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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业视角的武汉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刘立燕
1
 

(江汉大学 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摘 要】：本文分析了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可能存在的问题，建议大力彰显武汉“江湖”文化特色，打造具有宜

人水景的大学之城；加大公共文化事业投入，创新观念和管理体制；依托优势产业，打造更具价值和认同度的文化

品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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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审美、设计、心理、习惯等文化因子日益影响人们的选择，从产品设计、经济发展方式、生活环

境到生活方式的选择，经济发展渗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因素；文化自身也具有产业属性，文化产业成为产业链条上的一

个新兴环节，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前，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拥有较高文化认同的城市

通常更具有社会凝聚力、人口吸引力、区域辐射力和带动力，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武汉正处在疫后经济建设全面恢复的关键时期，打造全国经济中心、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商贸物流中心、国际

交往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在城市新一轮的发展中，在各种硬件条件之外，亟须建设更具时代特色、更多人文关怀和更有品位

的城市文化。 

1 当前武汉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存在的问题 

1.1对武汉城市特色挖掘开发不够，特色不鲜明；文化建设实施缺乏延续性 

武汉地域人文独具特色，大江大河，两江交汇，湖网密布；丰富的历史、文化、科技、教育资源，是全国屈指可数的文化、

科技、教育大市，并拥有光电子、信息、地理、桥梁工程设计等国内一流学科和产业环境，以及丰富的高级人才资源。这样的

宝贵资源高度密集形成的文化软实力，就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绝佳软环境。然而我们对“江湖”文化的研究、保护与挖掘，

“科教”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显得相当不够，山水与人文优势没有实现相互融合的整合效应，不能凸显城市的特色和优势，部

分文化建设项目缺乏延续性。 

1.2城市公共文化事业公共投入不足，人均文化资源严重不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够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仅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志——公共图书馆建设为例。武汉目前常住人口

约 1100万，加上湖北省图书馆，拥有市级图书馆 1家，下设 4个分馆；拥有区属图书馆 14个，共计 20座公共图书馆，平均 55

                                                        
1作者简介：刘立燕(1973-),女,湖北武汉人,博士,江汉大学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公司财务、产业经济研究。 



 

 2 

万人拥有一座图书馆。“十二五”期间，年均接待到馆读者增至 220 万人次，人均光顾 0.2 次。数字资源(含网站信息资源)点

击浏览量增长至 700万次，人均浏览 0.6次。据调查，信息不畅、交通不便是导致到馆率低的主要原因。 

尽管目前武汉已建成 81个汽车图书馆流动服务点，147台接头及地铁站自助图书馆。但截至 2014年武汉图书馆的统计，2014

年运行的 50个网点总流通量仅为 104,058册数，流通总人数为 46,424人，可以说利用效率非常低。 

对比美国人口相对集中的大城市，公共图书馆可以用星罗棋布来形容。在洛杉矶地区洛杉矶公共图书馆(Los Angeles Public 

Library)是洛杉矶市的一个独立部门，有中央图书馆和 72个分馆组成，服务洛杉矶地区近 400万人，平均 5.5万人拥有一座固

定图书馆。有 900 名员工，年预算达 1.83 亿美元，居民人均图书馆经费为 45.75 美元。2011 年光顾这些图书馆的读者人数达

1300万人次，人均光顾 3.25次；借阅书籍和音像资料达 1500万件次，人均借阅 3.75件。在这里，图书馆不仅是文化知识的传

播平台，也是社区休闲娱乐场所；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自习室，也是新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课堂；是政府发挥职能的体现，也是

人们回馈社会的渠道。可以说，公共图书馆系统已成为美国社会普遍、综合各项职能、聚集各界力量、有着精密结构和高效运

转机制的价值传递体系。 

美国的克利夫兰市，城市面积 214平方公里，人口 40万，它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由 1个总馆，1个资源保障中心，28个

分馆，35辆流动服务车构成。平均 1所固定图书馆覆盖面积 7.4平方公里，服务半径 1500米，覆盖人口 1.4万人。 

对比之下，我市的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人均公共文化资源可以说差距巨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任重道远。 

1.3缺乏有影响力和附加值的文化品牌 

由于契合了当代人的健康休闲生活的需求，以“汉马”“武网”为代表的体育文化品牌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武汉的城市活力

和魅力。然而，整体来看，武汉得到公认的文化品牌相对较少，更多文化品牌的市场认同度不高，品牌附加值开发不够。对于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品牌的建设不加区分，投入效率有待提高。 

1.4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低下 

作为“设计之都”,武汉尽管在桥梁等工程设计领域已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整体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不尽人意。 

目前，武汉市共有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基地 28个，集聚文化科技创新企业超过 8000家，汇聚超过 20万名创新、创意、

创业人才。但是这些文化创意产业园，如汉阳造、楚天 181文化创意产业园、403国际艺术中心、花园道等文化创意产业园都采

取老式厂房等工业遗址变身文化地标的模式，同质化、过度商业化现象严重；部分园区文化企业集聚程度不高，入驻企业形式

相对单一，没有形成有效实现资源互补的完整产业链；园区内产业结构、企业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滞后，文化服务业占文化创

意产业的比例较低。 

从产业视角看，文化创意产业链条短，与现有文化品牌、优势产业未能形成跨界整合的效应；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的挖掘、

整合与开发相对落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文化创意企业较少；文化艺术产品科技和艺术含量不高，自有文化企业品牌稀缺，

市场竞争力不足。 

2 加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助推城市产业升级 

城市文化体现为城市的价值追求，缺乏价值认同的城市文化必然没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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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大力彰显武汉“江湖”文化，打造具有宜人水景的大学之城 

大力彰显武汉的“江湖”文化，构建步行距离内可亲近水域的大都市水岸景观，让观江、观湖、水岸休闲活动成为市民的

每日生活的一部分；将水域面积的保护、水体保护和水岸线的保护和美化、水岸线的亲民程度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指标，落到

实处。 

加强大学建设，推动大学与城市的融合、山水与人文的融合，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学之城。大学作为城市中重要的文

化机构，对城市文化的传承、创新所起的作用是城市社会中任何其他机构或者组织都无可替代的。世界许多城市因为一流的大

学蜚声中外，剑桥、牛津，波士顿的哈佛、麻省。有幸的是，武汉的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多数与水相伴相随，让宜人的“江湖”

风光与“江湖”文化留住江城学子，或是在陪伴他们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的途中时时回味，口口相传，适时回馈。 

因此，一方面要大力支持高等学校双一流建设，让与东湖相伴的武大、华科成为武汉的文化名片；大力支持市属高校突破

机制、体制的约束，引进和留住国际国内一流人才。利用城市文化宣传平台宣传优势学科、优势产业领域的领军专家学者，使

他们成为人文武汉的代言人。打破政府部门之间的藩篱，借助大学的学科会议、专业论坛，在更高层级上推介武汉。 

武汉的多数高校都滨水而建，宜人水景、一流学科、专家荟萃、百家争鸣，使城市发展与大学的发展交相辉映，使武汉成

为人杰地灵的大学之城。 

2.2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投入，创新观念和管理体制 

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思想观念、做法，突破现行的体制弊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加大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

经费投入和人才队伍保障，建设更加便民、更加开放、服务更优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其成为引领和传播城市文化价值观的

价值传递体系。 

如前所述的公共图书馆的建设，武汉要做名副其实的“读书之城”,必须加强以实体性公共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经费投入，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从公共图书馆的数量、规模、设施、有效覆盖面积、有效服务

半径、服务效率和效果等方面，优化布局，使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更亲民便民；加强内容建设，提高服务效率；提供综合性公共

文化服务，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成为传播正能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传递体系，使图书馆从阅览为主体向学习和

交流为主体转型发展。 

打破行政藩篱，整合市属公共文化资源，以及各高校所属图书馆、艺术馆、博物馆、体育馆，以及省属公共文化资源；汇

聚企业力量，定期策划组织不同主题的文化活动，例如在“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武汉汽车博览会”等活动期间，各

公共图书馆、高校以及相关文化机构可以同时策划相关主题的科普讲座、书籍汇展、亲子活动等，对市民进行科普，为产业活

动注入人文色彩，相得益彰。 

2.3依托优势产业，打造更具价值和认同度的文化品牌 

为什么“汉马”“武网”更具吸引力和认同度?笔者认为首先是它们契合了现代人的精神和物质需求。文化建设既要给古意

以空间，又要关注现代人的心灵需求，契合时代发展。 

2017年 11月，工信部批复，同意武汉建设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助力打造万亿光电子信息产业。此外，武汉也有能力

地理空间信息、生物医药、桥梁工程设计等领域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依托这些优势产业，向后衍生到相关的金融、会展、

论坛、教育、设计、旅游等，依托产业做服务、做文化，将产业的专业化、深度化、高度化做到极致，使产业品牌也是文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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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并且是更有依托和更具价值的文化品牌。 

2.4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强大联结能力，“文化+”相关产业正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一大亮点，如“文化+科技”,“文化+旅

游”,“文化+金融”,“文化+制造业”等。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要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宗旨，规范政

府行权方式，力求高效透明、公开公正。改善市场准入机制，简化申报登记程序，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升政府效率和服

务质量，激发社会投资文化产业动力，不断增强武汉文化市场活力。 

另外，多数文化创意企业面临资金少、规模小、融资难、更新快的问题，有必要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良好环境。文化创意产

业园应更注重提供高水平的管理与服务，搭建专业化服务平台，助推武汉文化创意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3 结束语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活动，与生俱来具有虚的特质；但如何将虚的文化做成实实在在的能够助推城市发展的推进器?放在更长

的时间轴内，先进的文化理念、完善的硬件设施，富有魅力的文化氛围，和良好的服务支撑体系是城市持久散发魅力的内在根

源。武汉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在关注短期效应的基础上，更需从长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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