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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回顾与简评 

王宁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助理研究员） 

【摘 要】近些年，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突飞猛进，日益受到学术界的日益关注，成为专家学者越来越重视

的一个研究课题。本文就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分析了研究的总体状况，归纳出六

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及其代表性成果，并对研究现状作了简评。 

【关键词】浙江 ；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产业 

近些年，浙江省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突飞猛进，在我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尤其是省会杭州，据亚太文化创意产业协会

发布的《2013 年两岸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调查报告》统计，在两岸 42 个城市的文化创意竞争力排行榜中位列第四，居北

京、上海、台北之后，名列内地城市第三位
①。与此同时，浙江文化创意产业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日益关注，成为专家学者越来

越重视的研究课题。尤其是最近几年以来，对此课题的研究视野越来开阔、选题角度越来越新颖、研究力度越来越深入。本文

将从研究的基本状况、主要内容、现状简评等方面来梳理关于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成果。 

一、研究的基本状况 

自 2007 年起，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每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就内容和研

究路径而言，大体有三种 ：1. 实证调查、宏观透视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 ；2. 从浙江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过程中某种特定的研究视角进行研究，如产业园区建设、人才集聚、产业融合、区域战略等 ；3. 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从

香港和国外经验产生的启示出发，探讨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位、发展和创新等问题。与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水平相较

而言，有关此问题的学术探讨尚有很大的扩展空间。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基本现状 

在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国际潮流面前，浙江近年来十分重视文化建设，进一步强化发展理念，突出工作中点要加大文化

产业促进工程和文化建设的实施力度。然而，目前，浙江的文化产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规模较小、产品档次不高、技术含量

偏低、市场化程度不高等都严重影响着浙江文化产业的提升。充分发挥浙江对外经济发展对文化水平提升的推动作用，就要大

力发展浙江对外经济。对外经济发展带动浙江经济整体提高，而经济发展会带动文化层次的提升。所以，要大力贯彻落实浙江

对外经济发展开发，在政策上推陈出新，为浙江对外经济发展营造更有利的条件
②
。 

浙江有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有充足的资本，有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更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浙江的影视基地建设、

杭州的动漫产业，已具全国领先的态势。浙江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一批上市公司。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浙江民间资本丰沛的优势

                                                           
① 汪江军 ：《两岸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排名  杭州 42 个城市中排第 4》，《都市快报》2013 年 1 月 22 日第 A12 版。 

② 梁赫 ：《文化创意与对外经济协同发展》，《商业研究》201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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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体现在文化产业。但是，据统计，浙江文化产业增加值主要来自文化产品制造业，文化服务业占比较低 ；全省城镇居民用于

娱乐教育文化消费的平均支出占总消费支出不到两成，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主要集中于制造流通领域，

文化产业亟须更多文化资本运营、文化经纪代理、媒体产业经营管理等高端复合型人才。因此，浙江的当务之急，是紧紧抓住

这一批特色和优势产业，做大做强
①。 

作为浙江省会，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处全省领先水平，目前己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但

可以使杭州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中占据有利位置，还可以激发城市的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城市的软实力，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重要内容，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迫切要求，是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迫切要求。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存在着文化创

意企业“低、小、散”特征明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同质化倾向明显，集聚度有限，创意人才仍然较为匮乏等不足
②
。 

浙江安吉创建“中国美丽乡村”的实践表明 , 文化创意能实现地方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创新 , 推动农村产业的转型升级 ,  

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 , 丰富农民精神生活。文化创意与新农村建设的结合 ,  要发挥科技的作用 , 因地制宜、有自己的特色 , 

要充分发挥农民和专业人才的作用 , 政府要加强指导
③
。 

（二）文创产业人才集聚 

纵观浙江文化创意产业 , 掌握技术、能够将创意运用到实践的应用型技术人才不少 ,  然而 ,  一流的创意、设计和策划

等原创型内容创意人才以及管理、经营、营销等市场化、产业化的人才相当紧缺。因此 , 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必须完善人

才管理系统、加强院校培养 , 同时鼓励企业之间 ,  企业与教育科研机构之间 ,  联合组织文化创意产业专业培训 , 建立产

学研合作的平台 , 加强与外国的人才交流与合作等。同时 , 要优化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
④
。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意人才的集聚，创意人才是文创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其集聚现象在文化创意人才流动

和区域经济要素配置过程中能够产生一定的人才集聚效应。为此，需要从三个层面推动人才集聚 ：1. 政府层面。第一，促进

人才合理流动，实现人才合理配置。第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第三，落实配套政策。2. 高校及科研单位层面。首先，注重文

化创意产业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其次，实施产学研一体化的教育模式。3. 社会及创意企业层面。首先，发挥行业协会的桥

梁作用，使之成为协调社会多元利益的中介机构。其次，创意企业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塑造能被创意人才认同的企业文化
⑤
。 

（三）文化产业空间布局及园区建设 

根据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特点和国内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应当以重要的省域或区域中心城市为主要依托 , 以文化创意

产业集聚区为主要载体 , 形成“四大创意城市、六大省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一批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整体发展架构
⑥
。 

有学者整体上分析了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存在的问题，例如在园区内企业在外部发展动力、内部发展能力、合作网络

及产业溢出效应等方面，亟待从基础设施、税收政策等方面为入园企业创造一个可以互动学习的厂商集聚区。这些问题主要表

现产业结构类同、产业关联度不强、园区管理缺失和园区发展开放度不高等方面。为加快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园发展，需要明确

定位、科学布局，完善政策，加大扶持、构建完善的产业服务体系和建立高端创意人才集聚区
⑦
。 

                                                           
①  宦建新 ：《浙江 ：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科技日报》2011 年 12 月 4 日第 001 版。 

②  竺照轩 ：《浙江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及策略研究》，浙江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 

③  舒川根 ：《文化创意与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结合—— 以安吉县创建“中国美丽乡村”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0 年第 7 期。 

④  郑晶玮、邱毅 ：《浙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机理分析与政策建议》，《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 年第 1 期。 

⑤  张仁汉 ：《人才集聚效应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新引擎》，《浙江经济》2013 年第 9 期。 

⑥  金兴盛 ：《浙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选择》，《今日浙江》2008 年第 4 期。 

⑦  冯根尧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现状与对策》，《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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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识产权创新与保护机制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虽然有了快速的发展，然而在知识产权创新与保护方面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专

门的研究，并提出了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创新与保护的机制构建的具体对策 ：结合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性，推动促进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创新与保护的地方立法 ；文化创意产业（企业）应树立品牌意识，提升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竞

争力 ；搭建产业联盟， 建立开放性的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机制 ；文化创意产业（企业）应强化知识产权创新与保护意识，

提升文化创意产业（企业）的创新能力 ；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强化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
①。调研显示，

浙江省创意企业在企业层面上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创意企业知识产权意识不强 ；第二，创意企业内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不

够健全 ；第三，创意企业侵权救济不力。从企业角度入手保护浙江创意企业的知识产权，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要

提高创意企业知识产权意识，提高运用知识产权能力 ；另一方面要加大行业协会的作用
②
。 

（五）企业融资 

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企业规模小，自身积累资金较少，知识产权所占的比重较大，实物资产少，无

法通过抵押等方式获得银行贷款。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遇到比发展第一、二产业更严重的融资难

问题。为破解中小型文化创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融资瓶颈问题，需要探索新的贷款融资方式，包括鼓励商业银行探索知

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推出小企业集合信托债权基金项目试点、扩大“桥隧模式”试点范围和建立

符合中小型文化创意企业贷款特点的审批方式。同时，还需建立文化创意产业贷款担保机制，包括加大政府的投入和扶持力度、

多渠道筹集信用担保资金、建立中小文化创意企业信用评级和信用记录制度和建立再担保机制
③
。 

（六）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一体化发展 

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长三角地区各省市都不约而同地沿袭和使用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通俗模式和传统目标”，而忽视了

对于特殊的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特色的萃取和凝练，具备区域核心竞争力要素的激发。立足于浙江特有的文化传承和社会经济发

展特色 , 浙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要坚持三个原则 : 即“本土化”原则、浙江特色文化源流的传承原则、产业优势聚焦原则，

这是新时期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文化密码”
④
。 

三、研究现状简评 

一是总体上来讲，有关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学术探讨还需加强。据笔者从中国学术期刊网检索，近几年，国内每年发表关

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研究千余篇，包括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等、集群演化、价值链整合、组织形式、与现代城市经济发展间

的关系及国际化问题等，研究视角十分丰富。然而，其中每年发表的关于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论文不足 20 篇，占比机小，

这与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内的发展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此方面需要得到加强。 

二是宏观全景分析较多，研究角度的新颖性也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关于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很大一部分都是一

般性的宏观考察，同一角度、同一内容、同一层次的重复研究较多，不同视角、多重视角的研究较少。为此，需要格外关注浙

江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创新内涵、集群发展、在两岸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中的定位等诸多新的研究领域。 

三是实证研究较少，对各个城市的相关研究差距较大。尽管不乏对杭州湘湖风景区文化创意产业、杭州赛博创意产业园、

浙江动漫衍生产品发展等的研究，但类似的实证研究占总量的毕竟很少。此外，作为浙江的省份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处于引领

                                                           
①  邵培樟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创新与保护机制研究》，《特区经济》2010 年第 8 期。 

②  徐惠敏 ：《浙江省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现状、问题及对策》，《法制与经济》2011 年第 12 期。 

③  张爱珠 ：《破解中小型文化创意企业融资难的新举措———以浙江省为例》，《经济论坛》2010 年第 2 期。 

④  奚建华 ：《环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战略竞合下的浙江抉择》，《浙江社会科学》200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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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的地位，受到的关注度极高，而对于浙江其他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却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