿线区域生态经济圈”；“两河”指沿黄浦江

和沿苏州河文化创意集聚带广多圈”指结合城市商业副中心和特色小镇、文化旅游区域建设，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多圈”集聚）。

广州则在总体空间布局上突出差异发展、互为支撑，布局合理的三大特点，即创意产业主要在内环线内集聚，“内小外大”行

业集聚的空间分异明显，高校附近创意企业集聚群显现。 

3.4注重品牌培育与品牌衍生的并行发展 

大力鼓励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企业制定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加强对品牌打造的政府支持力度，同时紧扣地区发展中心工作，

通过系统策划创意活动和展会，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且拥有较高知名度、美誉度的创意品牌。如北京国际喜剧演出季、北

京国际音乐节演出季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广州漫画节、广州纪录片节等。同时，

政府积极支持鼓励文创企业、产业园区、文化机构在明确自身品牌定位基础上，探索品牌建设与相关产业链、衍生产品、产业

集群的结合。如故宫博物院坚持以文化创意为核心，注重创意与功能的有机融合，成功实现传统博物馆文创衍生品的开发转型;

上海的 M50 在众多园区中率先提出品牌建设理念，深人探索品牌衍生，致力于“从单一产品发展到一组产品”，同时借助外援

实现“跨界合作”，以踏人新的文化产业领域。广州通过出台扶植动漫和软件产业发展的系列文件，吸引国内外大型软件和动

漫企业落户，重点扶植孵化出喜羊羊与灰太狼、猪猪侠、巴啦啦小魔仙、快乐酷宝等多个国内动漫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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