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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中上海文化产业的现状与思考

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200234)

内容摘要：近年来上海形成了文化服务业发展迅速、文化创意产业引领发展、民营文化服务业突出发展的特点。与纽约、

伦敦、柏林世界性国际大都市比较，上海的文化产业明显存在着差距，这不仅存在于文化体制、思想观念上，更存在于文化格

局、文化战略上，发展的氛围不够宽松和谐，缺乏足够的创新意识，缺乏世界眼光。上海应抓住世博会的契机，加快发展上海

文化产业；加强文化创新机制，促进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打造文化产业精品，开拓文化产业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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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将文化建设置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部分，突出强调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胡锦涛指出：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

的环境。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

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活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

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设立国家荣誉制度，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①从文化体制改革、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文化产业群建设、文化产业骨干培育等方面，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文化产业的建设与发展，成为今后文化产业发展与建设的指导

性策略。

胡锦涛总书记不仅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高到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与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的高度，更提高

到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的层次。文化产业的建设与发展是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的重要前提之一，只有文化产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才有可能真正达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一、上海文化产业的发展

本·亚明在 1926 年《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Culture Industry”）

②，以后关于文化产业概念的阐释各不相同：芬兰强调文化企业将文化和艺术的创作看作为企业的行为，是与商业运作、文化

艺术作品的传播扩大能力有关的商业活动；英国将文化产业视为与影视、戏剧、音乐、艺术等所有文化形式有关的生产活动；

美国将文化产业看作艺术创作、艺术表演展览和手工艺创作等相关的文化产品的销售和服务等商业经济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将文化产业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系列活动。③从总体上看，文化产业是以生

产文化精神产品、提供给人们文化需要与文化消费为目的的产业部门，它通过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达到文化服

务和商业赢利的目的。

随着人们文化需求文化消费的不断递增，随着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比重的不断加大，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城

市竞争力的主要标志之一，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中国的文化产业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步，已经有了

长足的发展，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我国文化产业的统计数据，2004 年，我国共有属于文化产业的单位 34.6 万个，个体经营户

36.2 万户；从业人员 996 万人，占我国全部从业人员（7.52 亿人）的 1.3%，占城镇从业人员（2.65 亿人）的 3.8%。文化产业

当年实现增加值 344。亿元，占 GDP 的 2.15%。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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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在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中起着引领的作用。《上海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4-2010 年）》中就指出：

“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通过高新技术与文化创意的结合，渗透和改造传统文化产业，重组和调整文化产业结构，创新和

开发文化产品和服务，积极拓展对外文化贸易，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竞争力的支柱文化产业，形成文化新业态，提升

上海文化产业能级，集聚优秀文化人才，使上海文化产业在现代服务业中迅速崛起壮大。”近年来上海的文化产业得到了迅猛的

发展。据统计，2004 年，上海文化产业总产出达到 1563.87 亿元，实现增加值 445.7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5.3%，

增幅高出全市生产总值 1.7 个百分点；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6%，比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对上海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 7.9%。⑤2005 年，上海文化产业继续以高于上海经济平均增幅的速度迅速发展，文化产业总产出达到 2081.01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3%，实现增加值 509.23 亿元。⑥2006 年，上海文化产业总产出达到 2349.5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9%，实现增加值 581.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61%，比上年提高 0.05 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对全市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 6%。据报载，2006 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信息服务业、文化休闲娱乐业、新闻出版业、文化贸易服务业

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均取得了较快的增长。民营文化服务业发展呈现的良好势头，2006 年，民资占主要份额的文化休闲娱乐服务

业，成了整个文化服务业中经济规模最大的一个行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99.33 亿元，网络游戏、广告传媒等领域民企已占主要

份额。⑦2005 年 1 月份上海市政府颁布的《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实施纲要》，把文化服务业定位为现代服务业增长点，并明确文

化服务业增加值到 2010 年要达到 500 亿元，到 2007 年，上海文化产业的总产出要达到 2200 亿元，增加值达到 600 亿元；文化

服务业总产出要达到 1100 亿元，增加值超过 400 亿元。⑧近年来上海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文化服务业发展迅速、文化创意

产业引领发展、民营文化服务业突出发展的特点。

二、上海文化产业的缺憾

在全球化背景下，与世界国际都市比较，上海的文化产业还存在着诸多缺憾，值得我们反省与思索。

在文化产业的建设与发展中，从事文化产业占就业人口的比率成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数据，国际上一些大都市

从事文化产业活动的就业者占全部就业的 1.5%-3.5%，如纽约和伦敦从事文化产业的人口都超过 20 万，占城市就业人口的 5%，

而上海文化从业人员仅为 6万，占上海就业人口 1200 万的 0.5%。

与美国纽约相比较。作为美国文化中心的纽约，文化产业十分发达，仅以百老汇为例，其每年的票房收入都在 6 亿美元以

上。据统计 2000 年至 2001 年度百老汇的消费中，观光消费是 28.43 亿美元，展览消费 15.38 亿美元，剧院消费约 3900 万美元。

百老汇通过演出业带动了观光业、展览业、小商品零售业等其他相关产业，达到了年收益约 44.2 亿美元的规模，并吸纳就业人

员 4万人。⑨

与英国伦敦比较。据统计伦敦创意产业的从业人员超过 50 万，从 1995 年至 200。年间，伦敦创意产业新增就业岗位量占了

新增从业岗位总量的 2/5。文化创意人才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伦敦为 14 写，纽约为 12%，东京为 15%，而上海的创意产业从业人

员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还不到千分之一。伦敦的创意与文化产业的总收入估计达 250-290 亿英镑。伦敦对艺术的商业投资达 5290

万英镑，伦敦博物院、档案馆、图书馆每年获得的公共与私人资金支持达 5.3 亿英镑，伦敦电影产业每年产值达 7.36 亿英镑。

⑩

与德国柏林比较。2005 年 5 月，德国政府公布的《柏林文化产业―发展和潜力 2005》中指出，柏林 2002 年共有文化产业

企业 1800。多家（其中大部分为中小企业），从业人员 9 万多，实现产值 81 亿欧元，占柏林生产总值的 11%。其中占文化产业

的产值的比例为：图书报刊业占 23.3%,影视 17.1%、艺术品市场 16.3%、软件类 14.1%、音乐 12.0%。1998 年至 2002 年，发展

势头最强劲的是音乐、影视和软件类，产值分别增加了 3.26 亿欧元、3.04 亿欧元和 5.53 亿欧元。柏林是德国重要的音乐基地，

其在全德同行业的市场份额由 1998 年的 8%上升至 2002 年的 60%；由于柏林首都的条件，其逐渐成为德国真正意义上的传媒中

心，其报刊杂志的多样化方面居欧洲首位；其卡通电影业在德国名列前茅，其数据处理和软件开发人才领先于其他城市，柏林

已发展成德国乃至欧洲的“信息社会的典范城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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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纽约、伦敦、柏林这些世界性国际大都市比较，上海的文化产业明显落后并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不仅存在

于文化体制、思想观念上，更存在于文化格局、文化战略上。这大约主要呈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氛围不够宽松和谐。与纽约、伦敦、柏林相似，上海也是一个移民城市，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的

繁盛也是由于诸多人才的集聚所营造成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自新中国的户口制度形成后，移民城市的性质变化了，导致了上

海文化的逐渐衰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 1992 年以后，虽然我们加大了上海开放的力度，但是仍然未形成与国际大都市相吻

合的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

纽约对于外来移民有着更为宽容的姿态。曼哈顿的格林威治村是著名的"艺术家家园"，每年大量来自世界各地著名艺术家

慕名前来演出；苏荷区是画家的天堂，大量画家集聚在此创作。据 199。年美国统计年鉴，纽约画家、雕塑家、工艺美术家有

15，058 人。这些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群造就了纽约，使纽约成为全美国最大、全世界重要的艺术品市场。○12伦敦是英国创意

产业发展的龙头和中心，仅从事电影业和传媒业的伦敦有 10 万人，英国 1300 个影视公司中，70%落户在了伦敦，伦敦电影业的

产出占英国的 75%，每年电影及相关行业的产值为 7.36 亿英镑。○13柏林形成了开放宽容的文化氛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

术家。目前在柏林生活和工作的艺术家人数为德国之最，据统计 2000 年至 2005 年，在柏林的独立艺术家人数上升了 40%。众多

的艺术家为柏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为艺术家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2002 年柏林艺术家的

年收入要高于德国艺术家平均收入的 40%，而柏林的房地产价格却低于全德国平均价格的 20%以上，日常生活的开销也明显低于

慕尼黑、科隆等大城市，这又吸引了更多的艺术家移民柏林。○14

2003 年《伦敦市长文化发展策略草案》开篇就说：“文化是促进理解、形成城市特征的强大力量。它可以跨越障碍、颂扬差

异，使不同背景的人们融合在一起。文化可以激发灵感、带来教益、创造财富，给每个人带来无穷的愉悦。”○15他强调以文化使

不同背景的人们融合在一起，激发灵感创造财富。文化产业发展的氛围不仅在于吸引人才的某种开放姿态（如柏林为了吸引外

来人口，自 2002 年起向每一位迁来柏林的人（包括外国人）发放 100 欧元的欢迎费）；更在于给予外来的文化产业发展人士提

供创业与发展的空间。伦敦在文化发展中，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倾向于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甚至成立了黑人和亚洲文化遗产委

员会，促进黑人与亚洲文化的发展。

上海近些年来强势政府弱势文化的状态，形成了过于一统的文化发展格局，上海地域传统以老大自居的心态、涨幅过高的

房地产、短视的眼光与策略等，使得上海缺乏文化产业发展的宽松空间，影响了上海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缺乏足够的创新意识。作为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大都市，上海历来以对于外国外地文化的引进中创

新见长。20 世纪 30 年代，高植在《在上海》一文中就认为：“上海是中国'外国化'到最极度的地方。一切新兴的东西，物质的，

精神的，都由上海发动，然后推到全国去。虽然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发源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发难于广东，

可是上海仍是中国工、商、经济、文化、出版界的中心。从物质文化方面看，从非物质文化方面看，上海都是中国的头脑。”○16

海派鹜新京派笃旧也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上海虽然在近些年的发展中，仍然呈现出一定的创新意识，但是在与纽约、伦敦、

柏林等国际大都市相比较，上海文化产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创新意识。

在上海近些年的发展中，稳重有余而创新不足，守规矩讲规范虽然形成了上海的处世原则，但是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形成

了上海文化产业缺乏创新的面貌。1998 年 2 月至 1999 年 10 月，维也纳文化研究组织“媒体帝国”(Mediacuh）开展了一项大规

模的调查，调查范围涉及了欧洲诸多人文艺术与新技术创新中心，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这些文化产业内的创新中心打破了人文

艺术与产业之间的传统障碍，“通过人文艺术、产业、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数字

文化运作上的极端多样性”，既为获取新的技术提供各种机会，又为创造发明提供各种手段。研究认为，与新兴媒体相关的文化

既为多媒体产业创生新的内容，又把握原有的文化遗产，更为社会的沟通与创新提供崭新的方式。○17就从纽约百老汇对于歌剧

经典的打造，我们就可以看出在继承传统中的创新意识。纽约的剧院分为上演经典名剧的百老汇、演出制作成本小颇具创意新

剧目的外百老汇、演出带有实验性小型剧作的超外百老汇三种类型。在外百老汇、超外百老汇的剧作演出获得成功后，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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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百老汇成为豪华大型的经典剧作。百老汇的一些剧院几乎是常年上演同一经典名剧，在一再上演过程中使剧作的演出精益

求精日臻完善。百老汇诸多剧目演出的场次令人咋舌，《歌剧魅影》1988 年 1 月 26 日在百老汇首演，至今已经上演了近 20 年，

成为在百老汇上演时间最长和场次最多的音乐剧。不少剧作被改编电影上演，又导致了观摩音乐剧新的热潮。百老汇的剧作早

已走向世界，在世界各地各大城市上演，甚至创下了歌剧在国外演出场次的新记录。

上海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缺乏足够的创新意识，在电影创作中早已没有了 20 世纪 30 年代引领中国电影的地位，缺少具

有全国影响的影片，更鲜有引起世界瞩目的电影，上海电影风光不再。在戏剧类创作中，像舞剧《野斑马》、多媒体梦幻剧《时

空之旅》等原创性的作品不多，在求稳中限制了创新。上海的报刊缺乏《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南方周末》等的开拓与创

新精神，缺乏创新色彩，束缚了上海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缺乏世界眼光。在全球化背景中，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应该具有世界眼光，不仅应关注文化产品

在本国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更应该具有将文化产品占领国际文化市场的眼光与策划。这不仅需要在开掘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

基础上推陈出新，更需要关注国际文化产业市场与动向，不断瞄准国际文化市场的前沿，不断以创新意识打造具有创新色彩的

文化品牌产品，形成文化产品生产与销售的良性系统，在不断扩大国际影响中，将文化产品推向世界。

在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好莱坞的电影、日本的动漫、韩国的电视剧的成功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诸如韩国在发展文化

产业的战略中，提出的基本方针为：1、集中力量开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文化产品；2、重点培育战略性文化产业，不搞

平均主义，实行选择与集中的基本政策，集中力量支持重点产业和重要项目；3、力争使国家扶持政策产生最大的整体实效（韩

国《文化产业发展 5 年计划》）。韩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计划中，显然具有鲜明的世界眼光，在开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的文

化产品中，使韩国的文化产品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和国际性的市场。

上海在文化产业的建设与发展中，更多地引进国外的文化产品，无论是好莱坞电影，还是百老汇歌剧；无论是日本的动漫，

还是韩国的电视剧；无论是维也纳的音乐会，还是俄罗斯的芭蕾舞，我们虽然以外国的艺术精品丰富了上海的文化舞台与市民

的文化生活，但是我们却缺少将更多的自己独创的艺术精品推向世界，使具有中国文化传统上海地域特色的文化精品在国际文

化市场上赢得份额扩大影响。

虽然，近些年来上海的文化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与纽约、伦敦、柏林等国际大都市比较，上海的文化产业发展存在

着很大的差距，我们应该在分析研究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的基础上，汲取世界国际大都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推进上海

文化产业的迅速有序地发展。

三、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文化产业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动力。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上海，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将发展文化

产业置于重要的地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文化产品的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迅速有序地发展上海的文化产业，

对于满足上海市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对于加强上海城市的国际影响与文化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上海文化产业

现状的分析中，我认为在今后几年中上海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该注重如下几方面：

（一）抓住世博会的契机，加快发展上海文化产业。拿破伦三世在 1855 年的巴黎世博会中说：“我们的愿望：希望这次世

博会不仅仅是新奇的玩艺的集合地，而是全世界的工业、商业和文化艺术领域的一个传播文明文化的渊源。”○18纵观世博会的历

史，世博会已逐渐从各国先进工业品的博览，演变为各国文化、科技、社会发展成就的展示，在重视科技物质成果的展示的同

时，更重视文化内涵的表达，重视文化产业的促进，世博会的举办大多为该国带来了长远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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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已经成为传播文明文化的渊源，同时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上海 2010 年的世博会是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

重要契机，国际上诸多国家承办世博会大多加速了文化产业的发展。1855 年巴黎世博会，将展览与文艺演出结合，扩大了世博

会的影响。1992 年的塞维利亚世博会，其文艺演出达到了近万场。2005 年爱知世博会在演艺和展览上交相辉映，获得了巨大的

成功。世博会不仅在展览期间有文艺演出、文化旅游、卡通产品、街头巡演等，同时也开发世博会后期的有关文化产品。上海

世博会在 6个月的会展期间大约有 7000 万人流，应该在世博会的平台上充分创造和发展文化产业，借鉴与汲取以往世博会的经

验，开发与发展由世博会带来的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和文化商机，从而提升上海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二）加强文化创新机制，促进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在全球化背景中，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与其创新性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上海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加强文化创新机制。在文化管理体制方面注重政府管理与市场调控的结合，强调文化产业发展的规范

化与奖惩并行；在产业投资方面提倡政府投资和社会参与的结合，尤其注重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加人文化产业的建设与发展；

在文化产业产品的生产中强调具有创新色彩产品的开发，强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注重文化

产品的引进与文化产品的输出并行，注重对于市民文化消费层次提高的引导。

文化创新机制的形成必须加强文化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注重对于文化人才的培养，注重人才

创新意识的培育，同时也注意引进有一定影响的文化人才，在政策、待遇等方面予以优惠，吸引国内外有影响的文化人才集聚

上海，形成文化创新与文化产业竞争的机制，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形成上海宽松和谐却充满竞争的文化氛围。

（三）打造文化产业精品，开拓文化产业国际市场。文化产业对社会产生影响主要依靠具有实力的文化精品，上海必须努

力打造文化产业的精品，打造出具有国际水平与影响的文化精品，不仅在引进诸多国际上的文化精品，丰富上海的文化舞台文

化市场，满足市民的文化消费与艺术欣赏，更应该在不断打磨的过程中打造具有内涵的文化精品，开拓文化产业的国际市场，

注重的文化影响与经济效益方面的双赢。

打造文化产业的精品必须既注重对于国外文化精品的学习借鉴，更注重对于本民族本地区优秀文化传统的开掘与继承，越

是民族是就越是世界的，这是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在文化精品的打造过程中，纽约百老汇的经验值得借鉴，在不断打磨的过

程中构成百老汇歌剧的经典性，在不断推向市场推向世界的过程中，拓展文化精品的世界性影响，获得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的

双丰收。

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一方面它提供给发展中国家诸多发展的机遇，一方面它又努力使发展中

国家走进世界格局中而弱化了本民族的特性。上海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既给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又对于文化产业的发

展形成了某种危机。上海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抓住机遇、克服危机，不断发展上海的文化产业，增强上海城市竞争力，丰

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作出重要的贡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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