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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高新区拥有独特的人文生态禀赋。这里不仅坐拥 49 座山体、25 公里太湖沿岸线，还是苏绣发源

地之一，大运河也贯穿其中并留下丰厚历史文化遗存。近年来，苏州高新区聚力打造文化科技融合发展高

地，一方面依托区内人文生态禀赋发展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利用区内高端要素集聚优势，创新弘扬传统文

化、打造产学研聚合平台，织就出一幅文化科技融合的“双面绣”。前不久，高新区入选第三批国家文化

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文化与科技相遇，碰撞出别样火花

今年 7月，在位于苏州高新区的苏州蓝海创意云总部，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与蓝海创意云正式签约，

开启战略合作，针对视频影视行业面临的工业化需求，研究建立规范化、标准化、流程化、云端化的数字

内容制作平台，并提供一整套贯穿制作前、中、后期阶段的一体化高效管理解决方案。

文化创意企业牵手国家超算“重器”，是高新区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太湖之滨的镇湖街道，传承千年的苏州吴文化“结晶”苏绣得益于新兴科技纳米技术，焕发出异彩

斑斓的生命力。在梁雪芳刺绣工作室内，一件看似普通的绣品《荷韵》，经高级工艺美术师梁雪芳采用纳

米技术处理后，绣品表面犹如荷叶般“滴水不漏”。苏州创捷传媒展览有限公司巧妙运用 VR虚拟现实等技

术，模拟洱海内各种鱼类穿梭畅游的情景，参观者只要拿起“捕鱼器”，逮到哪条“鱼”就会展示哪条“鱼”

的相关信息，由此满足了洱海自然博物馆生动展示鱼类生态圈相关信息的要求。

VR虚拟现实技术、具有人体跟踪功能的互动视觉拍摄装置、互动全息三维展示系统……这些充满高冷

范儿的科技成果，在高新区众多文创企业手中，变成了有人文温度的全新产品。这背后，是高新区坚实的

产业基础。

目前，苏州高新区已形成以创意设计、数字传媒、文化旅游为代表的文化产业集群和以新一代电子信

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具备了良好的文化科技融合发展产业基础。其中，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达百

家，集聚了中国移动、蓝海彤翔、乐米科技、理原设计、汉度设计等文化科技融合领域重点企业。充分发

挥地域优势、文化特质，以苏绣小镇、中国传媒大学苏州研究院等为载体，采用 3D打印等高新技术，不断

推动缂丝、苏绣、玉雕、核雕、红木雕刻等传统工艺与现代创意产业的融合，进一步壮大传统文化产业，

积极发展美术原创、漫画、动画、游戏、衍生品开发等文化科技产业。

产学研合作，人文之魂孕育科技新供给

采用产学研合作模式，从前端基础的科研数据，衍化为贴近需求的文化新供给，是苏州高新区推动文

化科技深入融合发展的一大法宝。

中科院苏州地理信息与文化科技产业基地创作的一套关于苏州地理文化的全新绘本，其中一本聚焦大

运河风光带，重点讲述流经苏州的京杭大运河究竟有多长、沿途孕育了多少美丽传说等人文地理知识。绘



本画面上简单的几笔，却全部源自对 GB级甚至 TB级的地理信息数据、照片、人文知识的梳理和解读。

事实上，中科院苏州基地日常科研处理的数据规模非常惊人：建成大数据超算中心，在线存储达 10PB，

计算峰值达到 10万亿次；建成 GB级国产卫星数据推送专线……正是依托这样的处理能力、数据规模，该

基地以遥感大数据为支撑的地理信息产业、以知识地图为核心的互联网教育产业、以地理绘本为主体的地

理文化产业基本成形，孵化企业 20家，总注册资本达 2亿元。

近年来，高新区以苏州科技城文化科技产业园为主要载体，引进了中科院地理信息与文化科技产业基

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江苏中心等大型科技文化研发和创新平台，重点培育和发展地理

文化、创意设计、动漫游戏、知识产权服务等文化科技产业，先后建成 10多家国家、省、市级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4个省级以上知识产权园区。

正是由于产学研载体平台等高端要素的集聚，使全区文化科技产业发展越发迅猛。目前，已搭建 76个

公共服务平台，集聚文化科技企业 632家，从事文化科技相关工作人员超过 13500人，文化科技企业累计

收入总额近 1000亿元、利润总额近 110亿元。苏州高新区已初步形成以创意设计、数字传媒、文化旅游等

为代表的文化产业集群和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众多文创企业让产业园熠熠生辉。

生态建设，打通文化科技融合“最后一公里”

在第三批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中，苏州高新区成为江苏省唯一入选的集聚类示范基地，且位

列名单之首。激活产业引擎、驱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生动实践，让高新区站在了“国家舞台”最前列。

创捷传媒扎根高新区 20多年，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蓝海创意云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提供高质

量、高性价比渲染云服务，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市场发展空间。这些都是高新区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的生动缩

影。

生机勃勃的繁荣态势离不开优质的生态环境。近年来，高新区大力推进“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以提升发展质效、打造特色品牌等为抓手，营造稳中提质、欣欣向荣的文化产业发展氛围。全区从人才、

资金、税收、金融等方面着手，为文化科技融合、文化产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真金白银”的扶持政策。

截至 2018年，全区文化产业项目共获得各类国家、省市级产业引导资金和贷款贴息支持超过 4000万元。

早在 2014年，高新区就发起设立“区文化产业担保基金”，推出面向区内文化产业企业的专项担保业



务品种“文创贷”，已累计为 20多家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1.36亿元，放款 42笔 1.05亿元。启动 2018年度

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兑现，助推区域文化企业做大做强；苏绣小镇、狮山广场、苏州乐园森林世界-动物托

邦、金融小镇获评 2019年苏州市文化产业重点项目；苏州金融小镇累计引进文化类私募基金及基金管理公

司近 20家，注册资本约 7.5亿元。

除了金融支撑，高新区还构建了以区域协同、产业协同以及要素协同为特征的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生态，

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力，打通文化科技融合“最后一公里”。

在区域协同方面，高新区依托苏绣文化、运河文化等特色资源，初步形成以苏州科技城文化科技产业

园为核心区的“一核、五区”的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空间功能布局。在要素协同方面，高新区建成了大量的

文化和科技企业孵化器，为初创文化与科技企业提供“创业孵化+创业投资+创业导师”的孵化服务体系；

搭建了集咨询、信息发布、企业宣传、项目和产品展示招商为一体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创设文化产业高

峰论坛等活动，举办百万创意创业大赛，拓宽文化科技企业信息推广渠道和方式。依托国家知识产权示范

园区建设和江苏审协中心资源优势，搭建了高新区知识产权服务平台。

文化科技融合就如同苏绣绝活“双面绣”，既绣出融合、集聚、示范等创新实践，又绣出区域转型发

展的底气与自信。高新区将持续纵深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助推全区域高质量发展

走在最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