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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业内学者和企业来说，惠民文化
消费季的论坛环节提供了一个交流观点、
思路的开放场所。以“2013 文化创意产业

（北京）研讨会”为主，关于文化消费话题的
讨论从会内到会外，渐渐扩散开来。

“文化产业发展链条中，消费是根本的
一环。只有在市场化的前提下，消费者掏
出了真金白银，我们所有的文化产品才真
正成为商品进入了文化市场的循环之中，

才能激发创意，促进这个产业循环向前发
展。”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
主任金元浦说。

著名文化学者、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
传播工程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于丹表示，文化消费惠民需要降低“软”

“硬”两道槛。“硬门槛”主要指各种文化产
品高价位；“软门槛”则指人们文化素养的
积淀及欣赏习惯的培养。

新元文智集团董事总经理刘德良直
言，文化消费的不确定性还大量存在，“消
费时间是文化消费的核心关键点。扩大文
化消费需要换位思考，考虑人们有多少时
间能够用于文化消费。当然，文化消费还
要考虑消费的环境、意愿、习惯和能力。”

金秋时节，首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给首都市民送上了一道道“文化大餐”。以“消费文化，品味生活”为主题，消费季摸索合作模

式，借助多种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打造新型平台，体现便民惠民，其实也成为对接群众文化消费需求与优质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一次有

益尝试。

作为首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重点
打造的品牌，“文惠卡”的推出受到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看电影、看演出、买
书⋯⋯，有了这张卡，好多活动都能享
受到优惠。”市民邵女士早早便在网上填
写了文惠卡的申请书，还将网址链接通
过微信发送给了亲朋好友。“据说 10 月
前开始发放，国庆期间就可以使用。”邵
女士说，“希望发放的覆盖面更广些，让
更多的人能够顺利领到。”

“文惠卡商户加盟拓展工作启动后，
北京地区众多文化企业反响强烈。在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有 300 多家企业
和单位确定加盟。”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

监督管理办公室党委书记张慧光告诉记
者，“加盟商户将被授予‘北京文化惠民
卡特约合作商户 （单位） ’标牌，优质
加 盟 商 户 还 将 获 得 专 题 宣 传 、 定 向 推
广、业绩增长等奖励。”这种奖励获得了
企业的青睐。在“文惠卡”项目推介会
暨首批加盟商户签约仪式上，北京图书
大厦、首都博物馆、北京开心麻花娱乐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 14 家文化企业和单
位作为企业代表，正式签约成为加盟商
户。企业纷纷表示，“文惠卡”是政府提
供的一个面向广大消费群体的宣传促销平
台，这是任何单体企业花巨资打广告都难
以做到的，要抓住机遇，踊跃参与。

“‘文惠卡’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
搭 建 起 一 个 强 大 的 资 源 整合和共享平

台，既是‘惠民’良机，也是‘惠企’
商机。”张慧光说。

为了提升消费者的参与热情，“文惠
卡 ” 除 了 “ 优 惠 多 多 ”， 还 “ 大 奖 连
连”。该卡采用“持卡获得优惠，消费获
得积分，积分获得奖励”的消费引导机
制，持卡人在加盟商户消费，将享受相
应的优惠折扣和积分，并可用积分兑换
优惠券、礼品，参加月度、季度、年度
的 抽 奖 活 动 。 同 时 ， 消 费 者 可 以 通 过

‘文惠卡’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快速获取
所需文化商户的新鲜信息和优惠信息。
为方便人们使用，“文惠卡”还提供了实
体卡、二维码、电子卡等多个“版本”。

随着“2013 北京国际设计周”正式
拉开序幕，一系列新奇有趣的活动也陆
续展开。与往届不同，今年的设计周成
为了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重要环节，
并首创推出“设计消费季”。“设计消费
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推动国
民 经 济 发 展 中 扮 演 着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角
色。”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总经理李丹
阳说。

多层次深挖细剖文化消费需求，是
首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特点之一。
除“2013 北京国际设计周”外，本次消
费季 9 大展销板块还包括北京艺术博览
会、工艺美术和非遗嘉年华、动漫游戏

嘉年华、“798”创意消费嘉年华、中国
民族精品博览会、北京文化数码产业博
览会，等等。此外，消费季还设立了 9
大专项活动，包括 2013 文化创意产业

（北京） 研讨会、北京金秋优秀剧目展
演、文化惠民月电影展映、北京家庭阅
读 季 、 互 联 网 时 代 的 文 化 消 费 新 趋 势

（北京） 研讨会暨文化产品消费排行榜发

布、北京金秋文物艺术品拍卖月、“慕尼
黑国际啤酒节”北京之旅、欢乐美食文
化嘉年华、首届北京网上惠民文化消费
季，等等。

“ 消 费 主 力 已 开 始 发 生 转 换 ，‘80
后’、‘90 后’逐步扩大了文化消费的份
额。”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
室主任周茂非说，“我们做过统计，‘80

后 ’、‘90 后 ’ 占 城 市 总 人 口 的 30%左
右。虽然他们可能还无法承担很高额的
文化消费，但这个群体文化消费的潜力
不容小觑。”

本次消费季上，充满时尚感的消费
活动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参与。曾在德国
留学的马婷就是一名“80 后”，她和朋
友们参加了在奥林匹克公园举办的“慕
尼黑啤酒节——北京之旅”活动。马婷
兴奋地说，“主棚里原汁原味的歌舞令人
激动，大家伴着音乐围场跑动更是将气
氛推向了高潮。在享受美酒美食的同时，
近距离地接触慕尼黑风情，这种交流互动
的方式也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集思广益聚焦新趋势集思广益聚焦新趋势

丰富活动让群众成主角丰富活动让群众成主角

亮出文化消费“新名片”亮出文化消费“新名片”

由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等单位举办的

首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正在首都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活

动以“消费文化·品味生活”为主题，旨在培养文化消费理

念，引领文化消费意愿，激励文化消费行为，受到消费者的

广泛欢迎。更难得的是，惠民文化消费季采用数据跟踪、样

本调查等方式，了解老百姓对于文化消费的真正需求，从而

培养起一种良性的消费习惯，进一步拓展大众文化消费市

场，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

展。这是深化文化消费市场与消费者互动的有益实践。

北京拥有丰富的文化市场资源、较为健全的文化市场

体系、庞大而颇具潜力的文化消费群体。但是，北京文化消

费的潜力目前还没有完全释放。

如何激活北京巨大的文化消费潜力，让文化消费常态

化并具有可持续性？不妨从以下途径入手：

一，打造一批特色文化消费综合体。应坚持集成创新，

建立常态化的文化消费营销体系，加大财政投入，统筹剧

场、影院、书店、音乐厅等公共文化资源，统筹全市的规划布

局，建立两小时文化消费圈，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均衡化

发展，推动文化消费的持续增长，同时探索建立驻场型、长

期型的专业化的演出展示中心，打造消费窗口。

二，扩大文化消费重在协调供求关系。我国已经解决了

温饱问题，人民群众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然而，不是

商家简单地打折售票，消费者就会掏钱来看演出的，作为文

化产品的生产者，要做到产销对路，最重要的是必须明确自

己的消费群体。

三，各级政府应在推动文化消费中找准定位。文化消费

应该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在文化消费领域，我国有后发

赶超优势，可以敏锐地把握到世界文化产业、文化经济、创

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大趋势，看到弯道超车的重大机遇。在过

去的 10 多年里，在党和中央政府的战略决策，特别是党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精神的大力推动下，我国文化创

意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有些地方也存在匆忙

上马文化工程，忽视市场的情况。这种行为使得文化产业发

展链条的根本一环——文化市场消费出现缺失。文化产业

有其自身的产业链，即文化创意-内容生产-渠道传播-贸

易营销-消费体验。如果没有人消费，此前各个环节的努力

都没有意义。只有在市场化前提下，让消费者掏出真金白

银，才能使文化产品真正成为商品，进入文化市场的循环之

中，才能激发创意，促进产业发展。

四，提供多层次、差异化的文化消费产品。目前，我国的

文化消费逐渐层次化，文化消费有高端的、精英型的，有大

众的、普及型的，农民工群体也有自己的文化消费，差异化

越来越明显。面对多层次、差异化的需求，文化产品也应该

有相应的调整，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

五，出台鼓励文化消费的政策，保障和激励文化消费。

为避免文化消费供需脱节，应坚持扶优质、扶特色、扶原创，

以满足市场需求，扩大文化消费；积极地研究出台符合北京

实际的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消费的突进条例，利用法律手

段为扩大文化消费保驾护航。

多种途径探索

首都文化消费
佘 颖

记者：北京市举办惠民文化消费季，从

多角度多方面引导市民扩大文化消费，具

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张慧光：扩大文化消费是贯彻中央、北
京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建设国家文化中心
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首都经济稳增长、调
结构、转方式的内生动力。

同时，文化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可倒逼
企业在创新产品和激发创意上下功夫，不
断增强市场的竞争力。

此外，扩大首都文化消费，提供适销对
路的文化产品，满足市民多层次、多样化的
文化消费需求，也是提升首都市民生活质
量和城市发展水平的现实需要。

记者：北京目前的文化消费状况和潜

力如何？

张慧光：近年来，北京文化消费呈现快

速增长的态势。但是，目前我们离文化消
费的“爆发式”增长还有很大差距。存在的
主要问题分为几个方面：

从文化消费的人群来看，居民收入水
平的差距导致了文化消费支付的意愿和支
付能力的差别。目前北京低收入人群的文
化娱乐支出仅为高收入人群的十分之一。
同时，当前消费主力已经发生了转换，“80
后”、“90后”已成为文化消费的主体。

从文化消费的观念来看，传统的消费
习惯制约着文化消费水平。有人觉得文化
是政府提供，市民享受，为什么还要花钱去
消费文化呢？要他们转变观念，我觉得还
需要一定的时间。

从文化消费的环境来看，企业出精品
的动力不足，政府引导企业出精品的政策
不够，致使文化消费市场上真正的精品还

不够多，特别是价廉物美的产品太少，难以
满足市民的需求，难以形成文化消费。

记者：北京还有哪些扩大文化消费、促

进消费升级的思路和举措？

张慧光：一是加强宣传引导，促进文化
消费观念的转变。要把文化消费纳入全市
总体的宣传布局中，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抓
紧抓好。要加大文化教育和培训的力度，
增强市民文化消费的知识储备，组织网络
达人、文化名人引导文化消费的时尚潮流，
树立健康的文化消费观念。

二是协调推进，形成文化消费的整体
合力。文化娱乐业消费已明确为北京经济
增长的重要考核指标，应该就相关部门的
指标进行分解、协同配合，形成一揽子工作
机制。

三是搭建交易平台，扩大文化消费交

易的规模。我们将及时总结首届惠民文化
消费季的经验，改进工作方式，为扩大文化
消费创造更好的条件。同时，北京还应充
分发挥首都的资源优势，加强文化艺术产
权交易所、版权交易中心等交易平台的建
设，努力使知识产权交易形成新的经济增
长点。

四是加强渠道网络建设，以文化输出
带动文化消费。要加大财政税收扶持力
度，鼓励文化出口。加快推进大山子文化
保税区建设。同时加强国际营销，扶持有
实力的文化企业。另外，也鼓励有条件的
企业建立文化产业的孵化器，带动文化消
费升级换代。

此外，北京市还建立了文化投资服务
体系，并与银行合作建立了存贷平台，将有
力促进北京文化消费的增长。

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党委书记张慧光——

多管齐下 促进文化消费升级
本报记者 金 晶

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党委书记张慧光——

多管齐下 促进文化消费升级
本报记者 金 晶

本报讯 记者金晶报道：作为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畅享·2013”西城区文化消费月活动
已于 9 月启动。本次活动涵盖了中秋、重阳两个民族传统
节日和“十一”国庆黄金周，以剧场、影院、博物馆和艺术品
交易等 4 个文化消费板块为重点，整合了辖区范围内 20 家
既能体现北京西城区文化特色和消费水平，又相对大众化
的文化企业参与，力图从多角度丰富人们的文化消费生活。

其中，“演艺板块”包括年轻人喜爱的话剧演出场所繁
星戏剧村、上演芭蕾舞高雅艺术的天桥剧场、观看国粹京剧
的湖广会馆，以及京味十足的老舍茶馆。“影院板块”的参
与单位包括中国电影诞生地的大观楼影城，以及广安门
电影院、中华影城、首都电影院（金融街店）。这 4 家影院
分布在西城东西南北不同方位，便于广大市民就近观
影。“博物馆板块”突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包括以
红楼文化为代表的北京大观园、历史名人纪晓岚故居、以
2000 多年前的战国瓦当为展陈的古陶文明博物馆等。“艺
术品板块”包括了戴月轩、萃文阁、宏宝堂、永丰源国瓷博览
馆等中华老字号及现代艺术品交易中心等 8 家企业，涵盖
了西城古今艺术品交易的特色。

北京西城区启动

文化消费月活动

本版编辑 佘 颖

左图：来自阿根廷的《极限震撼》不仅加入首届北

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成为“创意消费嘉年华”板块的重

点项目，主办方还特别推出优惠套票。

下图：“2013 文化创意产业（北京）研讨会”上，北

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党委书记张慧光与

嘉宾们共同探讨如何促进北京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的“北京实践”
本报记者 金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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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资办主任周茂非与德方慕尼黑副市长先生的

特使奥利弗·贝里克共同为“慕尼黑国际啤酒节”北京之旅

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