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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县域视角的文化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发展

——以安徽石台县为例

杨吉华
*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传媒学院

【摘 要】：选择好主导产业，是县域文化产业发展遇到的一个重要课题。主导产业选择的成功，对于优化产业

结构、获取竞争优势、为文化产业其他行业提供战略支撑点，推动文化产业整体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县域文化主

导产业的选择，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大胆创新、长远眼光等原则，把具有高关联度、高收入需求弹性、高就业率、

高区位商、高创新率等特征的产业选择为主导产业。

【关键词】：石台县，文化产业，主导产业，县域文化产业

安徽省石台县地处皖南山区，其文化产业刚刚起步，如何根据主导产业的本质要求和基准科学论证选择主导产业，不仅关

系到石台县文化产业的长远发展，同时对其他县域文化主导产业的选择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选择文化主导产业的原则与依据

所谓主导产业，就是不仅自身能实现快速增长，而且对其他相关产业有较强的带动和推动作用的产业。在县域文化产业发

展过程中，科学地选择主导产业意义重大，对于集中有限资源、形成比较优势、走特色发展之路、提升县域文化产业竞争力、

优化产业结构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县域文化主导产业的选择原则

县域文化主导产业的选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因地制宜。每个县的资源禀赋不同，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县的自然资源、历史传统、人文景观、风俗习惯、发展现状，

这是县域选择文化主导产业的基本依据。大县与小县、发达县市与落后县市、边远县与市郊县、资源丰沛县与资源贫乏县，其

主导产业的选择都会有各自的特点。

2.大胆创新。文化产业是创意产业，创意是文化产业的核心资源和核心竞争优势。资源有限，创意无限。从一些县市文化

产业发展的实践来看，有些产业发展在开始时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基础，在一些人看来不可能成功，但经过不懈努力，却发

展成了具有区域竞争优势的大产业。一些专家把这种现象称为“无中生有”。因此，在县域文化主导产业的选择中，要勇于突

破思维的障碍，敢于走新路。

1 作者简介：杨吉华(1962—)，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县域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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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长远眼光。一个产业从幼稚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少则要十年，多则二三十年时间，因此，相关业界人士必须要有全

局观念、长远眼光、前瞻性思维，不仅要考虑眼前利益，更要考虑长远利益。

(二)选择县域文化主导产业的主要依据

选择县域文化主导产业的主要依据就是选择那种能通过自身内生式增长带动整个文化产业发展的“三高”行业作为主导产

业，即高增长率、高带动力、高创新率。具体地说有以下六个方面
[1]
的基准：

1.产业关联基准——产业关联度。文化产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关联度、影响力是有区别的。有的行业关联度大，有的行业关

联度小；有的行业产业链短，有的行业产业链长。选择县域文化主导产业，产业关联属性应该是考虑的因素之一。只有把关联

度大、辐射力强的行业选择为主导产业，才能有利于县域文化产业整体做大做强。

2.区域比较优势基准——区位商。县域文化主导产业的选择，不仅要从本县范围考虑，还要从周边市场考虑，从与其他县

市的关系来考虑，选择在本地区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作为主导产业，避免与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雷同，防止与毗邻县市的恶性竞

争。有的行业从本县范围内考虑是不错的，可是如果周边县市发展相当成熟，已经形成了强势品牌，如果再去发展，就很难竞

争得过人家，很可能是无效投资，有悖区域分工原则。

3.增长潜力基准——需求收入弹性。产业的增长潜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产业的需求收入弹性。需求收入弹性大的产业具

有内生增长的动能，才能做成大产业。文化产业是一个需求收入弹性大的产业，但文化产业内部不同行业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收入弹性是有差别的。从长远看，以创意为核心的休闲娱乐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大；而一般文化用品则需求收入弹性相对较小。

4.可持续发展基准——成本费用利润率。主导产业的选择，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选择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为主

导产业。文化产业并非像许多人宣传的那样完全的绿色、环保、低碳，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会带来资源、环境等问题。一个县

选择什么行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主导产业，需要准确把握县域的资源状况，了解本县的环保政策。否则，这种发展缺乏后劲，社

会成本也非常高。

5.就业功能基准——就业综合指数。县域文化主导产业的选择必须考虑产业就业功能，这是由我国县域经济的现状所决定

的。县域经济的特点就是劳动力剩余、就业压力大、家庭增收困难。县域文化产业发展不能单纯从 GDP 增长和投资商利益考虑，

要有利于广大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因此要尽量选择那些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为提高农民收入、缓解就业压力做贡献。

6.技术进步基准——技术进步率。文化产业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且不说电影电视网络媒体本身就是高科技的产物，就是

传统的文化产业其科技含量也今非昔比。在县域文化主导产业的选择过程中，要考虑所选行业的科技含量，确保在区域产业结

构中不断保持技术领先，同时保证在区际分工中不断占据比较利益最大的领域。在县域文化产业整体技术含量不高的情况下，

谁拥有科技创新优势，谁就拥有核心竞争力。

选择主导产业最好应同时符合上述六条基准，但现实是很少有这种情况，更多的是符合其中几条。比如，符合劳动力密集

型标准，技术含量未必是最高的。符合关联度基准，未必是有区域比较优势的。从国家或省际层面上说选择主导产业应该至少

同时符合其中绝大多数标准，对于县域层面上说则不必拘泥理论模型。同时，要认识到任何选择都需要机会成本，高收益意味

着高风险，因此需要辩证地看待这种选择，关键是能将选择的行业做大做强。

二、石台县选择文化主导产业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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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台县位于安徽省南部，东与黄山区交界，南与黟县、祁门县相连，西与东至县接壤，北与贵池区、青阳县为邻，是一个

总面积只有 1403 平方公里、人口 11万人的小县。石台县也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山区县。2010 年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2.55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45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5.18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4.92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19.5∶41.3∶

39.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1546 元。全县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26325 元，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 3281 元。经济总量小，

收入水平低，交通落后，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能力有限。

石台县文化产业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石台还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只能算得上是文化经济活

动。其产值规模、企业数量、产业利税都非常小，对当地经济的影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正因为处在刚起步阶段，所以选择什

么行业作为其主导产业尤其重要。选择得好，就能少走弯路，实现后发优势。选择得不好，就会进一步拉大与邻县的距离，失

去发展的大好机遇。

关于主导产业的选择，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是，石台县应该选择文化旅游为主导产业。持这种意见的认为石台县

已将旅游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旅游强县，围绕旅游发展文化产业是石台县的必然选择，也是发展

壮大石台县文化产业的最佳路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文化旅游是最近几年才出现并流行的一个名词，它的出现与游客需求的转变密切相关。目前较为流行的定义是“那些以人

文资源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活动，包括历史遗迹、建筑、民族艺术和民俗、宗教等方面”。可见文化旅游有着特定的内涵，它与

山水风光旅游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以欣赏自然风景为主要旅游目的，而后者则以“人文资源”为旅游吸引物、以文化体验为主

要旅游目的。目前我国多数县域都以文化旅游作为县域文化产业的主导产业，理由无非有二：一是许多县有多年旅游产业发展

的基础和经验；二是每个县都有一定的文化资源，即使没有也可以现造一些人造景观。以文化旅游作为主导产业似乎是轻车熟

路，水到渠成。但文化旅游要想做大做强、真正发挥主导产业的作用，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高知名度的人文资

源品牌，获得品牌优势。像曲阜“三孔”、蓬莱市的“蓬莱阁”都是国内外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如果没有这些品牌优势，文

化旅游发展起来就困难得多。二是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没有物质载体，开发的难度也会大大增加。曲阜有规模宏大、气势雄

伟的“三孔”，蓬莱有保存完好的号称“中国四大名楼”的蓬莱阁和古代海军基地——戚继光水城，设想，如果曲阜只是孔子

诞生地，而没有留下任何孔府、孔庙等建筑和历史遗迹，蓬莱没有绝壁临海、巍峨壮观的蓬莱阁和曲径通幽的水城，仅有八仙

过海的传说，文化旅游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发达了。

石台县实施“旅游兴县”战略，旅游产业发展势头良好，这是发展文化旅游的有利条件。但石台县旅游主要还是比较单纯

的自然景观旅游。其发展文化旅游的资源非常有限。其人文资源既没有国内外或区域叫得响的品牌，没有成规模、成建制的物

质载体，与周边邻县相比不仅不占优势，而且劣势非常明显，要把文化旅游做成主导产业非常困难，以文化旅游作为石台县文

化产业发展的突破口也难当重任。石台县的旅游业应该提升其文化内涵，但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跟文化旅游还不是一个概念，

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认为石台县应该以文化旅游作为文化产业的主导产业缺乏现实依据。

从国内一些县域文化产业实践来看，除了文化旅游，还有把演出业、传统书画业、休闲娱乐业、民俗文化等作为文化主导

产业的，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也非常多，但这些行业在石台县似乎也难以作为主导产业来发展，该县不具备以此为主导产业的条

件。

笔者认为，依据主导产业的本质特征和主要基准，结合石台县的经济现状和周边县市文化产业发展态势，石台县可以考虑

以工艺品制造作为文化主导产业。其理由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工艺品产业的关联度较高、收入需求弹性较大、就业容纳较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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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艺品产业门类多，选择余地大。工艺品行业，从材质上分，有金属工艺品、水晶工艺品、玻璃工艺品、陶瓷工艺品、

石料工艺品、塑料/树脂工艺品、竹木工艺品、天然植物纤维工艺品、纸布皮毛骨/贝/壳/天然工艺品等。从生产工艺上分，有

编织/编结/刺绣工艺品、雕刻/雕塑工艺品、抽纱刺绣工艺品、仿古工艺品、各式材料制画工艺品、其它工艺手法制品等。从功

能用途上分，有礼品工艺品、玩具工艺品、时尚饰品工艺品、家用工艺品、文化工艺品、节庆工艺品、民间/收藏工艺品等。像

福建闽侯县工艺品生产发展到竹、木、草、藤、铁等五大门类 2 万多个品种。仙游工艺美术产品就形成雕刻、漆器、绘画、刺

绣、首饰、乐器、古典家具等 8 大工艺门类、5千多种系列产品，这对一个县来说选择的余地非常大。

2.工艺品产业需求收入弹性大，增长潜力好。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工艺品的市场需求日益扩大，

已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世纪有着巨大的商机。尤其是制作精良的工艺品，艺术造型千姿百态、极具实用价值、

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市场需求不可限量。

3.工艺品产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如福建闽侯县，全县与工艺品产业相关的从业人员超过了 10万人，占全县人口的 1/6。

仙游工艺品行业生产厂家有 2600 多家，从业人员 10 万人。山东莱州市草艺品闻名全国。该市共有 300 多家草艺品加工企业，

从业人员 10 万余人。在文化产业中，工艺品行业的劳动力容纳能力名列前茅，是转移农村劳动力，发挥带动就业的重要产业。

工艺美术行业目前仍然主要靠手工制作，一家小型的加工厂就能吸收近百名农民工。

4.工艺品产业产值大，高税源。福建闽侯县工艺品产业总产值突破 50 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21.5%；惠安县石雕年产

值近 80 亿元；莆田的木雕和古典家俱年出口创汇 12 亿多元；仙游工艺美术产业年创产值 100 亿；山东莱州市草艺品每年出口

创汇 8000 多万美元；安徽霍邱柳编产业的总产值达 4.8 亿元，出口创汇 4500 万美元。这种产值规模也是文化产业其他行业难

以望其项背的，对于那些财源紧张，经济规模小的县市来说尤其具有价值。

5.工艺品产业具有较高的关联度。从带动效应看，工艺品生产属于轻工业，具有较高文化特色和附加值，工艺品的发展，

能够带动了相关的研发、设计、营销、拍卖、收藏等文化创意产业和包装、运输、供销、包装、运输、油漆、旅游商品等发展。

6.工艺品产业门槛低，见效快，增收明显，既适合家庭分散制作，又适合企业规模化生产，能形成对文化产业的硬支撑，

适合县域广大城乡发展。安徽霍邱全县现在从事杞柳产业的农民达 24 万人，户均年增收 3000 元以上。

(二)以工艺品制造作为文化主导产业符合石台县县情

石台县目前几乎没有什么工业。没有工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利于旅游产业的发展。但也会带来财政收入有限、

就业难等问题。石台县确立“旅游兴县”战略是针对石台县实际的选择，但旅游业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工艺品制造业，

既具有文化创意产业的属性，同时又是加工制造业的重要内容，是兼有两者属性的交叉性产业。选择它作为石台文化产业的主

导产业，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对石台工业短板的一种弥补，同时也是石台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

(三)符合差异化发展和区域分工原则

从区位商基准看，石台县可以将工艺品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主导产业。目前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工艺品产业发达省份主要集

中在福建、浙江和广东等省份，安徽工艺品制造业远远落后于这些发达省份，而石台县所在的皖南地区工艺品制造业总体上比

较落后，产业化水平低，没有规模优势和品牌优势。这种形势为石台县工艺品产业做大做强提供了难得的空间，符合差异化发

展和区域分工原则。

(四)石台具备发展工艺品产业的条件



5

第一，石台县坐落在皖南山区，自然环境优越，竹木、藤茎、石材等资源丰富，发展工艺品原材料有保障。第二，石台县

旅游发达，每年有上百万人次游客过境，石台县旅游纪念品发展落后，把发展工艺品与旅游业结合起来，能够解决旅游产业“购”

的问题，市场有一定保障。第三，石台县茶业发达，境内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户与茶业生产有关，这就为石台县茶工艺品生产和

销售提供了一定条件。

综上所述，石台县具备发展工艺品产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权衡利弊，石台县选择以工艺品制造为文化主导产业要比选择

其他文化行业更具有价值和发展前景。

三、石台县文化主导产业发展的建议

(一)制定科学规划

科学的规划是文化产业成功的前提条件。要规划在先，加紧制定石台县文化产业总体规划，同时制定石台县文化主导产业

的专项规划。明确石台县文化产业发展目标、战略部署、主导产业、关键项目等问题，因地制宜、合理定位、科学布局，为本

县文化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蓝图和政策依据
[3]
。

(二)完善主导产业政策

政府对主导产业加大扶持力度，在财政、税收、金融、土地、人才等方面向主导产业倾斜。设立主导产业专项资金和产业

发展基金。充分发挥政府在扶持龙头企业、培植品牌产品、培养工艺能人、规范行业秩序、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宣传推广中的

作用。

(三)搭建产业平台

工艺品企业以中小规模为主，这些企业要突破资金、品牌和渠道困难，单枪匹马显然难以做到。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

为产业发展打造系统有效的产业平台。包括建立公共技术平台、信息平台、物流配送平台、产品展示平台、交易平台、培训中

心、研发中心以及产业园区生活服务等相应配套设施。

(四)充分发挥主导产业的带动作用。

石台县文化产业要大发展大繁荣，首先需要确立主导产业，但文化产业不能单打一，发展工艺品产业是石台县文化产业做

大做强的突破口和战略支撑，要紧紧围绕主导产业的发展，全面带动设计、广告传媒、会展、文化旅游、演出、节庆等部门的

发展，最终实现县域文化产业整体实力的增强。

参考文献：

[1] 赵波，张秀利.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研究[J].商业时代，2006(15).

[2] 石台县 201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www.czszwgk.gov.cn/xxgkweb/showGKcontent.aspx?xxnr_id=53805.

[3] 杨吉华.烟台、青岛文化产业比较及启示[J].文化产业导刊，20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