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江南文化产业助力长三角一体化

更高质量发展的策略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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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南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文化与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已深度关联。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要打造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文化产业支撑，为

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建立“总部+基地+基金+机制”模式，创新长三角区

域文化产业合作模式，共建长三角江南文化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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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

动的重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江南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的文化基础，与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密切关联。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更高质量发展，江南文化应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

长三角地区不仅是中国文化产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还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承载区之一。2021

年，沪苏浙皖的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全国 1/4，在区域 GDP 中的占比高于 5％，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

明长三角地区的文化产业已发展成为该区域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江南文化在长三角文化产业中占据重要位

置。但目前，江南文化产业在沪苏浙皖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各地文化产业合作刚刚起步。为此，本

文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为视角，对创新江南文化产业合作模式的策略进行分析，希望通过建立“总部+基地

+基金+机制”的长三角江南文化产业合作模式，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

一、江南文化产业总部建设

挖掘江南文化的深厚底蕴，吸引文化产业龙头企业将总部集聚在南京、杭州、合肥和上海，即长三角

地区形成“总部+基地”区域功能分工与合作的发展模式。其中，文化产业龙头企业的总部为南京、杭州、

上海和合肥，文化产业发展的腹地为长三角其他城市。由于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较

高，具有交通发达、总部人才、经济实力雄厚等先天优势，其已成为中国总部经济最集中的受益区。为推

进长三角一体化，江南文化应充分发挥好优势，继续吸引文化产业龙头企业的总部资源。

当今，由数字经济催生的数字内容产业将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因此深化江南文化产业整体性深度

数字化转型，建设江南文化数字总部，是实现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路径。为此，现阶段可聚

焦于数字创意产业和消费体验场景，培育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使南京、杭州、合肥和上海成为文化产

业综合服务提供商。

（一）数字创意产业



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配置区域文化流通要素，提升数字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质量。南京、杭

州、合肥和上海等文化总部应重点发展演艺娱乐产业、创意设计产业、影视动漫产业等集群，旨在将长三

角地区建设成为数字经济与文化创意融合发展走廊和数字创意产业总部核心载体。

（二）消费体验场景

文化产业，特别是新兴的数字创意产业，相较于工业产业更加注重消费场景的创新、消费环境的建设

和消费体验的升级。南京、杭州、合肥和上海等文化总部应建立高沉浸式产品体验中心，聚焦创新创意，

基于核心科学技术，延长产业链条，更加注重消费环境改善及消费体验场景建设。

（三）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文化产业总部是以集群核心愿景形成的相互协作、相互关联、优势突显、定位科学的生态系统，既不

是多个产业园区的集合，也不是众多企业的物理集聚。南京、杭州、合肥和上海要成为长三角文化产业总

部，需要积极培育文化产业相关的领军人才、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等多元创新主体，形成政策扶持、资金

支持、公共服务支持等多向创新发展链条，建立有效的迭代、创新激励和扩散机制。南京、杭州、合肥和

上海等文化总部要重视文化产业主体之间的合作共赢，并从生活场景建设、企业培育、公共服务配套等多

方面进行规划设计。

二、江南文化产业基地建设

在长三角区域，围绕吴文化、越文化、徽文化和海派文化，形成四个文化产业优势显著的江南文化协

同创新示范基地，即上海都市圈（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嘉兴、宁波、舟山、湖州），南京都市

圈（南京、镇江、扬州、淮安、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和常州的溧阳、金坛），杭州都市圈（杭州、湖

州、嘉兴、绍兴、衢州、黄山）和合肥都市圈（合肥、淮南、六安、滁州、芜湖、马鞍山、蚌埠、桐城）。

立足上海，长三角江南文化协同创新示范基地建设有三个发展方向：一是沪宁方向，沿长江发展轴转

移，包括上海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融合发展。二是沪杭方向，以杭甬为轴带，包括上海都市圈和杭州都

市圈的融合发展。三是合肥方向，包括上海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的融合发展。

与总部相呼应，四大基地建设应以参与主体多元交互共享的数字内容聚合共享平台为突破口，加速拓

展企业成长空间、文化创新迭代、重构文化产业新生态，形成与总部的良性互动，提高长三角文化产业竞

争力。具体而言，目前长三角江南文化协同创新示范基地建设应重点聚焦数字内容平台建设、科技应用赋

能和分享性网络平台等三个层面。

（一）数字内容平台建设

数字内容平台不仅可以实现由生产者主导向生产者消费者双向沟通转化，还能实现由单一文化产品生

产向多元文化产品生产的转化，同时还能实现由文化产业单品类生产向立体化发展转化。数字内容平台建

设需重点聚焦以下方面：

1.以跨界融合充分延伸产业发展思路。线下文化企业发展可能会受到消费者选择、要素整合等因素的

制约，导致跨界融合速度和规模有限。与之相反的，数字文化内容平台具有自带用户引流特征的优势，可

以更好转换和迁移产业内容。以拥有稳定观众群的 NBA 为例，通过线上平台开发电竞赛事，推进数字化消



费发展趋势，也进一步促进产业新形式和优势产业内容的跨界融合。

2.以跨维度融合深挖市场发展潜力。数字内容平台空间包含生产、消费、反馈等多维坐标轴，消费者

的每一项行为是产业发展多维指向的节点。数字内容平台不仅实现了文化生产从线性的、平面的模式向网

络的、立体的模式转换，还跨越了从生产者指向消费者的单一维度，能够加强生产者、营销者和消费者的

信息反馈和信息互联，及时依据消费者倾向来调整更新产品供给，挖掘新的市场潜力。数字内容平台的推

送和数据优选使文化生产和消费变得更加生动。

3.以跨角色融合扩展产业传播效应。数字内容平台是多主体交互式平台，充分实现多主体、多社群及

多角色互联。文化消费过程是典型的文化生产过程。如在电竞赛事中，竞技参与者不仅可作为消费文化内

容产品的消费者，还同时作为给观赛者创造文化产品的赛事活动表演者和生产者。此外，多人参与的网络

游戏，消费者参与过程也是游戏产品创作生产过程。

（二）科技应用赋能

数字内容平台成长的核心动力是现代科技。由于现代科技具有增强文化创意产品的可传播性、可贸易

性和可复制性的优势，通过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数字内容平台的乘数效应将更加明显。阿里巴巴、腾讯

和华为等科技企业是数字内容平台建设的主力军。智能交互技术、量子技术、互联网技术等科技发展将支

持数字内容产品升级和产业加快创新迭代，具体包括：

1.支持平台内容海量增长。以 Bilibili 平台为例，平台每月诞生的自制及原创音乐作品超过 1000 首；

阅文集团涵盖了 200 多种内容品类，拥有作品储备 1220 万部等。

2.支持平台用户快速增加。腾讯文学平台日活跃用户数量突破 1500 万人；知乎大学日使用人次超过

100 万等。

3.支持平台领域更加细分。数字内容平台涉及数字教育、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多个领域，需要对数

字内容平台的领域和类型进一步细分。如在线咨询平台、文化社区和视频平台、阅读平台、工具型平台、

音频分享平台、文化 IP培育平台等。

（三）分享性网络平台

数字内容平台的发展既突破了传统文化企业的资金、厂房、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制约，又推进了企业成

长空间的新拓展，使得分享性网络平台的发展成为可能。分享性网络平台的突破方向为：

1.从物理空间拓展到网络空间。平台服务者、参与者、消费者等主体只需通过互联网就可实现文化产

品的创作、营销与消费。在数字内容平台中，虚拟名称虚拟形象可以代替真实身份展开互动。以 Bilibili

为例，社区人员可在虚拟空间进行兴趣交流与分享，目前已涵盖 7000 多个兴趣圈层的多元文化社区。同时，

通过数字内容平台，虚拟现实技术可将现实场景和现实数据转化为虚拟的沉浸式体验。

2.从有限空间拓展到无限空间。基于内容分发网络等技术，平台分享可以推动企业规模实现无限量增

长。数字内容平台不受空间承载力及地域的限制，能实现文化生产与消费市场隐形无限扩展。虽然在无限

空间中可实现“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新型交互模式，但未来数字内容平台发展还面临知识付费习惯养成、

快餐式消费形式、消费时间有限制约等问题。



三、江南文化产业基金建设

为积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建议成立“江南文化产业发展基金”，设立总规模 1000 亿元，

首期 100 亿元。该基金的发起设立主体包括地方政府部门、央企、沪苏浙皖大型国企、民营企业、金融机

构等。“江南文化产业发展基金”将依托相关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并以母基金为载体，基金主要用于投资长

三角地区江南文化产业、文化科技、文化大数据、文化消费、数字版权、数字营销、文化旅游等领域。“江

南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的成立将助力长三角“筑巢引凤”，吸引有识投资者支持当地江南文化产业建设。

通过对“江南文化”子基金、“完善产业链”子基金、“明星项目”三个方向的投资放大，推进江南文

化与长三角产业链深度融合及产业链优势企业快速发展，促进千亿级的社会资本集聚长三角地区，促进长

三角加快形成面向未来的优势文化产业集群，推动国际竞争力提升。

具体可以采用“442”投资策略发展“长三角江南文化产业发展基金”一期，基于市场化的投资和管理

机制，推动社会资本进入产业链。

1.“江南文化”子基金。该子基金占 40％份额，将基于“江南文化”产业策略，立足长三角地区，在

全国范围内遴选顶尖的基金管理人。

2.“完善产业链”子基金。该子基金占 40％份额，将依据长三角地区优势文化产业链上下游，利用文

化产业资本投资人和发起人优势，发起多个专项并购基金，围绕文化优势产业进行弥补产业链短板，推进

产业链整合，促使龙头文化公司发展。

3.“明星项目”子基金。该子基金占 20％份额，将聚焦长三角地区优势文化产业链中的“明星项目”，

建立世界级的优秀文化企业。就江南文化而言，应依托“江南文化产业发展基金”，关注江南文化在新时代

的传承与创新，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争取在项目推荐、协调上获得该基金支持。基金的发起人、出资人

和管理者，要努力成为加快新时代江南文化的“推动者”、助推长三角一体化的“实践者”、构建长三角协

同创新共同体的“探索者”，发挥对社会资本投入的带动作用、对创新要素集聚的导向作用、对长三角江南

文化协同创新示范基地建设的引领作用。

四、江南文化产业合作机制建设

（一）强化顶层设计理念

基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推进江南文化产业合作模式的创新，发挥江南文化的经济功能。这是一项系

统性、持续性的工程，需要“三省一市”坚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助力长三角文化产业的规划、服务、

政策、市场协同发展，发挥好多元主体作用，形成区域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合力。具体可协商“三省一市”

江南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专项规划，建立长三角江南文化产业发展指导目录，明确打造江南文化、数字创意、

文化科技、文化大数据、文化消费、数字版权、数字营销、文化旅游等重点产业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及各

省市发展重点等。上海要发挥好在打造江南文化产业发展中分工协作的龙头带动作用，实现长三角地区文

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协同高效发展。

（二）充分发挥文化龙头企业跨区域布局的作用

鼓励长三角“三省一市”文化行业龙头企业发展。长三角地区在区域兼并重组的基础上，建立“总部



—基地”等方式，实施区域产业合作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最大限度利用科研、生产、营销资源，加强国

际合作，以实体机构、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和配套服务，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如上海

需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和引进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文化领军企业与高成长性文化企业。

（三）建立长三角文化产业提质升级机制

文化产业提质升级需要长三角的产业合作，可共同绘制文化产业集群地图，协商共建有利于跨省市迁

移的利益共享机制，促进要素资源跨区域流动和产业布局优化。为解决区域竞争、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

长三角地区需以“资源共享、利益分享”为合作原则，基于已有的区域常态化制度化对话协商机制，协调

各方利益，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推动区域经济效益提升。

（四）创新产业合作机制

长三角要不断创新文化产业合作模式和机制。一方面，发挥龙头企业积极布局长三角，通过总部—基

地、兼并重组等方式，跨区域构建完整的产业链条；另一方面，通过跨区域园区品牌输出和共建飞地（如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和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走出去布局）等方式，实现跨区域的产业合作。围绕产

业合作方式中存在的瓶颈问题，建议以文化产业为试点，探索以财政、税收和经济统计为突破的政策可操

作性研究，进一步推动重大产业项目跨省市迁移，平衡企业迁出地和迁出地政府的利益。同时，更加注重

园区合作共建两地政府部门政策的协同性和可操作性，共同明确合作园区可享受的所在地及输出地优惠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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