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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深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
建设经验对河南省的启示

张小稳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河南省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起步较晚，存在着认识不清、定位不明、结构不平衡、
缺乏整体规划、缺乏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和发展平台等问题。京、沪、深作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的先行者，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建设经验，如从战略高度认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的重要性；准

确定位、加强规划、合理布局、整体推进，打造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制定有针对

性的促进政策；坚持市场导向、政府积极作为但不越位；制定园区管理制度，创新园区管理模式，营

造良好发展环境等。借鉴这些经验，有利于缩短探索过程，为加快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

设赢得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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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创意产业又称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内容产
业、版权产业。最早是由英国的创意产业工作小组

于１９９８年提出的，在他们提交的《创意产业专题报
告》中首次对创意产业做出了定义，即源自个人创

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利用，具有

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文化创意产业以人的

创造力为核心，以体现个性和差异为特征，它是后现

代的产物。２０世纪末文化创意产业在英国兴起之
后，很快成为英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并成

为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发达国
家文化创意产业的年增加值超过其经济发展的平均

速度，英国为１２％，美国为１４％，已经成为这些国家
的支柱性产业之一。［１］美国人甚至发出“资本时代

已经过去，创意时代已经来临”的宣言。在国内，北

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１７．４％，占
ＧＤＰ比重连续８年超过１０％［２］；上海文化创意产业

增加值的年均增速超过１０％，占ＧＤＰ比重连续７年
超过６％［３］；深圳文化创意产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速

达到１４％，占 ＧＤＰ比重已达８％［４－５］，文化创意产

业已成为这些地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载

体，可以有效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一定区域内

文化创意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城

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

构升级的重要抓手，因而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蓬勃

发展。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２００５年最先在
上海出现，迄今为止，已经初步形成环渤海地区、长

三角、珠三角三大文化创意产业带，上海、北京和深

圳是三大产业带的引领者，在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建设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经验。鉴于河南省的文

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相对滞后，本文拟对比分析

京沪深与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现状，

找出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并借鉴京沪深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设经验，

提出加快发展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议，

以期缩短河南省摸索的过程，从而迎头赶上，乃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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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居上。

　　一、京沪深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

发展现状

　　上海是国内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最早的城
市，２００５年４月上海对１８家创意产业集聚区进行
授牌，这是我国首批创意产业集聚区，至２０１１年底，
上海共有创意产业集聚区８９个，文化产业园区５２
个［６］，初步形成“一轴（延安高架主轴）两河（黄浦

江、苏州河）”的产业布局。２０１０年２月，上海成功
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被授予

“设计之都”称号。根据２０１１年公布的《上海市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在“十二五”期间，

媒体业、艺术业、工业设计业、时尚产业、建筑设计

业、网络信息业、软件业、咨询服务业、广告会展业、

休闲娱乐业十大产业领域将得到重点发展，形成

“一轴、两河、多圈”的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新布局。

“一轴”即横贯中心城区东西向的“轴线”，西起虹桥

商务区，东至浦东金桥、张江；“两河”指黄浦江滨江

文化创意集聚带和苏州河滨江文化创意集聚带。

“多圈”为全市文化产业园区及创意产业集聚区，形

成若干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工业设计示范

基地，数十个文化产业园区和百个以上的创意产业

集聚区［７］。预期到２０１５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年
均保持１０％的增幅，占全市ＧＤＰ比重达到１２％，使
上海成为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到

２０２０年，使上海成为亚太地区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城
市之一；到２０３０年，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上海的第一
支柱产业，使上海成为世界级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城

市之一。［８］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深

厚的文化积淀、密集的专业人才资源、强劲的科技创

新能力、旺盛的消费需求、强大的市场辐射力以及积

极的政策扶持，有着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得天独厚的

优势。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北京市委第九届第十一次全
会确立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打造创意之都”的发

展战略，提出了要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未来经济发

展重要支柱的战略目标。２００６年４月，北京市文化
创意产业领导小组成立。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北京认定
首批１０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截至目前，北京市
共拥有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３０个。［９］北京文化创意
产业集聚区在空间上呈现差异化的发展格局，形成

了海淀和朝阳两个增长中心，首都功能核心区形成

了“一轴多区”的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布局，城市功能

拓展区形成了“一环两核多功能区”的空间布局，城

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保护区形成“东、西两个发

展带”的布局。２０１１年公布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
业“十二五”规划》指出，“十二五”期间要着眼于建

设中国特色世界级城市，依托首都丰富的文化资源，

统筹规划布局，吸引高端要素流入，着力培育具有战

略作用的文化功能区和不同特色的文化创意集聚

区，引导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化发展，为进一步提升首

都文化中心功能提供有力支撑。继续提升文化创意

集聚区发展水平，整合提升３０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
集聚区；引导和促进特色文化创意村落、街区、工厂

发展。实现文化创意产业 “四化”：文化创意产业集

聚区“规模化”，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由现有的

３０个增加到１００个；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市场化”，
推动文化创意企业的市场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创

意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国际化”；支持文

化创意企业做强做大，实现“品牌化”。“十二五”期

间文化创意产业可望保持１５％的年增速，产业规模
将占全市ＧＤＰ的２０％，超过金融产业，从而成为北
京市三大支柱产业之一。［１０］

深圳作为全国首批文化体制改革综合性试点地

区之一，率先在国内确立了“文化立市”发展战略，

把文化产业作为第四大支柱产业加以扶持。根据中

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深圳市将进一步做强做

大文化创意产业，将文化创意产业打造成为第五大

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２００８年８月，深圳市认定首
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截至目前，全市已有４８家
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年产值超过５００亿元。［１１］２０１１
年颁布的《深圳文化创意产业振兴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指出：到２０１５年，深圳文化创意
产业增加值将达到２２００亿元，占全市 ＧＤＰ比重达
到１４．５％以上；文化创意产业总产值超过５８００亿
元，成为支柱产业。同时，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使文

化创意产业成为推动全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导产业之一，引领深圳成为我国

乃至国际上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先锋城市、世界知

名的“设计之都”和国际时尚创意中心；发展壮大产

业主体，形成具有世界水平的创意产业集聚区；提升

创新能力，使深圳成为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创新中

心和应用研发高地。［１２］

　　二、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

发展现状

　　河南省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起步相对
较晚，直到２００５年河南省才出台《河南省建设文化
强省规划纲要（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和《关于大力发展文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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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的意见》，２００６年中共河南省八次党代会明
确提出把加快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作为实

现中原崛起的重大任务，２００７年１２月正式出台《关
于加快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若干意

见》，２０１０年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文化产业
“９１０１１１”工程。２０１１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河
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把建设华

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作为中原经济区的五大战略

定位之一，并对河南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提

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２０１２年初，河南省适时出台
《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实施意见》，提出

“到２０２０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 ＧＤＰ比重达
５％以上，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发展目标，
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涉及金融、土地、工商、税

收等诸多方面［１３］，为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

供了有力支撑。

近年来，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河南省的文化

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至

２０１２年９月份，河南省已经拥有１家国家级文化产
业示范园区、７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６家省
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７２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７０多个创意产业园区和省级文化产业特色乡
村，初步形成以郑州为核心、辐射周边的发展格局。

郑州是全国的交通枢纽、著名的商贸城、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的文化产业振兴

计划，河南省提出打造中部第一创意集聚区的战略

目标。２００８年至今，郑州先后建设了中国郑州信息
创意产业园、郑州小樱桃卡通公司和影视文化产业

创意园区———中国·郑州（二七）快乐星球文化产

业创意园等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中国·郑州金水文化创意园正式开
园，这是我国中部地区第一个以时尚设计为主导的

创意产业园区。２０１１年，又重点建设了郑州华强文
化科技产业基地、国家动漫产业基地（河南基地）、

嵩山文化产业园区、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等文化创

意产业集聚区。２０１２年３月，郑东新区龙子湖湖心
岛科技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成立，着力打造河南省

乃至中部地区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创意高地。

开封、洛阳、安阳、南阳都曾经是古代都城或帝

王之乡，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上主打历史文化牌。开封作为七朝古都，特别

是北宋的东京城，“八荒争凑，万国咸通”，是当时中

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

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一千多年来，开封城市格

局和中轴线始终未变，宋都古城风貌保存至今。开

封依托大宋文化，倾力打造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

２０１１年成功上升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清明上河园文化创意区用巧妙的创意把宋代历史生

活还原，将逝去的历史还原成现代生活、将静态的画

卷变成动态的展现，１０多年来，共接待游客５００多
万人次，总收入上亿元，成为中国旅游的知名品牌。

开封朱仙镇由于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元素，有条件形

成木版年画、印刷、工艺美术、书画艺术、文艺演出、

影视拍摄服务、动漫七大文化创意产业，构建独具特

色、自成体系、效益显著、带动力强的文化创意产业

群。洛阳作为九朝古都，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偃师

商城”、“夏都斟寻阝”、“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

“东周王城遗址”由东向西一字排开，形成“五都贯

洛”的奇观，诉说着洛阳曾经的辉煌。河洛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对三秦文化、齐鲁文化、楚文

化，甚至是客家文化、闽台文化等都有着深远影响。

近年来，洛阳积极发挥牡丹文化优势，运用现代高科

技，大力发展牡丹画、牡丹工艺品等文化创意产业，

牡丹瓷文化创意产业园正在建设之中。民间学者还

提出建设“国际河洛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议。

安阳利用殷墟文化，打造以殷商文化为主的文化创

意产业集聚区。南阳依托三国文化，打造卧龙岗文

化旅游产业集聚区。新乡、平顶山、信阳等地则以旅

游和休闲为目标，着力建设以旅游、娱乐、休闲为主

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十一五”期间，河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保持年

均１８％的增长速度，２０１０年全省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实现增加值３６７．１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９％，年增速
高出同期ＧＤＰ增速３．７个百分点，高出第三产业增
速５．４个百分点。２０１１年全省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实现增加值将比上年增长１７％，达到４３０亿元。［１４］

但从总体上看，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还

处于培育、探索、发展的初始阶段，规模效益、集聚效

益、品牌效益与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和文化资源大省

的地位还很不相称，与先进省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展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三、当前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

区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对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认
识不够清晰

首先，对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区别

不甚清楚，至今也没有出台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的

门类和目录。在２０１０年底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
文化产业“９１０１１１”工程中，“９”指的是重点抓好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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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是其中之一，与其并列的还有

传媒出版、文化旅游、演艺娱乐、艺术品与工艺美术、

文化会展、影视制作、武术体育、动漫游戏。而国际

通用的文化创意产业概念则是包括传媒出版、影视

制作、演艺、艺术品与工艺美术、旅游休闲、广告会

展、软件等产业门类的。其次，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内

涵和外延的理解还不到位。目前，河南省命名的文

化创意产业园区基本上是以“文化示范园区”、“文

化产业基地”、“特色文化产业乡（镇）村”的形式，而

很少以“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来命名，迄今为止也

没有出台河南省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认定标准

和认定办法。河南省对于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认

识也非常模糊。一般而言，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是

由某类相关或相似文化创意企业聚集形成的具有较

完整产业链的经济发展区域。在这一区域，以创意

和知识为核心，各企业相互竞争、相互补充、相互促

进发展。［１５］而河南省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在很

大程度上是将产业集聚理解为简单的企业聚集，以

金水文化创意园为例，是以时尚设计为主导，但园区

内并没有设计企业，涉及的广告会展、动漫游戏、文

化演艺、现代传媒几个产业之间也缺乏必要的联系，

很难形成上下游贯通、联系密切的完整产业链。

２．缺乏整体规划，结构不平衡
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的不平衡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域结构不平衡。到目前为

止，河南省还没有出台全省的文化创意产业规划，对

于全省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缺乏通盘考虑，

对于未来若干年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也缺乏设想，文

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基本上是地市政府在做。由于各

地市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认识和支持力度不

同，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郑州市在省市两级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建设了几个颇具影响力的

集聚区，还有几个正在建设，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市。

二是企业发展不平衡。近年来虽然打造了一些知名

品牌和知名企业，但是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没有

形成规模效应，产业聚集效果不明显。如，虽然演艺

业推出了大型原创舞剧《风中少林》、嵩山实景演出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

东京梦华》等，影视业推出了大型科幻少儿电视连

续剧《快乐星球》，填补了我国大型科幻少儿电视剧

的空白，动漫产业推出了《小樱桃》，大型活动上推

出了新郑黄帝故里祭祖大典等，产生了河南省文化

影视集团、焦作云台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郑州市天

人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郑州中远演艺娱乐有限

公司、开封清明上河园股份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但

这些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基本上是一枝独秀，独立

发展，没有带动中小企业的大规模发展，除动漫产品

《小樱桃》之外，大多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规模

效应、集聚效应不明显，这严重制约了河南省文化创

意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和发展。

３．缺乏横向整合广度及纵向开掘深度
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没有充分利用

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既缺乏横向整合的广度，也

缺乏纵向开掘的深度。河南省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

发源地之一，有着丰厚的古都文化、根亲文化、宗教

文化、民间工艺、历史名人等文化资源。河南省各类

文物点有２８１６８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达９６
处之多，在全国各省市中居第２位，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６６６处，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３６１４处，
世界文化遗产１处。［１６］目前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的
发展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设，虽然在地市内

部有横向整合，但全省范围内的横向整合非常缺乏。

例如，郑州、安阳、商丘、洛阳、开封等都是知名古都，

这些城市的历史联结起来就是大半部的中国古代

史，如果把这些古都文化充分整合，既能彰显中原文

明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又能形成具有地方特色

和品牌效应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在各地市中做

得较为成功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中，对历史文化

资源的利用也仅仅停留在表面，如安阳的殷墟文化、

开封的大宋文化、洛阳的河洛文化、南阳的玉文化

等，仅仅局限在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产品的开发上，

对于历史资源的深度挖掘，如文化内涵、创意产品的

开发上做得远远不够。如同抱着举世罕见之宝玉，

却不知道如何雕琢。目前河南省发展较好的动漫等

文化创意产业也没有对本省的历史文化资源给予足

够的发掘，以致在市场竞争中缺乏独特性。

４．缺乏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和发展平台
由于河南省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

集聚区的认识尚不够深入，以致其文化创意产业和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只能屈居于文化产业和产业集

聚区规划之中，对于这样一个可以作为未来经济引

擎的朝阳产业，除了郑州市在２０１１年出台了《关于
文化创意产业项目用地的实施意见》之外，还没有

专门的政策支持，相关政策只能参照河南省和各地

市关于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产业集聚区发展的指导

意见或专项工作方案。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及其集聚

区在资金、人才、服务平台方面的特殊要求，没有给

予足够的重视。迄今为止，河南省没有成立专门的

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平台

建设方面，没有大型的推介活动，仅仅成立了创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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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这一民间机构，这对于河南省的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来说，是远远不

够的。

　　四、京沪深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

建设经验对河南省的启示

　　针对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起步较晚
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北京、上海、深圳这些文化创

意产业集聚区建设的先进地区，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值得河南省借鉴，可以使河南省少走弯路，缩短探索

的时间。

１．应从战略高度认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
的重要性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知识产业，以人

的头脑为核心，是一种高附加值、节能降耗的绿色产

业，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

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保持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作

为文化创意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在产业上的联结，

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式，可以节约企业成

本、有效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目前已经

是世界上通行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模式。在文化

创意产业创造的经济效益中，集聚区的增长速度要

高于文化创意产业增长的平均值。在国外，文化创

意产业集聚区在２０世纪末就已经出现并开始建设，
而我国迟至２００５年才对国内首批文化创意产业集
聚区进行授牌，开始建设。近年来，北京、上海、深圳

等地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迅速，与政府的整体

规划、合理布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这些地

区有一些自发生成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但其快

速发展还是在政府介入之后。北京、上海、深圳等都

先后制定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十一五”、“十二五”发

展规划和十年或二十年的振兴计划、发展纲要等，每

年都要制定下一年度的具体发展目标和重点建设

项目。

就河南省而言，应从战略高度上认识文化创意

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对于河南省实现文化资

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转变的重要性，对于建设中原经

济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重要性，对于河南

省打造中西部战略高地的重要性，对于促进河南省

经济发展、转变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促进就业的重

要性。应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创意产业

集聚区的建设，制定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的５
年、１０年甚至２０年的规划以及各种专项计划，在整
体上推进河南省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打造

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河南省

委、省政府应该成立由主要领导牵头的专门的文化

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并建立起各部门和各级政府之

间的协调机制，切实加强对文化创意产业及其集聚

区建设的领导和管理。

２．应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有自身文化
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纵观国内其他省市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

设，都是在充分利用区域内文化、科技等资源的基础

上，准确定位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如北京

充分利用明清历史文化资源、国际化大都市和科技

艺术人才优势，提出“全球化文化产业区”的定位；

上海充分利用现代化大都市的科技艺术优势，提出

“设计之都”的定位；深圳充分利用设计、科技、旅游

资源的优势，提出“创意设计之都”的定位，并走出

“文化＋科技”、“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河南省
也要在充分利用自身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准确

定位、加强规划、合理布局、整体推进，打造具有中原

文化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有鉴于此，河南

省应该充分利用整合各种历史文化资源，合理定位，

改变目前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结构不平衡、规

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差的局面。

３．应尽快制订本省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
在理论上弄清楚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之

间、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与产业集聚区之间的区别

和联系，在政策上将文化创意产业从文化产业中剥

离出来，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从产业集聚区中剥

离出来，才有望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及其集聚区的独

立健康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定义

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

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文化创意产业则是

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

利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文化产业

中包含创意成分，但不像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属核心

成分。文化产业是工业化的产物，是工业经济；文化

创意产业是知识化、信息化的产物，是知识经济。文

化产业追求的是标准、集中、规模；文化创意产业追

求的是独特、分散、多样。产业集聚区与文化创意产

业集聚区相比，则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产业可以

是工业、可以是商业、也可以是文化产业；文化创意

产业只是产业的一个分支，并且是最具潜力、最有前

景的分支。因此必须针对文化创意产业及其集聚区

的特征制定独特的产业发展政策。

例如北京在２００６年命名第一批文化创意产业
集聚区之后，就发布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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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将文化创意产业分为９大行业、２７个中类和
８８个小类。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在对文化创意产
业及其集聚区建设进行规划的同时，还相继出台了

一系列扶持政策，如《关于促进上海市创意设计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上海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

《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重点人才开发目录》《上海知

识产权战略纲要（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北京市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北京市促进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

资指导目录》《深圳文化创意产业振兴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等，下辖的各区县也制定了相应
的配套政策，为文化创意产业及其集聚区建设提供

指南、资金、人才和服务平台，为文化创意产业及其

集聚区的发展和建设保驾护航。

河南省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文化创意产业从文化

产业中、把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从产业集聚区中剥

离出来，制定有针对性的产业发展政策，让文化创意

产业破茧成蝶，成为中原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助推中

原经济区建设。

４．坚持市场导向，改革文化体制，政府积极有为
但不越位

文化创意产业及其集聚区作为一种新兴事物，

需要政府扶持，需要政府做出整体规划和指导，但它

毕竟是一种新的经济类别，要遵循市场活动的基本

规律，所以政府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做该做的事情。

近年来，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一条重要

的经验就是，坚持以文化创意与商业运营模式相结

合为基础、由需求与产业优化决定“科技与文化的

融合、艺术与市场的结合、政府作为而不越位”的发

展理念。在集聚区建设上，按照“企业运作、政府支

持、行业集中、功能完善”的原则，建立了集创意、研

究、投资、孵化、制作、培训、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文

化创意产业园区，提高其核心竞争力。［１７］深圳文化

创意产业因此而得到快速发展，出现了腾讯科技有

限公司、“中国油画第一村”大芬村等著名的文化创

意产业集聚区。北京市也在积极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成立文化创意产业的专门管理部门，将文化创意

产业从文化事业中分离出来；制定《关于深化北京

市文化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推进政企分开、政资

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转变政

府职能，强化市场主体地位，积极营造有利于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１８］；推进

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文化创意企业，

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创意产业，切实加强对国

有文化资产的监督管理。河南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要学习先进省市的经验，政府要积极有为但注意不

要越位。

５．合理搭建产业链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应突出特色和定位，

打造产业链，真正实现集聚而不是聚集。对于文化

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北京、上海、深圳等都明确

定位要求，如上海市２００８年制定的《上海市创意产
业集聚区认定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创意产业集聚

区的条件之一就是“有鲜明的产业特色和定位，产

业门类符合《上海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并且已

经有若干个主导产业门类。主导产业门类的企业应

占园区全部企业总数的７０％以上”。［１９］《北京市文
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认定和管理办法》中认定文化创

意产业集聚区的条件之一是，“有鲜明的产业特色

和定位，并且已经集聚了一定数量的文化创意企业，

集聚区的产值、交易额等经济效益指标居于同行业

领先地位”。［２０］现在一些建设得比较好的文化创意

产业集聚区都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上海文化科技

创意产业基地企业规划的主要依据就是产业链的合

理搭建，在网络游戏产业链中游运营商集中的基础

上引入全球最大的网络游戏研发企业，从而带动产

业链上其他环节企业的入驻，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

链，形成强大的整体竞争优势。上海动漫衍生产业

园通过上下游企业相互之间的联动来实现产业链的

互补，实现“载体、功能、行业、渠道、政策、品牌、资

本”七位一体的服务架构。上海８号桥构建起依附
于“主角”的产业链，将创意产品的设计创作、生产

加工、展示销售连成一片，并通过咨询机构、中介组

织等衔接各环节，从而实现集聚区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怀柔影视基地以打造完整的产业链为园区特

色，遵循龙头项目带动、中小企业聚集模式，建成可

进行影视制作、展示传播、版权交易并含影视旅游、

衍生品开发等完整环节的影视产业基地。

针对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内企业分散、

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差的状况，应该尽快制定《河

南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认定和管理办法》，对集

聚区的建设进行引导，对集聚区的建设规划和入驻

企业严格把关，以建立起产业集聚、品牌突出、相互

带动、链条延伸、拉动明显的产业结构，形成规模经

济，提高整体竞争力。

６．建立健全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管理方式
集聚区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

存环境。因此，要促进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还

必须制定园区管理制度，创新园区管理模式，为文化

创意产业及其集聚区提供服务平台，创造良好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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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环境。目前，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管理

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这一方面，北京、上海、深

圳等地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管理经验。首先，建立园

区管理制度。目前，上海９３．５％的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建立了管理制度，促进园区管理的功能由物业管

理服务向产业要素服务转变。其次，创新管理模式。

如上海出现了以投资园区内企业为主、以构建公共

服务平台为主等园区经营管理新模式。投资园区内

企业的管理模式是园区的经营者把园区作为投资经

营实体，挑选、积聚和培育好的优质企业，甚至可以

通过压低租金吸引企业入驻，或者用园区租金换取

企业股权，从投资中获得更多的收益，这比纯粹的商

业地产经营模式前进了一步。德比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宝山动漫衍生产业园、张江文化控股有

限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也采取这种经营管理模式。北

京在市郊土地的应用上采取了股份制的方式。鉴于

存在地价上涨、租金提高，商业排挤艺术的现象，北

京市郊７９８附近的何各庄采取股份制的形式来实现
农民、艺术家和管理运营者的共赢。［２１］河南省可以

根据各个集聚区的建设需求，选择恰当的管理方式，

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以实现集聚区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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