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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文化消费现状及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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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升文化消费水平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苏州文化街区、场馆的实地调研

以及对文化消费者的问卷调查，分析当前苏州市文化消费基本现状及制约因素，并提出促进苏州文化消费增长的

“三个融合”路径：“传统+现代”融合，深挖特色文化资源；“文化+旅游”融合，寻求文化消费新热点；“文化

+科技”融合，促进文化消费转型升级，进而推动苏州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苏州 文化产业 文化消费 发展路径 

文化消费作为文化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是引导文化生产和带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提升文化消费水平，必须立足于

文化消费现状，在全面了解和分析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开发符合人民群众喜好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打造用户满意的文化消费空

间，从而实现文化消费增长，推动城市整体经济水平稳步提升。近年来，苏州市相继出台了《苏州市文化消费项目管理办法(试

行)》《关于加快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与文化生产发展相关的政策性文件，激活并释放文化消费市场活

力。 

一、苏州市文化消费的基本现状 

为摸清苏州文化消费者的关注点、满意度、消费层次和消费能力等，笔者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全市 513名文化

消费者，在对有效问卷进行统计与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 

(一)文化消费人群年龄集中分布且受教育程度高 

数据显示，在 513名调查对象中，20-50岁的消费人群占总样本数的 85%，而 20岁以下及 65岁以上消费人群占比很少，分

别为 3%和 1%。由此可见，20-50岁人群是苏州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具备较强的文化消费能力，是带动文化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

此外，调查显示，98%的消费者文化程度在大中专以上，学历是硕士及以上的人群占总样本数的 43%，这说明目前参与苏州市文

化消费活动的人群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也反映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参与文化消费的积极性较强。 

(二)文化消费潜力巨大但未完全释放 

消费者的经济能力是支撑文化消费增长的基础条件与根本动力。调查显示，月收入5001-20000元的消费者占总样本数的71%，

说明参与苏州市文化消费的人群总体收入水平较高，具备较强的文化消费能力。但同时也发现，83%的消费者每月在文化产品与

服务上花费在 0-500元之间，消费支出金额较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尚未完全体现，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此外，还有

60%的消费者每月只参与 1-2次的文化消费活动，这一方面说明消费者的文化消费习惯比较稳定，能长期稳定地为文化消费增长

提供动力，另一方面也表明文化消费者的消费频率不高，一些还处于较低的层级，文化消费水平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三)传统型文化消费较新兴文化消费更受欢迎 

通过对消费者参与文化消费项目进行意向统计，发现娱乐类、知识类、趣味类等文化消费项目对消费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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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传统型文化消费活动如购买书籍/杂志、看电影、景区游览等较受消费者青睐，相对而言，VR体验、文化节等新兴文化消费项

目受消费者喜爱程度偏低。究其原因，一方面传统性文化消费活动具有成熟的市场基础，受众面广、用户接受度高；另一方面消

费人群可能受长期以来形成的消费习惯影响，致使传统型文化消费项目的选择频率更高。总体来看，苏州传统型文化消费项目更

受消费者喜爱，发展态势良好，而新兴文化消费活动需注重对活动形式与内容的创新优化，同时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吸引更多的

消费者参与体验。 

(四)“文化内涵”与“创意理念”成为文化消费者的主要追求 

“文化内涵丰富”“具有创意理念”“交通便利”“价格合理”“符合潮流趋势”等会对消费者参与文化消费活动的意愿

产生一定影响。调查显示，“文化内涵丰富”和“具有创意理念”的选择次数远超其他因素，成为消费者参与文化消费活动的主

要动机。此外，笔者发现，消费者十分看好具有“园林”元素的文化创意产品，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苏绣”“昆曲”等成为受

消费者喜爱的文创融合元素。因此，相关服务供应商需进一步把握消费心理，从供给侧做出优化调整，使文化产品的设计研发结

合用户喜爱的创新元素，从而实现产品开发的精准化、多样化，带动文化消费增长，最大化实现文创产品的经济效益。 

(五)网络媒体是消费者获取文化消费信息的主要途径 

调查显示，网络媒体已成为当前人们获取文化消费活动信息的主要途径，家人朋友、线下宣传是消费者获取文化消费活动信

息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有部分消费者通过电视、报纸和其他途径获取文化消费的活动信息。此外，数据显示，在疫情期间，消

费者更倾向于线上文化消费活动，网络新媒体搭建了为用户提供丰富文化产品与便捷式服务的消费平台。这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传统文化消费项目营销方式的变革，多数商家尝试运用新兴的互联网营销技术，如“网络直播带货”等形式推广文化产品，拓宽

经济收入来源。 

(六)文化消费总体满意程度不高 

据统计，51%的消费者对苏州市提供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满意程度为“一般”，还有 2%的人选择“不满意”，说明目前消费者

对苏州文化消费产品与服务供给的满意度不高，文化活动、文化设施、文化环境等亟需改善与优化，同时反映了人们对文化消费

市场中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质量的期待值较高。当前，苏州正大力发展夜间经济，开发特色文化项目，并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前来

体验。调查显示，79%的人表示愿意增加夜间经济消费。因此，在当前政府政策的有力支持下，各类文化企业需抓住机会，结合

苏州文化开发高品质文化消费产品，提供特色化与多样化服务，并自觉维护夜间经济市场秩序，营造安全有序的夜间消费环境，

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 

二、制约苏州文化消费增长的因素分析 

(一)文化产品与服务创新不足 

虽然苏州拥有园林、昆曲、苏绣等众多文化特色资源，但整体来看仍没有打造核心文化形象，缺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元

素与特色文化品牌。究其原因，其一，苏州文化创意产业自主创新不足，产品供应单一。由于优秀创意的缺乏，文化企业很难打

造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品品牌与较高市场认可度的文化产品，市场拓展难度较大，从而制约了文化的“变现”能力。其二，由于

文化产业领域缺少对龙头企业的选拔与培育，各类企业提供的产品与服务较为零散，影响力薄弱，对周边的创新引领与辐射带动

作用均不明显，领域内良性产业生态的缺失，阻碍产品创新与产业发展，制约了文化消费的增长。 

(二)文化消费环境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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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消费者对苏州市提供的文化消费活动总体满意度不够高，市民消费能力较强但潜力未全面释放，导致通过文化产

业渗透带来经济效益的作用未能全面发挥。同时，由于消费者对新兴文化项目的消费习惯尚未形成，影响了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创

新发展。这一方面表明消费者群体仍然存在有待发掘的消费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苏州文化消费总体环境亟需改善与优化。因

此，要加快提升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质量，打造契合消费者需求的文化消费环境，用服务的提档升级吸引消费者，进而激活潜

在的消费动能，为城市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三)文化营销渠道尚待开拓 

有效的传播宣传渠道是文化消费产品与市场之间的桥梁。目前，苏州市已拥有一定特色的文化消费产品与服务项目，每年都

能吸引大批中外游客前来体验，其在促进文化消费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消费动能的进一步提升有赖于宣传力度的增

强。调研发现，当前大多数消费者主要通过网络媒体手段获取文化消费活动信息，而大多数文化企业的线上营销手段形式较为单

一，仅局限于使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图文信息进行宣传，传播力度较弱，营销效果不佳，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不够，导致文化消费

的动能不足。这表明有效的信息传播与产品营销机制尚待研究与开拓。 

三、推动苏州文化消费增长的路径思考 

(一)加快“传统+现代”融合，深挖苏州特色文化资源 

首先，活化传统文化资源。苏州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园林、古城墙、大运河、名人故居为特色文化的开发提供了物质条件，

苏绣、昆曲、雕刻、苏式糕点为文化产品创作带来了技艺的灵感。新时代背景下，推动传统文化与新兴时尚元素和新型传播载体

相融合，使其转化为具有苏州特色的文化消费符号，进一步讲好地方故事，传播特色文化，使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其

次，整合特色文化资源。针对苏州文化资源众多但较分散的特点，可通过搭建文化大数据平台，全面整合文化资源，形成覆盖全

域的特色文化图谱，并通过文化地图、编研成果、成果出版等方式将特色资源可视化，利用广告、新媒体等宣传推广手段，将其

打造成具有苏州特色的城市名片，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最后，建设文化企业研发生产集聚区。实现特色文化资源

开发的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并选拔领域内龙头文化企业，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辐射带动周边中小企业发展；同时，

龙头文化企业应树立文化交流传播与提高文化市场份额的经营理念，以知识产权输出推动苏州特色文化“走出去”，实现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提升地区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二)深化“文化+旅游”融合，寻求文化消费新热点 

作为全国首批文化消费试点城市，苏州在以文旅融合为主线，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仍需努力发掘文化消费的新热

点。一是打造精品文化项目。可由政府牵头，与文旅企业开展合作，开发面向不同用户群的体验式、研学式、亲子式等类型文化

旅游项目，构筑景区、交通、餐饮、住宿等多元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区，打造具有鲜明文化主题与内涵的旅游线路，提升消费者

对地方特色文化的认同感。二是塑造城市文化 IP。IP是城市文化的缩影，与城市形象的塑造和宣传紧密联系。一方面，要将零

散的创意理念和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串联不同品牌 IP 形象，发挥规模效应和头部效应，努力打造中国文创 IP 集群式发展的苏

州样板；另一方面，要将 IP嵌入文化消费场景，与景区、公共交通开展合作，培育网红文创打卡地和消费目的地，营造文化消

费的活跃氛围。三是持续发力夜间经济。自疫情以来，以夜间经济为代表的消费新业态已成为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要继续加强

“姑苏八点半”夜间经济品牌建设，并结合各区域特色，打造服务功能齐全、基础设施完善、具备较强辐射能力的夜间经济特色

商圈。同时，以便捷的交通、舒适整洁的配套设施、合理的空间布局、优美的绿化环境，为外地游客营造眼前一亮的文化体验场

景，吸引其体验富有苏州特色的“夜间生活”，激发消费新活力。 

(三)推动“文化+科技”融合，促进文化消费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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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创新文化消费呈现方式。积极探索“文化+科技”模式，打造融入 5G、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

的文化体验与消费场景，大力开发数字文化产品，如将虚拟现实技术融入苏州文化遗产展示，实现古今对话，为用户创造沉浸式

体验，以高质量的文化内容带动内需增长。鼓励各类文化企业积极开发符合当下用户需求的线上文化活动，比如云旅游、云观

剧、云展览等，加强推广力度，激发线下旅游消费热情。其次，拓展文化消费宣传渠道。同步运用传统媒介与新媒体，扩大产品

宣传。一方面，继续开展电视广告、报刊杂志、街头海报等传统媒体的宣传，将文化消费意识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

利用两微一端自媒体平台和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以及淘宝、天猫等直播平台，开展互动式产品营销，并持续优化宣传内容，

注重宣传标语、页面设计、推广视频等创新创意，提升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同时，以文化名人、网络红人、卡通形象等方式开展

宣传，吸引一批用户粘性高的消费群体，为文化消费水平的提升注入持久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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