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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区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概括
起来就是两句话：市场主导自发有序、政
府引导适时适度。”龙岗区委书记杨洪这
样总结龙岗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之路。

尊重市场这只手

杨洪告诉记者，尊重“市场”这只手，
是龙岗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目前，龙岗
区拥有包括创意设计、动漫、珠宝等在内
的 18 个文化产业园区，除了 1 个由政府
主导、1 个由政府监管，其余全是由市场
主导，由企业独立投资和运营。

位于龙岗区布吉街道的三联水晶玉
石文化村，就是以行业传奇人物江增祥为
代表的玉石业者紧紧围绕市场需要一步
一步发展建设起来的。翡翠玉石以家族
经营和传承为主，该行业毛料富有“赌
性”、估值不确定等特性决定了其难与现
代金融接轨。江增祥捕捉到行业发展的
市场趋势，率先将翡翠玉石产品金融化，
引入信托投资，设立国内首只翡翠基金，
创立“翡翠银行”增值回购营销新模式，开
展股权交易，成为整个行业的“拓荒牛”。

作为龙岗文化的代名词，大芬油画
村更是市场主导的典型代表。从 1989 年
香港画商黄江到大芬开创油画产业开始，
一直到 1998 年，大芬油画村形成了相当
规模。杨洪告诉记者，“在长达 10 年的时
间里，政府从未加以干预，让大芬油画村
自主发展。可以说，大芬油画村就是靠市
场自发形成并发展壮大的‘野生动物’。”
如今，大芬油画村已成为海内外知名的油
画及软装产业基地，也是海内外专业人士
到深圳考察文化产业的必到之处。

“市场之手”也指导龙岗“三旧”园区
自主转型升级。在龙岗区 18 个产业园区
中，182 创意设计产业园、坂田创意园及
甘坑生态文化创意村等，原本均为旧工业
区、旧村甚至是烂尾项目，其业主主动将
它们转型为新型文化产业园区，并因主动
承接特区内产业转移而迅速崛起。

企业“抱团”有力量

龙岗目前有大大小小的文化企业
5000 多 家 ，规 模 以 上 文 化 企 业 230 多
家。这些企业大都汇聚在龙岗品牌园区
和产业集群内，大中小型文化企业根据
自 身 特 点 和 市 场 发 展 需 要 ，组 团 出 击
市场。

182 创意设计产业园总裁助理黄晓
伟告诉记者，园区内仅做酒店装饰项目
的，就有专做酒店品牌形象设计、床上用
品等布草设计和酒店艺术品装饰的企业，
还有电动窗帘设计、酒店制服设计等其他
企业。他们在酒店室内设计项目竞标时

“抱团”出击，提升了竞争力。
中小型企业借园区效应抱团出击，规

模企业则立足龙岗空间优势，着眼于文化
品牌的优化集成和创意设计。以恒安兴
为例，该品牌创立之初以酒店客房及餐饮
布草为主业，产品自主设计并不丰富，有
品牌但缺个性。“我们调整策略，把产品的

生产制造工作外包，主抓设计和渠道两
头。”公司副总裁王锋表示，经过 10 余年
深耕，公司形成酒店用品产品链，成为喜
来登、万豪、希尔顿等世界顶级酒店的供
应商。恒安兴的企业品牌也升级为龙岗
又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园，成为更加多元化
的酒店设计、展示及销售综合平台。

政府引导适时适度

龙岗文化产业的发展一直在转型升
级中进行。杨洪告诉记者，在文化产业发
展过程中，政府引导一定要适时适度。

政府的适时介入，首先表现在企业起
步之时，政府要加大支持力度。为了发现
和培育中小微文化企业中的“小巨人”，龙
岗专门针对起步和创业阶段的中小微文
化企业订制办公房租补贴政策，企业一年
最多可以拿到 20余万元补贴。

补贴资金不大但很实用。以三联水
晶玉石文化村为例，当年刚起步时，“小、
散、乱、假”盛行，龙岗区街道两级政府及

时进行环境治理和市场整顿，助推其起
飞，还帮助其实现了从厂到村、再到产业
园的一路发展。

政府的适时介入，还表现在企业困难
之时予以扶持。2008 年，受国际金融危
机影响，大芬出口订单锐减，龙岗区政府
通过开展“把美带回家”活动吸引市民采
购、扶持鼓励企业转身国内市场等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大芬成功脱困。

龙岗区政府还在企业腾飞之时适时
牵线搭桥，为企业拓展更大空间。华夏动
漫作为一家动漫电视剧内容制作商和动
漫衍生品生产商，因企业快速发展亟需扩
大园区空间。龙岗区政府及时为其联系
了数倍于原有厂房的产业园区，帮助该企
业迅速发展成为深圳首个动漫全产业链
企业和“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龙岗还先后制订颁布了《文化产业发
展规划纲要》、《经济发展资金（文化产业
类）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等政策，对文
化产业业态进行重点扶持。同时明确要
求，对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提供道路、供水、
供电及绿化等配套保障。

本版编辑 佘 颖

实景演出《康熙大典》的火爆，电视连续剧《打
狗棍》的热播，冰雪嘉年华、皇家灯会、避暑山庄 3
大冰雪赛事的举办⋯⋯，河北承德好戏连台，国内
外游客络绎不绝。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全市
接待中外游客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8.7%；实现
综合收入 2.26亿元，同比增长 41%。

承德文化好戏连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支持
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引领。“要充分发挥承德文化
底蕴深厚的优势，打造文化休闲品牌。”承德市委
书记郑雪碧对该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有着非常清晰
的认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基础，更是前提。”

近年来，承德市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
市的意见》，明确了“十二五”时期全市文化改革的
目标、任务及措施，确立了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
金，市级 1000 万元、县级 500 万元、区级 300 万
元，并逐年提高，以贴息、补助、以奖代补等方式助
推文化产业发展。2013 年，全市共争取国家和省
文化产业引导资金 3480万元。

在文化产业推进过程中，承德市积极搭建宣
传推介平台，组织参加深圳文博会、北京文博会
等，帮助文化企业整合优势资源，统一包装营销。
市里还出资邀请权威专家授课，加强项目管理、经
营、策划等人才培训，培养了一批擅创意、会管理
的文化人才，促进了全市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在各项鼓励政策的激励下，社会资本的积极
性被调动起来，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文化产业。
据统计，全市投入运营的 14 个文化项目，有 12 个
是民营企业投资，占 85.7%；续建、再建的 61 个文
化产业项目，有 59个为民营投资，占 96.7%。

“使文化软实力成为支撑城市科学发展的硬
资源，承德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承
德市长赵凤楼说，承德被评为“第二批国家级文化
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第五批国家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填补了河北省空白。

据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庆祥介绍，目前，承
德已拥有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1 个、省级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 9 个，文化经营法人单位 2004
家 ，从 业 人 员 5.4 万 人 ，文 化 产 业 总 产 值 达 到
116.9 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 60.5 亿元，占全市
GDP 比重的 5.1%。今年，该市又确定重点项目
31个，总投资额 260.4亿元。

走进湖北襄阳文化产业园一期项目唐城的建
设现场，25.9 米高的凯旋楼，气势恢宏的城楼、街
市，相映成趣的水系、桥梁，错落有致的宫殿、宅
邸、寺庙，古朴厚重的盛唐景观，凝固在这座占地
530亩的唐城之中。

这里是著名导演高希希电影处女作《襄阳》
的拍摄现场。唐城影视基地建成后将成为目前国
内最大的“唐朝古城”,重现唐朝繁华盛景,也将成
为导演陈凯歌《沙门空海》的拍摄地。

如何从悠远深厚的文化中找到产业发展的新
契机？襄阳把影视产业作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
新动力来培育。

隆中草庐剧场首创国内剧场建筑形态,成为
中国首个竹木结构半露天剧场,将开实景演出先
河；投资 1.2 亿元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光武大帝》，
今年内将在枣阳汉城开拍，所建设的“汉城”项目
是一座集汉代建筑精华与古典园林艺术于一体的
综合性古代建筑群；鄂西圈投与襄阳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未来 5 至 10 年，前者将投资 100 亿元，在
隆中景区建“三国城”，为游客提供场景化、情景
化、体验化的“三国文化之旅”。

一部部影视剧集，一座座“古城”新影，襄阳为
游客带来了穿越时光的体验。为了丰富游客的选
择，襄阳还通过制定优惠政策、优化投资环境等措
施,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本地文化企业,下大力
气引进娱乐业、会展业、创意动漫产业等文化门类
落户襄阳。2013年，全市新增各类文化企业 92家，
总数达到 3200 家，文化产业增加值达 74 亿元，占
全市 GDP 的比重为 3%，比上年增长 13%。未来 3
年，该市还要兴建 140 个文化产业项目，计划总投
资 1400亿元。

湖北襄阳：

穿越时光游“古城”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杨 戈

“融合”是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词

和主旋律。

作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风向标的第十

届深圳文博会，打的也是“融合”牌。从规

模来看，文化与科技、旅游、金融、创意融合

的内容，占据了参展项目的七成；从成交额

来看，文化与科技融合型产业成交额占总

成交额的比例超过了 50％，文化与旅游融

合产业成交额占比近 10％，仅这两项就占

去了六成多；从展馆的安排来看，融合的主

题也十分抢眼：独立的文化旅游馆、创意生

活馆，专门设立的文化金融合作成果展区，

展示着文化产业对融合的倚重和期待。

融合发展，并非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思

路，而是整个文化产业链条的自觉实践。

今天再谈融合，谈的不是要不要、该不该融

合，而是如何通过改革创新推动融合的深

度与广度，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二次腾飞。

深度融合的实现，离不开对当前政策

利好和产业机遇的把握。在全面深化改革

之年的大背景下，文化产业也是春风频吹：

《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入推进

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关于印发文化体

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

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

知》等政策纷纷出台，为文化产业的发展进

一步松绑、扶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更是首次将文化产业写入“经济结构优化

升级”部分，凸显了文化产业在经济转型升

级中的作用。同时，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也

将成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文化产业发展

的巨大机遇。比如，电影票房目前主要集

中在大城市，但快速涌动的二三线城市影

院建设热潮，已经开始成为中国电影票房

增长的主力因素。诸多政策利好和产业机

遇，为文化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提供了

广阔的发展空间。

深度融合并非易事，每前进一步，都将

伴随着观念、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与创新。

比如文化与金融的融合，在上海出现了多

个针对中小文化企业的“创智贷”、“创意

贷”等金融新产品；比如，今年 4 月，中南传

媒获批成立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成为我国文化企业界首家财务公

司。此外，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让

不少文化企业倍感忧虑。方向的选择在

前，如果坚持不换脑，可能就该换人了。

还有人才。文化产业需要的领军人

物，是素质更全面的复合型人才。文化产

业的人才短缺，是结构性短缺。高端原创

人才一直是稀缺资源，管理人才、营销人才

的匮乏也是掣肘因素。既要懂文化又要懂

经营管理、金融创意，在向来缺乏商业基因

的文化人中，这样的人才可谓少之又少。

从经营管理、金融界寻找，精通文化的也不

多。引进也好，培养也罢，跨界人才的储备

才是融合的底气所在。

说到底，文化产品还不能丢了“文化”

二字。成功融合的结果应该体现为高质量

的文化产品。曾经制作出北京奥运会开幕

式《千里江山图》卷轴、上海世博会动态《清

明上河图》的北京水晶石影视传媒科技有

限公司，技术实力不可谓不强大，然而一旦

离开高质量的创意内容的支持，就迅速从

巅峰跌落，着实令人遗憾。如果只有华丽

空洞的外壳，没有文化底蕴，文化产品的生

存空间也就大大缩水了。

融合，再深入些
姜 范

大芬油画村的早期成

长史就是市场自发形成、

行业有序主导的真实写

照。如今，这里是深圳甚

至全国文化产业“走出去”

的一面旗帜。图为大芬油

画村举办的现场油画临摹

活动。

龚文萱摄

深圳龙岗区不仅是中国（深圳）国际文博会的分会场首创者，也是深圳首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入列

者，高端印刷业深圳三分天下有其一，工艺美术产业更是占深圳半壁江山。探究其发展经验，扼要是两条——

市场说了算市场说了算 政府巧出手政府巧出手
本报记者 杨阳腾

老工业基地辽宁沈阳市把文化产业作
为振兴的重要抓手，大力扶持具有地域特
色的创意文化产业，“刘老根大舞台”、“沈
阳天幻杂技”等名声在外。与这些演艺团
体“走出去”开花不同，沈北新区立足于“文
化本地开花，旅游外地引蝶”，着力打造国
际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例如，沈北农民
绘就的“世界最大稻田画”，吸引了众多游
客走进沈北“稻梦空间”。传统农业搭载文
化创意，摇身一变，成为观光农业。

沈北新区区长金志生说，“我们的旅游
之花绽放在创意文化的底蕴上。当文化与
旅游牵手时，文化也成了一道风景。”

沈阳市特别看重文化创意的自主性，
为此特别成立了 3 个创意文化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站。沈阳华强文化科技产业公司就

是一个被保护对象。公司副总经理李军伟
介绍说，华强方特欢乐世界主题公园从项
目研发、产品制作到运营管理，始终坚持自
主创新，因此得到了沈阳市和沈北新区的
多重关照，比如多次获得研发方面的贴息
贷款。沈北新区设立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对文化创意品牌、领军企业、创
意地产、中小创意孵化企业予以支持和补
贴。由于政府鼎力支持创意文化产业与旅
游对接，沈阳华强连旅游促销广告也有了
政府方面的支持。

为将年轻的创意文化产业扶上马，沈
北新区着重夯实基础优化环境，对文化创
意产业园企业采取免房租、贴息贷款、原创
游戏上线运营奖励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出
资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成立企业上市服务中心和投融资服务局，
解决令中小创意企业头痛的创业投融资难
的问题。他们还连续承办 4 届“中国沈阳
动漫电玩博览会”，使沈北新区的创意文化
不仅有了通往全国的营销平台，更带来了
企业渴盼的交流合作机会。

创意文化的生命力需要更多人感知。
抓住沈阳 72 小时过境免签及哈大高铁旅
游联盟的有利契机，沈北新区瞄准东北及
周边国家客源市场，打包营销，让方特欢乐
世界、薰衣草庄园、稻田画等创意文化资源
变成旅游资源。辽宁省旅游局局长郝春荣
表示，借助旅游业营销创意文化，沈北新区
的坚持得到了回报，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
占全区 GDP 比重的 8%以上,创意文化产
业和旅游业的年均增长率超过 25%。

河北承德：

好戏连台见“新招”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梁世芳

没有名胜古迹的辽宁沈阳市沈北新区，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却占据全沈阳市半壁江山，成为东北

假日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秘密何在？请看辽宁沈阳——

世界最大稻田画是沈北新区的创意亮

点之一，上千亩、40 多幅稻田画，“雷锋”、

“辽宁舰”、“神舟十号”等巨幅画作，为沈北

新区拿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资料图片）

金戈铁马，《康熙大典》用恢弘的场景再现了

历史，也赢得了游客。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