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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消费背景下南昌发展文化产业 

的思考
1
 

陶虹佼 

【摘 要】文化消费是衡量居民生活品质和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准，不仅能够对文化产业和整个经济社会产

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能够提升人的修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本文紧扣南昌市本土文化资源和经济发展阶

段，认为南昌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良好、龙头企业发展迅速、产业多个领域都有亮点，尤其是文化消费试点工作取得

了 一定成就。但是，也同时存在着规模较小、结构不平衡、人才匮乏和消费活力不足等问题。最后，从提高文化

消费水平的角度对推动南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建议，包括培育引导文化消费观念和习惯、拓展文化产品供

给的质和量、以创新管理推动文化产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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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随着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和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文化消费映射了人民群众对个性化精神文化的需求，成

为开拓新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支撑点。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

收入增长 7.9%
[1]
。2019年 7月 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确立了推动消费惠民、丰富产品供给、完善市

场监管三大措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浓缩了文人对南昌的感喟，“军旗升起的地方”印证了英雄城的历史荣耀。以精神性、

知识性、扩散性和多层次多方位为特征的文化消费是衡量居民生活品质和城市文化软实カ的重要标准，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和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的南昌，在江西文化强省建设中责无旁贷，理应在推进文化消费试点工作和突破文化产业发展瓶颈上

做示范。 

二、理论综述 

自从“文化消费”ー词在 1985年的全国消费经济研讨会上被首次正式明确提出以来，关于文化消费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学者们首先挖掘了文化消费的涵义，如，胡秀丽从目的性的角度，认为文化消费是指居民在教育学习、享受艺术、休闲娱乐等

活动中为获得知识、艺术熏陶、精神享受与满足而实施的消费行为，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体的生活质量
[2]
。唐秀丽将文化消费界

定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包括人类社会的活动及其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是指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

赏、享受和使用等
[3]
。葛红兵和谢尚发认为，文化消费是指人们在经济条件宽松充裕以及具备闲暇时间的条件下，为了获取知识、

陶冶身心、娱乐自我等而对物质形态的文化产品和劳务形态的文化服务进行的ー种消费行为
[4]
。可以看出，随着研究的深入，学

者们都普遍认同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相辅相成，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条件下，人民对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和文化

服务的ー种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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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定文化消费对于经济社会具有促进作用的基础上，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的学者从文化消费的各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如，

早在 1994年，卢嘉瑞就提出了着力改善农村文化生活条件，为农民的文化消费创造良好环境的建议
[5]
。平视之从社会学的角度，

认为文化消费具有趋同性、差别性和变化性及求变求新性特征
[6]
。张颖认为，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存在增长缓慢、区域间差异显着

和消费观念淡薄等主要问题，影响因素主要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文化产品供给及消费环境等
[7]
。 

本文参考现有文献，在文化试点城市的背景下，选择文化资源丰富但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消费水平居于中等水平的南昌作

为案例，充分汲取本土特色，试图为引导文化消费进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三、南昌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各类文化产品的商业属性日益凸显，其资源、投资、生产、服务、营销、消费之间密切联系，

需要在分析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基础上理清文化消费的特色。 

(一）文化产业发展总体势头良好 

近年来，南昌市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ー项重要举措,迎来了文化产业发展的黄金期，文化产业的活力

和潜能均快速增长。2016年，全市文化产业(含三上三下）主营业务收入 53429亿元，比 2015年的 510.81亿元增加了 24亿元，

増幅为 4.7%。此外，南昌市还着力打造出ー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如江西泰豪动漫产业园、新华安 699 文化创意园、791 艺术

街区、樟树林文化生活公园，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 

(二）文化产业龙头稳健发展 

在“文化大市、文化强市”的要求下，南昌围绕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大力培育大型骨干文化企业，积极实施重大文化

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全市文化产业项目、品牌、重点企业和特色园区的培育和建设エ作扎实推迸，新兴业态逐渐形成、传统文

化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涌现出了诸如江西桐青金属工艺品有限公司、南昌万达文化旅游城等诸多优秀文化

企业。目前，南昌已有国家级文化产业基地 2家，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20家，省级文化产业实验基地 1家。 

(三）文化产业各领域亮点纷呈 

从文化产业各类别来看，印刷复制业、影视演艺业、节庆会展业、古玩和エ艺美术、娱乐产业、VR 产业等发展速度较快。

2016 年，南昌印刷工业总产值 431576.95 万元，共有印刷复制企业 370 余家，占全省的 60%，其中规模以上(年印刷产值 5000

万以上）印刷企业 16家，年印刷产值亿元以上的企业有 3家。截至 2018年 6月，南昌全市营业影城共有 58家，银幕总数为 399

块，总座位数达到 51683 座，票房收入为 2.61 亿元，比 2017 年同期增长了 26.6%，观影人数达到 743.6 万人次。南昌已经形

成了南昌国际军乐节、绳金塔庙会、军山湖螃蟹节等一批在国际和国内具有较大知名度的节庆会展品牌。古玩和工艺美术市场

逐渐升温，南昌古玩城、豫章古玩城正式开业，入驻经营机构日益增多；赣绣、瓷雕、漆画、瓷板画等传统文化产品得到较快

发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昌瓷板画博物馆正式开馆，向市民开放。此外，大力打造中国 VR 之都，南昌 VR 产业基地

已引进首批 20余家企业入驻，200家多 VR企业在南昌红谷滩新区注册。“VR+文化”将成为南昌文化产业的发展优势。 

(四）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效果突出 

一是，红色场馆和革命旧址管理体制不断完善。2015年 10月，将小平小道陈列馆、陈云旧居、江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整合

组建为南昌市小平小道陈云旧居陈列馆，作为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直属事业単位，彻底改变了过去小平小道、陈云旧居、江

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分别由新建区、青云谱区、市旅游集团分散管理的局面。ニ是红色文化资源、旅游与消费融合发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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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红色场馆和革命旧址的陈展水平和讲解水平，推动了南昌红色文化资源、旅游与消费融合发展的广度和深度。目前，

全市红色场馆和革命旧址已经实现了全部免费开放，年均接待观众 300余万人次。同时，还借助现代科学技术，丰富陈展形式，

如在八一起义纪念馆展览中设置了《攻打敌军指挥部》等大型多媒体场景、360度全息柜、多通道环幕投影技木，在贺龙指挥部

旧址展览中设置了 VR 体验，增强了展览的表现力、感染力、冲击力。2(H6 年 7 月，文化部、财政部将南昌列入首批“国家文

化消费试点城市”名单。2017年 6月，南昌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南昌市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建立了

微信公众平台，明确了这次试点工作四个重点任务：加强文化消费供给、培育文化消费理念、积极引导文化消费行为、拓展文

化消费空间。2017年“南昌文化惠”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以积分的方式鼓励关注微信公众号“南昌文化惠”并参与文化活动，

并提供积分兑换现金券看电影、进剧场、买书籍、参观艺术馆等优惠。截至 2019年 3月 15日，“南昌文化惠”共举办南昌文化

消费季、南昌文化消费进校园、南昌文化消费惠民演出等 1300 多项文化活动，线上参与用户 18 万人次，兑付核销优惠券资金

580 万元。2018 年 8 月，南昌市还依托江西银行开展了征集“南昌文化消费”视觉标识(logo)的活动。借助这些措施和平台，

改善了南昌文化消费氛围，增强了居民文化消费的活力和便利性，并能够实现文化消费数据的信息化、集成化，帮助政府准确、

及时地获得文化消费客观数据。 

四、南昌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近年来南昌文化市场发展格局逐步成型，但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困难和问题依然不容忽视。 

(一）文化产业总量及文化企业规模较小 

南昌的文化产业虽然发展势头较好，但是文化产业法人増加值仅占 GDP 的 3.9%，与文化产业发达地区的差距较大，文化产

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力和贡献率不足。2017 年，南昌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 203.1 亿元，不到

全国平均水平(597.3 亿元）的一半。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大型文化单位和企业支持，导致南昌文化产业发展空间不足、发展渠

道狭小、发展动力缺乏。根据 2018中国城市文化创意指数综合排行榜，南昌排在第 48位，与位于第 11位的西安、12位的武汉、

18位的长沙和 24位的合肥等省会城市差距不小。 

(二）文化产业行业结构不平衡 

构成南昌文化产业十大门类及 50个中类的结构不够优化，传统的文化产业増加值达到 43.82亿元，占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

的 45.84%，而文化艺术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文化娱乐休闲等新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比较小。这说明，其他行业还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特别是演艺市场、旅游市场亟待开发，传统文化产品如文港毛笔需整合抱团发展。 

(三）文化产业人才相对匮乏 

在现代传媒、动漫游戏、数字视听、演艺娱乐、文化旅游、网络文化、会展博览等新兴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和扩张的情况下，

南昌文化专业人才匮乏问题却非常凸显，不仅缺少能融合文化资本运营、文化产品内容创意、网络及新媒体文化服务、市场经

营与推广等多种知识的复合型跨界人才，而且更加缺少具有未来导向思维和社会责任感的领头羊式人才，严重阻碍了南昌文化

产业向更高端和更新兴领域的发展。 

(四）文化消费活力不足 

从政府的角度看，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消费，南昌进行了多年的持续投入建设，不断强化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引导和

对公共文化体系的构建，但居民的文化消费意愿并未达到期望的水平。2018 年文化和旅游部文化产业司组织对国家文化消费试

点城市奖励计划中，江西省唯一上榜的城市是新余而不是南昌。从组织的角度看，文化単位和企业的创新性不足，没有形成品



 

 4 

牌效应，市场营销策略跟不上当下个性化、多样化、高层次的消费习惯，产品雷同且多徘徊在传统领域，导致很多文化产品只

能是一次性快餐消费，重复消费不足。城市的文化消费应该深植于本土文化的土壤之中，没有本土品牌，会导致产业链条无法

延伸，投资与消费之间的距离被拉大，文化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例如，位于南昌的江西省博物馆是富集极丰富文史资源的国

有文化单位，但却没有基于本土文化“ IP”，开发出像故宫文创那样的叫好又叫座的现象级文创产品。 

五、提高文化消费水平，推动南昌文化产业发展的建议 

文化消费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消费理念基础之上，不仅能够对文化产业和整个经济社会的产生巨大推动作用，而且能

够提升人的修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推动南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文从提高文化消费水平的角度提出以下建议： 

(一）培育引导文化消费观念和习惯 

受个人习惯、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和社会氛围等多方面的影响，南昌居民的文化消费观念普遍滞后，文化消费总量低，层

次也不高。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文化消费的宣传和引导，ー是努力营造文化消费氛围，由被动消费变成主动消费，培育更多消

费主体;ニ是提高消费者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认同，由免费消费变成付费消费，做大文化消费市场；三是倡导健康、先进、

优质消费观，坚决抵制低俗之风，由盲目消费变成健康消费，净化文化消费风气。 

(二）提升优质文化产品供给的质和量 

作为文化消费链条上直接与消费者密切接触的部分，文化产品形式的参与度和丰富度，以及质量和数量等都直接影响着文

化消费市场的繁荣程度。目前，南昌大量文化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不够，很重要的ー个原因是这些文化产品

自身的创意不新颖、同质性高，特别是缺乏文化创意理念作为内在支撑。为此,需要在充分挖掘和开发本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

如滕王阁、海昏侯、天下英雄城等，一方面加大对城市整体形象的文化包装、策划、设计和推广，另一方面开发多样化、个性

化的新型文化产品，提供从低端普及型到高端精品型全系列多层次的文化产品，并鼓励文化产品进社区、学校、商业中心和景

区景点，通过产品业态创新和服务内容优化，实现文化产品供给质与量的双重提升。 

(三）以创新管理推动文化产业转型 

要实现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文化事业和产业的管理模式。ー是严格执行劳动法和

休假制度，以保障和增加消费者能够用于文化消费的时间。二是有步骤地规划文化消费市场发展蓝图和落实文化产业鼓励政策，

引领文化消费的正确发展方向。三是扩大社会资本参与文化建设领域的开放度，鼓励企业和各类民间资本创办多种类型的书店、

影院、动漫基地、文化艺术街区，实现市场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四是增加财政预算，一方面，合理布局文化馆、图书馆、艺

术馆、博物馆、少年宫、纪念馆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另ー方面，除了以财政补贴、积分奖励等形式在全市开展文化消费惠民

活动之外，还要为学校、老旧社区、低收入人群提供免费的文化服务。五是加大对文化消费市场的监管カ度，保护文化产品的

知识产权，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打击盗版侵权现象和垃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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