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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时代”背景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路径研究

王银灿，　邢红梅

（石家庄铁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中国创时代”全面开启。“创时代”在为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机遇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为了增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国内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需要在新

的环境下探索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路径，这就需要文化创意产业通过拉动创业引擎，保护

创意阶层；实现触网转身，促进创意集聚，提升文化创意产业品质，促进供给侧改革；构建法律

保护体系，引进第三方治理等路径来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从而为当前“创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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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产业”一词最早源于英国，是指源于个

体创造力的技巧和才华，通过开发和运用知识产

权、创造财富并增加就业潜力的产业，通常包括广

告创意、建筑设计、时尚设计、艺术品和工艺品、美
术、电影、音乐表演艺术、互动休闲软件、电视、广

播、出版等１３大门类，其本质是为消费者提供多

元化、差异化、高层次的精神体验［１］。文化创意产

业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展现了自己独特的力

量，文化创意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上

升。当前，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的３．７％，到

２０２０年，这一数字将力争达到５％，从而成为国民

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文化创意产业还以物质的形

态彰显着中国文化软实力，它通过将文化资源转

为文化资本，成为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的关键

环节和重要路径。此外，文化创意产业还能够满

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孕育和培养民族精神，增
强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在２０１５年３月５日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提升到

中国 经 济 转 型 和 保 增 长 的“双 引 擎”之 一 的 高

度［２］。在“创时代”背景下，各个领域都掀 起 了 创

新和创业的高潮，文化创意产业也应紧紧抓住这

一时代脉搏，为中国“创时代”增添力量。

　　一、“创时代”背景下我国文化创意产

业所面临的机遇

　　 （一）创业人数攀升，文化企业增多

随着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口号，政府鼓励创业的激励政策不断出台，创新

驱动创业，创业带动就业成为“新常态”下的新引

擎。２０１５年７月《国 务 院 关 于 积 极 推 进“互 联 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充分利用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商贸

企业集聚区、小微企业创业示范基地等现有条件，
通过市场化方式构建一批创新与创业相结合、线

上与线下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的众创空间，
为创 业 者 提 供 低 成 本、便 利 化、全 要 素 的 工 作 空

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实施新

兴产业“双创”行动，建立一批新兴产业“双创”示

范基地［３］。受创业环境变化影响，中 国 每 天 有 一

万多家企业注册，平均每分钟就会有７家公司诞

生。文化创意产业也不断发展壮大，创业人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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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攀升。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２０１５年文化

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２０１５年末，全国文化市

场经营单位２３．１７万 家，比 上 年 末 增 加１．１５万

家；从业人员１５６．４７万人，增加２４．０８万人。全

年全国文化市场经营单位营业的总收入２　９６５．６４
亿元，营业利润１　００２．１０亿元［４］。

　　 （二）创意阶层壮大，创新氛围提升

富有创造性的创意人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的关键力量，他们通过提供智力和创造力，决定文

化创意产业的繁荣与否。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创

意人才都发展很快，例如美国纽约的文化创意产

业阶层已占当地人口的１２％，英 国 伦 敦 为１４％，
日本东京则高达１５％。“创时代”背景下，我国迎

来了第四次创业大潮，而这次创业潮比拼的是创

新和创意，因此，在“创时代”的这次创业浪潮中涌

现出不少拥有创意的人才，壮大了我国的创意阶

层。此外，创意旨在去同质化，鼓励多样 性、差 异

性和地方特色，这就需要促进不同创意人才的聚

集，形成宽容、多元和开放的创意环境，只有在这

样的人文环境中，才能促进更多创意源泉的迸发。

２０１５年７月，《国 务 院 关 于 积 极 推 进“互 联 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以促进创业创新为

重点，推动各类要素资源聚集、开放和共享，大力

发展众创空间、开放式创新等，引导和推动全社会

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打造经济发

展新引擎”［３］。“创时代”鼓励创新等政策为创意

人才营造了良好的创新氛围。

　　（三）“互联网＋”助力，创新典范涌现

“创时代”与互联网时代的共同发力，掀起了

网络精英的创业热潮，诞生了“上市神话”和“马云

传奇”等一批批的创业典范。随着互联网＋思维

的运用，文化领域的创业创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通过与互联网的互动和发展，与互联网行业

相关的众多文化产业领域都释放了巨大的市场红

利，新增注册的文化企业增长了８０％。例如互联

网的存在，大大推动了动漫产业的发展，它不仅使

动漫的载体扩展为网络视频媒介还降低了动漫创

作的门槛，使小成本、短规制的动漫作品有了生存

的机会，同时还能在线与粉丝互动，根据粉丝的意

见对动画片进行调整优化，将粉丝的创意融入到

新片创作之中。湖北原创动漫《木奇灵２圣天灵

种》就以“网台联动＋周播＋全媒体”模式首发，实

现了跨形态、跨媒介、跨行业融合。

　　 二、“创时代”背景下我国文化创意产

业所面临的挑战

　　（一）文化市场迎来大规模洗牌和重组

进入“创时代”以后，文化产业的主要门类增

长迅速，规模扩大，越来越多的文化消费者摇身变

为文化的生产者，供给短缺的局面得到大大改善，

甚至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人们对于文化消费

的多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创意产品需要

具备符号性、心理性和体验性，在某种意义上说，
它更是一种精神的需求品。因此，文化创意产业

将会面临大规模的洗牌和重组，在激烈的竞争下，

单纯追求量的增长，缺乏创意，且规模弱小的企业

面临着被兼并的危险。以中国的主题公园为例，

２０１６年除了上海迪士尼，仅长三角地区还将有１０
多家大型主题公园正在建设或即将开园，中国主

题公园 市 场 已 经 进 入 到 白 热 化 的 竞 争 阶 段。然

而，学界认为中国主题公园已超２　５００个，其中七

成亏损、两成持平、一成盈利。这都是源于在“创

意竞争”的时代，主题公园未能精准定位，打造自

身特色的原因。因此，在“创时代”背景下，文化企

业需要着眼于对文化进行个性化的提升和转化，

从依靠政策和财政的支持转变为要依靠企业竞争

力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以文化内容和创意

成果为核心，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为公

众提供新型的文化产品和文化体验。

　　（二）创意人才的保护力度亟需提升，
创意产业园区亟需规范

　　 “创时代”背 景 下，创 意 阶 层 不 断 壮 大，对 创

意人才的保护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在知识产权的

保护方面，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人们的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未能有效的为创意开发

提供良好的条件。在大数据时代，知识产权的保

护更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此外，创意产业园区

的规范也亟需完善，随着进入“创时代”，开发文化

资源的企业逐渐增多，但是当前资源的分布还较

为零散，缺乏有机的组织，不能很好地发挥效应。

在文化园区的建设方面，由于筛选准入机制不规

范，协同联动机制匮乏等还造成了产业内部鱼龙

混杂、合作交流少、恶性竞争、特色不明显等问题。

这些问题都亟需出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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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从宏观层面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整合、分工和

界定，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奠定法律基石［５］。

　　（三）创意层面过窄，传统文化难以进

行现代性重构

　　文化创意产业的特征就是具备创新性、增值

性和科技性。中国进入“创时代”，通过创意元素

的加入对 传 统 文 化 资 源 进 行 创 造 性 的 保 护 和 继

承，对其他产业进行人文价值的提升是十分必要

的。然而，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创新创

意能力较弱，例如传统文化在传播方面就存在一

些问题：传统文化传播没有摆脱原有的框架，历史

剧和武侠作品偏多，造成市场的饱和与观众的审

美疲劳；缺乏知名的国际品牌，传统文化作品缺少

国际竞争力。这都是因为未把创意应用于传统文

化之中，不能经过创新使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的

重构，从而形成具备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除此

之外，文化创意还面临着未能与经济资源和社会

资源进行有效的融合问题。实际上，文化可以潜

在地赋予其他产业以人文价值，增加企业的文化

内涵，从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现在大多数

企业都未认识到文化创意的重要性，从而遭遇了

创意层面过窄，创新无法突破的瓶颈。

　　三、“创时代”背景下我国文化创意产

业的发展路径

　　（一）拉动创业引擎，保护创意阶层

财政部日前下达２０１５年度文 化 产 业 发 展 专

项资 金５０亿 元，共 支 持 项 目８５０个，项 目 数 较

２０１４年增长６．２５％［６］。文 化 创 意 产 业 要 利 用 好

这部分资金，拉动创业引擎，培育小微文化企业扩

大产业规模，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同时，“创时

代”背景下，还要把握好这次创业热潮，发挥好这

些新生的创新力量，注意培养企业家的精神，鼓励

创新人才的发展，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质量。在

创意人才的培养方面，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在人才培养、流

动、激励、引 用、保 障 等 方 面 提 出 了 相 关 的 措 施。

因此，在以后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各部门要落实相

关工作，例如要注意充分发挥高校、培训基地、企

业各自优势，探索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培养人才

的道路［７］，遵循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产业 化 的 规

律来设计课程，并有针对性的引进一些具有国际

视野的海外留学人才，从而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展培养高端人才。同时，也要注意企业家精神的

培养，例如马云就用以文治企的价值观支撑了所

创企业的健康发展，在其起步之初就十分注重企

业精神的塑造和企业文化建 设［８］。此 外，在 创 意

人才的保护方面，要发挥好法律法规的作用，要建

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推进建设知识产

权的相关门户网站，建立知识产权信息检索、公共

推介和商品交易的平台［９］，为保护创意人 才 形 成

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

　　（二）实现触网转身，促进创意集聚

当前“创世代”背景下，互联网＋文化产业是未

来的潮流和方向，很多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容都需要

借助于信息技术这个平台，将创意应用到文化产业

领域，打破界限，进行创意的跨界融合，以提升文化

产业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形成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

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例如，被美国《时
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２２个城市艺

术中心之一的“７９８艺术区”，它在不破坏原有建筑

遗产的前提下，对旧工业厂房进行了重新设计、改
造和利用，融汇了画廊、艺术家工作室、设计、酒吧、
餐饮等服务性行业，从而形成了一种艺术与商业共

存，时尚与传统共存、精神与物质共存的文化生产

模式。与建筑业相同，文化创意还可以与工业、旅
游业、农业等进行融合，从而使我国经济在重加工

的基础上，增添人文附加价值，从要素驱动、投资驱

动转向创新驱动。此外，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还要推

进创意的重组和集聚，从而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的规

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因此，要加快文化产业园

区和集群建设，以重大文化产业项目为引导，以大

型文化企业为主体［１０］，按照优势互补、利益共赢原

则，引导和培植若 干 规 模 大、效 益 好、产 业 贡 献 率

高、竞争能力强的文化航空母舰式的产业园区和基

地，从而实现资本和人才的集聚，节约交易成本，增
强其在产业内部的竞争力，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贡献

强大的力量。

　　（三）提 升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品 质，促 进 供

给侧改革

　　文化消费不是通过刺激带动的，而是创意带

来的。供给侧改革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着极

大的契合点。供给侧改革是提高供给质量，推进

结构调整，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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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从而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而文化

创意产业是是非刚性的、弹性的需求，是以供给创

造需求，需要用创新性的产品去激发需求。草根

性、原生态是文创产业中最大的特点。双创时代

下，我们应该根据文化创意自身的特点去推动双

创，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促进供给侧改革时，要注

意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品质，找到文化的原创性、
差异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要从铸造特色品牌，增强国内外影响力；加入创意

元素，阐释价值观念；提升文化内涵，创新商业模

式等方面进行提升，充分发挥创新的力量，从而用

创意带动文化消费。

　　（四）构 建 法 律 保 护 体 系，引 进 第 三 方

治理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法律的约束和组织的引

导尤为必要。对此，要注重发挥法律的作用，制定

统一 的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发 展 基 本 法，针 对 电 影、动

漫、游戏等子行业制定更为详细的法律法规。从

而构建完 善 的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发 展 的 法 律 保 护 体

系，以促进这一朝阳行业的健康发展。此外，对于

文化创意产业内的规范，还可以借助于环保建设

中的第三方治理的概念，通过发展非政府、非营利

的第三部门，来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弥补市场

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例如，日前，财政部在文

化产业资金的使用方面，就首次引入了财政部预

算评审中心参与合规性审核环节，以确保专项资

金的申报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非政府性的创

意产业组织通过帮助文化创意产业物色资金、进

行人才培养、争取政府支持等来对产业内的组织

进行规范。因此，要充分发挥法律的强制作用和

第三方部门的调节作用，从而为文化创意产业的

发展构建起坚实的保护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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