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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迪士尼乐园经历漫长的讨论、谈判、决策和建设过程后，终于正式开张迎客。迪士尼

方面把围绕上海迪士尼乐园正式营业所进行的公关宜传，做成了一场 “开张秀”，既有精心

设计．也有缤密的计划安排，吸引了大大小小的媒体围绕上海迪士尼何时开张及如何开张等一

系列细节，长时间地跟踪，不断地予以报道，进而招致社会大众的围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社会发展迅速，大众关注的社会热点切换迅速。作为一家以文化消费和娱乐体验为特色的文化

企业，上海迪士尼乐园从进驻伊始便引发持续热议，实不多见。事实上，以各种“秀”来持续

保持自身影响力并诱使大众更多消费迪士尼产品，正是其所植长。在视象和符号消费渐成潮流

的社会文化氛围下，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开张“秀”大概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文化事件。 

迪士尼公司创立于 1923 年，早期专门从事动画电影创意制作，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持

久全球影响力的著名动画形象，仅米老鼠和唐老鸭这两个家喻户晓的动画形象，其品牌价值现

已高达数十亿美元。迪士尼公司的经营管理极具特色，尽管其业务已经发展为动画与电影制作

、主题游乐园、授权给其他公司制作经营各种消费产品以及传媒网络等四大板块，但迪士尼公

司的运营始终以动画片生产制作为主轴，通过一次性大成本投入开发制作动画片，以精彩动画

片为核心，借助公司拥有的影视传播、书刊出版、娱乐体验、特许经营等全球多形态传媒营销

网络，把产品推向全世界，在产生巨大文化影响力的同时，也把极为可观的巨额财富收入囊中

。 

由迪士尼公司的经营管理及其产品在全球传播中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力，使迪士尼成为一个

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品牌，甚至可以说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现象。这种被称之 “迪士尼化”的

文化现象，与牛仔裤、麦当劳、肯德墓、星巴克一样，是美国流行文化的表征，但迪士尼作为

文化现象更为典型地诊释了这一文化的特色。创始人华特・迪士尼出身贫寒，童年时缺少应有

的快乐，他把童年的梦想，用动画片和主题乐园的形式加以演绎，并把它变成了可供全世界儿

童和家长一起体验和消费的文化产品。华特・迪士尼的创业传奇以及迪士尼公司的成长经历，

俨然成了阐释“美国梦”的一个具体案例。作为一家文化传媒企业，迪士尼公司从一家动画制

作小企业，发展壮大成为全媒体综合性文化企业；从一家美国本土公司成长为全球性的传媒帝

国，不仅印证了 20 世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壮大的黄金时代，某种意义

上也是美国文化全球扩张的象征。 

自创业成功起，迪士尼作为文化现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这种持续的社会关注不仅造

就了迪士尼产品的全球消费热潮，也伴随有对于迪士尼现象毁誉参半的争议，甚至还形成了学

术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迪士尼研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

迪士尼研究同样呈现出五花八门的繁杂景象。美国的“迪士尼研究”重点聚焦迪士尼动画片的

创意制作与儿童文学的相互关系，尤其关注迪士尼动画形象塑造中对于美国本土和世界各国文

化资源的利用、改编和再创造，如格林童话中的“小美人鱼”、阿拉伯神话中的“阿拉丁”、

中国民间文学中的“花木兰”等。在艺术和美学层面上，美国研究者对迪士尼动画的评价褒贬

不一，既有对迪士尼动画艺术推动儿童文学发展的充分肯定，也有对迪士尼动画肆意篡改各国

童话故事传统叙事结构和意蕴的激烈批评。20 世纪 so 年代以来，美国“迪士尼研究”更加学

术化，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保护主义、多元文化论到新马克思主义等，各种理论范

式和方法纷纷登场，大多将迪士尼现象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文化予以声讨和鞭挞。中国在对外开

放不断扩大的背景下，随着迪士尼产品的不断拥人，尤其是迪士尼乐园相继入驻，“迪士尼研

究”也成为学术热点并形成一波高潮。相关研究同样呈现出多样特色，既有着力于分析迪士尼

动画形象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也有深人分析和概括迪士尼作为一家文化企业的管理架构、

运营特点和业务结构；还有从社会文化视角分析迪士尼进人中国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从研究

取向看，中国的“迪士尼研究”既有把迪士尼看成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成功的文化企业，力图总

结迪士尼经营管理中值得借鉴之处；也有对迪士尼乐园作为一个文化企业航母人驻中国，对尚

处发展不成熟的中国文化产业可能造成巨大冲击表示忧虑；还有从社会批判的视角，担心迪士

尼运营及其产品进人后会冲击中国民族文化等。 

有资料表明，一如老华特・迪士尼对于各种社会围观总是笑而不语，既不在意种种赞誉，

也不对各式贬谤耿耿于怀。实际上，在迪士尼看来，这种社会关注正是迪士尼 “秀”技术的



成功，迪士尼要的就是这种意义模糊、相互矛盾甚至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却能产生广泛反响的

社会影响力。正是借助于此，迪士尼产品才得以畅销世界各地。 

在景观学上，所谓“迪士尼化”是指迪士尼乐园所营造的似梦幻象在主题公园、购物中心

和娱乐总会等消费场所的景观再现。随着迪士尼公司的商业成功及产生的明星示范效应，“迪

士尼化”正在向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和城市空间渗透，一些城镇在发展更新中因刻意追求“

迪士尼化”的景观效果，最终导致道具布景式的空间氛围与人们真实生活的格格不人。在学术

领域，“迪士尼化”作为研究术语是一个内涵明确的贬义词，即指应用“秀”技术来谋利。迪

士尼的各种“秀”，看似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讲穿了也不过是以此来吸引世人眼球，最

终还是为了赚钱。客观地说，“迪十尼化”本质上是围绕如何展示（即如何“秀”）文化生产

和传播技术，而迪士尼把这种技术应用发展成了一整套产业体系，用业界的评价来说，是达到

了工业级水平，是当今世界上运用“秀”技术体系最为成功的明星企业。 

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开张必将引发一波围绕迪士尼的文化消费热潮，而这波消费热潮究竟有

多大规模以及可以持续多久，人们的预判也是喜忧杂陈。但无论如何，至少对拉动上海迪士尼

乐园所在地区乃至整个上海的经济增长，都将产生相当积极的正面效应。当迪士尼进人中国已

不限于如动画电影、童书和以迪士尼动画造型为核心的衍生消费品等单一产品，而是一个包含

生产、传播和消费完整产业链的文化企业航母，必然会对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乃至社会大众的

文化消费产生深刻的影响，由此引发广泛关注甚至争论也在情理之中。 

在文化层面上，有不少人把“迪士尼化”直接等同于美国化，把“迪士尼化”看成是一种

“文化人侵”，这不仅仅是对美国文化特色的认知，也是对资本驱动的美国文化生产、传播和

消费方式的一种态度。作为文化现象，进人中国的迪士尼就像一面多棱镜，各种争议折射出中

国当下社会的开放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实际上，在当下中国有关迪士尼的社会围观中隐含着一

个更深层的问题：在开放条件下当代中华文化如何面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强势的美国文化？尤

其重要的是，迪士尼直接进人中国内地文化市场，不仅以其产品，而且作为一个文化企业与中

国本土的文化企业直接争夺消费者，分食正在迅速膨胀的中国文化消费大蛋糕，对此究竟应当

如何应对？ 

当前，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调整已全面展开，中国经济也进入了转方式、调结构和稳

增长的“新常态”。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要在世界经济

政治新格局中持续提升综合竞争力，必须坚持创新转型战略，即由高投人、高消耗转向以科技

和文化创新驱动增长，从而改变中国经济大而不强的局面以及在全球生产贸易体系中的价值低

端地位：而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将是检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创新转型战略成功与否的

关键之一。 

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当代社会资本、文化和技术融合发展在产业层面的具体表现。新世纪以

来．文化产业在信息新技术的推动下，日益呈现出规棋不断扩大、内涵日趋丰富的发展趋势。

文化产业以其独特的形态演变和运行方式与其他产业发生广泛而复杂的联系，极大地影响一个

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当代社会最为重要的经济文化现象，某种意义上也

体现为一国综合竞争能力的水平和优劣。从当前全球经济政治秩序调整和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看

，能够集经营管理、传媒技术和文化资源运用为一体，并能在产业层面上成功运营的企业，将

最终占据全球价值链生产和分配的高端地位。某种意义上说，在当今世界经济文化融合发展的

大趋势下，一国文化对外影响的强弱，恰恰是由其文化产业综合竞争力的优劣所决定的，而迪

士尼不仅是具有文化产业综合竞争优势的典范企业，同时还体现了美国文化的强势。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正处在文化消费需求爆发增长带动其发展的有利时期，但无论是在经

营管理、传媒技术和资源运用能力等综合竞争力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相比，都还

显得稚嫩。毫无疑问，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开张将对中国本土文化企业的发展直接构成巨大压力

和挑战；但另一方面，迪士尼的人驻及在中国的运营，为中国本土文化企业通过合资、合作等

形式学习、借鉴和分享迪士尼作为优秀文化企业的成功经营之道，创造了更为便利的契机。中

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成功实践表明，在不断扩大的开放环境下，面对外来竞争，无论是投

资、技术还是产业，以开放的心态和理性的精神来积极应对，是本土企业和产业赶超世界先进

水平的必由之路。如果中国文化产业以这样一种文化自信和自觉来面对迪士尼带来的挑战，那

么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开张将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由弱变强的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