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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文创产业空间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
1
 

徐琪 

(徐州工程学院，江苏 徐州 221018) 

【摘 要】：文创产业的发展对增强城市经济增长的内驱动カ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合理利

用环境资源、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特点显着。为深入探究徐州市文创产业空间格局与驱动因素，以

《徐州市文创产业空间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为课题，从引言入手，对徐州市文创产业聚集区空间格局分类进行了

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全方位、深层次地探析了徐州市文创产业驱动“硬条件”与“软因子”，最后深

入地剖析了徐州市文创产业驱动因子动力不足的主要问题。希望对文创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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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国的崛起过程十分的迅速，其中政府对文创产业的政策制定与资金支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文创产

业健康发展至今仍未被充分认识，属性数据的缺失致使无法为政府制定政策时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国内针对文创产业空间格

局、集聚区理论以及影响要素的研究不断，但这些研究大多主要针对ー线大都市为研究案例,鲜有探究ニ、三线文创产业微区域

的发展模式。同时，国内外针对文创产业研究所出现的人文主义、结构主义、中心地理论、エ业区位论等都较多的从影响因子、

人文、地理、产业模式、地方性等角度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解析大都市的文创产业模式。但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语境下，完

善推进发展中国家、非大都市的文创产业区位模型尤为重要。因此，选取徐州为研究对象，探讨城市和乡镇地域文创产业的影

响“硬条件”、“软因子”，构建非大都市文创产业微区位的模型。 

1 徐州市文创产业聚集区空间格局分类 

文化创新产业区位的形成受地方性人文文化、环境资源、基础设施、政府支持度、市场参与度等因素的影响,主观能动与客

观实际，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使文创产业聚集区拥有不同功能特色。从不同的尺度语境下划分文创产业集聚区

可以将其划分为诸多类别，但本文更多的是从地理学的视角，从空间布局、产业集聚以及影响因子等展开研究。因此，从空间

聚合方式来划分徐州文创产业集聚区，可以分为：(1)老旧厂房小区改造型。将历史遗留文化与现代社会需求相结合，通过“老

校区、老街区、老院子”这些重要的资源，实现文化创意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徐州市的エ业集聚区现存很多老厂房、老校区,创

意 68文化产业园是老旧厂房小区改造的典型案例。在原有的徐州针织总厂、医疗器械仓库、职エ医院、解放军 73061部队招待

所単位旧址上进行空间的优化布局和改造，将基础设施改造适合文创产业集聚区发展。由于创意 68文创产业园位于徐州主城区，

其地理位置优越，周围配置齐全，人流量很大，这些条件是推动文创产业发展的潜在的优势。徐州较早建设的文化产业园之ー

非创意 68 莫属，当前已发展成为徐州文化产业的重要聚集区，它对广告产业在格局的分布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影响。（2)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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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支持新区开发型。九里山风景文化区、徐州龟山文博小镇等 g 然景观与文化相融合所形成的发展样本，在文创产业中起到了

一定的导向作用。铜山区之前不属于徐州市内所在的区域，它是徐州市近些年新开发的ー个区域，这ー区域还包含很多乡村地

区，这为铜山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贾汪区作为百年煤炭开采区,它是徐州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经典案例，贾汪区

在资源上具有严重枯竭问题，受其影响很深。在新的时期，国家相关部门具有前瞻性的对采煤塌陷区进行了科学且合理的治理，

将其与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从而打造出最具影响カ的潘安湖湿地景区，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区域的生态文化、汉文化、游乐

文化进行积极的开发，从而迅速推动了贾汪区文化旅游品牌发展。（3)依托高校高新知识转化型。泉山区具有显着的人才优势，

它是徐州市高校的聚集区，拥有诸多的科技园区，这些科技园区又聚集着很多新兴创新产业公司，其在很多领域具有不容小觑

的发展优势。（4)乡镇传统文创产业升级型。丰县与沛县是汉源文化的核心区，两县所蕴含的文化对汉源文化品牌发展具有重要

的价值，丰县侧重对汉皇祖陵文化开发为中心，沛县则侧重以沛县汉城为主要抓手。“山水文化”是新沂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特色，

“一山一湖一古镇”一一这ー别具风味的民俗文化直抵人心，智慧新沂的建设是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其在电商产

业园的带领下，文化产业逐渐从初级向高级深层文化产业过渡。唯宁县在文化产业上具有重要的基础，唯宁儿童画是徐州文化

产业的招牌，除此之外，唯宁县还具有很多文化亮点，并依托故黄河这条横贯徐州的文化走廊，与徐州其他区域相融合。 

2 徐州市文创产业驱动“硬条件”与“软因子” 

全维度综观徐州文创产业是ー个具有历史特色鲜明和层累厚重的地方空间，其文创产业受地方特色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

响明显。 

2.1驱动徐州文创产业发展的“硬条件" 

 (1)社会基础设施支撑。创意人才与其他从业者在吃穿住行等较多方面的需求不尽相同。创意人才更倾向于城市利便性高

地:形成了多个交通便捷性设施区域，其分布与文化创意产业密集区具有其明显的空间荆合，这说明了交通的便利对其文化创意

企业集聚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富有启发创造性的环境、人际交往中的人性化交流等是营造良好文化创意氛围的重要条件。（2)

人才与科技资源因素。徐州市依托高校高新知识转化型的文创产业集聚区有着极为明显的高校指向性及智力指向性艺术设计人

才。后エ业化的到来使得城市内边缘的ー些エ业厂房被废置。艺术设计人才之所以会将被闲置的旧建筑厂房改造为工作室，并

将其逐渐发展成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是因为极具诱惑力的低廉粗金及安静便利的工作氛围。关于科技人才方面，高校与科研院为

其技术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创造出很多研究成果，有效破解了 “产学研”一体化技术的瓶颈。 

2.2驱动徐州文创产业发展的“软因子” 

(1)政策支持。政府政策支持是文创产业迅速发展的动力之一。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主导对文化创意园进行积极的规划，更

容易吸引资金，从而获得土地征用、人才引进等很多方面的支持，这不仅有利于小微型创意企业的发展，还有利于文化创意产

业集群的形成。徐州创意 68文化产业园、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户部山、科技园、科技孵化器等等文创产业都在政府政策的支

持下迅速发展。（2)厚重层累的历史文化。徐州在其地理位置上独具特色，深受中原文化与齐鲁文化的浸润默化，也深受荆楚文

化的渲染，使得徐州地域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特殊地理区位下的军事地位、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相対落后的区域经济奠

定了徐州地域文化的人文基础。两汉文化:丰富多彩的汉文化历史故事，以及众多的汉文化历史遗存形成了“两汉文化看徐州”

的文化认同，徐州的地域性汉文化被很多学者称之为徐汉文化，将徐州地域文化融合于客观的物质文化，将徐州地域文化中的

汉文化进行了有效归纳。彭祖文化：彭城是徐州的古称，彭祖是徐州人(彭城人）的鼻祖，彭城在我国饮食文化以及养生文化上

具有重要的贡献，其称得上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先驱。故黄河文化：徐州故黄河文化资源内容繁多，可以划分为物质文化资源、

精神文化资源两类。故黄河物质文化资源亦可称之为历史文化资源，属于现实文化资源，其中代表性的资源主要有“地上悬河”、

“城擦城”、治水和槽运纪念物、主题公园、古桥和新桥等。一言以蔽之，经济利益与文化认同在地域文化与文化产业融合互动

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文创产业当前社会发展下新出现的新型产业，它不同于传统产业，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产业的经营模

式与盈利模式上，经济效益是促进地域文化与文创产业两者相互发展的持续动力，国家相关政策、制度以及经济上的支持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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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条件则是文创产业与地域历史文化互动的关键。 

3 徐州市文创产业驱动因子动力不足的主要问题 

(1)徐州文创产业与地域文化的有机融合度不高。在探究徐州地域文化与文化产业融合互动过程中对ェ艺美术产业进行了简

要探折，并从剪纸、乐器等多个行业与之进行了対比分析，从对比分析结果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文化产业都在积极汲取当地的

独具特色的文化元素，然而，从文化产业的产品中可以明显得知，产品中所蕴藏的地域文化稍有浅显，并未较好地纵向深挖博

大精深的地域文化，且还存在着地域文化的去墓葬化问题。 

（2）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创产业集聚区不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徐州地域文化创新产业虽已迈出重要的一步，但其产业化的道

路是曲折且漫长的，曹氏香包和大风乐器在市场上已经打响了属于_己的品牌，但徐州剪纸、エ日州玉雕与之相比在产业化上还

有较大的欠缺，哪州玉雕目前还未打响自己的品牌，其雕件主要以单一的貌琳为主，附加值相对不高，对地域文化的挖掘也很

欠缺，从而导致整体行业在运行上效果不佳。动漫产业是徐州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为推动动漫产业的发展，市政府从各个层

面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来促进其发展，然而从徐州的动漫企业整体运行现状来看，其经营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造成经济效益不佳，

这直接影响了动漫企业数量的增长，造成原创动漫企业发展滞后，动漫企业增长数量缓慢，同时还出现了原创动漫企业由于经

济状况不佳而放弃原创制作转向其他领域的现象，除此之外，产业链短，没有对衍生品市场进行挖掘，难以获得产业链延伸带

来的丰厚利润，这些都是徐州动漫产业市场弱化的问题的显现。 

（3）文创产业集群规模效应和附加值较弱。徐州市文创产业处于起步阶段，相应规模的集聚区仍处于较低层次,文创企业

类型过于相似，市场占有率低，不够成熟与完善。文创产业整体规模较小，产业内容比较単一、竞争カ偏弱，尚未形成成熟完

善的文化产业体系。同吋，文化企业产品间的相互配合性较差，缺乏紧密连贯的上、中、下游产品联系，没有形成完整的纵向

产业链和具有规模经营的格局。总之，徐州市文创产业发展的弱点明显，是集约化程度较低，规模总体较小，文化产业链在经

营上能力较为薄弱，产业附加值较低。 

4 结束语 

一言以蔽之，文创产业的发展对增强城市经济增长的内驱动カ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合理利用环境

资源、増加就业机会、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特点显着。研究分析徐州市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解析推动文创产业发展、优化

的硬条件和软因子，为徐州区位文创产业驱动因素动力不足的问题寻找优化措施，提升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竞争力。

由此可知，《徐州市文创产业空间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这ー课题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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