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不仅可以领略全国31个省、市、
区及港澳台地区的文化风情，且能尽赏全
球 42 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魅力；这里，既
有最前沿的文化科技产品，又有最古老的
传统手工艺品……在第十四届深圳文博会
现场，全球客商共赴文化产业盛宴。

文化旅游、演艺娱乐、工艺美术、创意
设计、数字文化……各种内容在本届文博
会汇集一堂，“文化+”新业态内容更丰富、
形式更新颖、特色更鲜明。

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的无缝衔接在本
届文博会尤为突出。走进1号馆文化产业
综合馆河北展区，首次参展的雄安新区带
来了“文化+科技”的最新成果“雄安眼”，
通过沉浸式虚拟展示系统，以圆弧状穹顶

将观众的视角引导至银幕画面中，营造出
身临其境的效果。据介绍，“雄安眼”的球
面投影仪最大特点是视角可达150度甚至
更高，覆盖了观察者的绝大部分视野，配以
立体声效果，打造出完美的临场感。

好的创意、设计如何产业化？“文化+
金融”给出了答案。本届文博会还举办了
文化产业专项债券及产业基金融资对接交
流活动，旨在发挥企业债券和产业基金对
文化产业发展的融资促进作用，为文化产
业融资提供了新的通道。活动现场，首批
文化产业专项债券及基金项目成功签约。

十多年来，文博会作为文化产业国际
化合作平台的功能日趋完善，已成为文化
产品与项目“引进来”“走出去”的桥头堡。

本届文博会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通过
一系列政策发布与产品项目展示相结合，
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

首次在文博会“一带一路·国际馆”参
展的“北欧馆”汇聚了瑞典、丹麦、冰岛、芬
兰、挪威 5 个国家的 10 多家展商，成为本
届文博会的一大亮点。该展馆带来了最新
的体育、建筑、旅游、书画艺术、玩具等文化
创意上下游产业链的产品，宣传与展示北
欧特色的生活与文化、创意与产品。乐高
教育中心、安徒生博物馆、瑞典冰球俱乐
部、瑞典北极光艺术家工作室等耳熟能详
的参展机构展示了乐高机器人、北欧风格
画作与雕塑、冰岛健康海产品和北欧皇室

文化、诺贝尔文化、体育文化等独具北欧特
色的异域文化。

借助文博会平台，一批批曾经“养在深
闺人未识”的传统手工艺品也正沿着“一带
一路”走向世界。雕工精美的雕花樟木箱
过去是江西鹰潭余江县姑娘出嫁时必备的
家具，近年来走出了小城，远销海外。目
前，大量余江雕刻产品销往东南亚、西欧、
北美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2017年出口创
汇840万美元。玉石雕刻师李赫成的黄蜡
石雕件也通过文博会热销海外。李赫成告
诉记者，销往海外的作品多以传统文化为
主题，国外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感兴趣，说明
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有了明显增强，给创作
带来极大鼓励。

深圳文博会已成为展现“文化+”新业态的大舞台——

共 赴 文 化 产 业 盛 宴
本报记者 张建军

“文化与科技紧密结合，创意与创新
水乳交融”。依托雄厚的“双产业”优
势，深圳市南山区正不断激活“创造密
码”，坚定文化自信，踏上了多元化、现
代化、高端化的文化产业发展新路。

跨界融合激发新动能

在第十四届文博会上，南山区的文创
元素如一颗颗璀璨明珠闪耀在各大展馆。
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有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上市企业、出口重点企业、高成长企
业参展；在数字文化馆有企业独立参展；
在影视动漫游戏馆、新闻出版馆、“一带
一路·国际馆”、非遗馆也有南山品牌亮
相。这些参展代表集中展现了南山区探索
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在动漫游戏、数字
媒体、影视演艺、文化软件、创意设计及
文化旅游等领域发展的最新成果。

从参展情况来看，南山重点发展的数
字创意产业大放异彩，科技与文化的跨界
融合正为南山文化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创新
动力。憨态可掬的熊大熊二、一肚子“坏
心眼”却又“有点萌”的光头强……风靡
全国的动画片《熊出没》就出自南山企业
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华强方特文化科
技集团副总裁尚琳琳表示，华强方特是目
前国内惟一一个从主题乐园创意设计、研
究开发、内容制作、施工建设到市场全产
业链运营的企业，服务型政府的高效运作
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南山区将内容视为数字创意产业的主
旋律，先后发力网络文学、动漫、影视、
游戏、创意设计、VR、在线教育等以现
代信息技术与文化创意融合而生的新经济
形态，在游戏、动漫领域已具备一定产业
优势，如打造“王者荣耀”等爆款游戏的
腾讯就是其中优秀代表。2017 年，腾讯
还探索借助科技力量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
与传承，与故宫、长城、敦煌等方面达成
合作，借助 AR、VR、AI、云计算等新
科技支持历史文物和景观的智慧建设。

融合碰撞激发了活力，推动着南山文
化产业不断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截至

2017 年，南山区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7756
家，“四上”入库企业 648 家，其中以内
容创意为主的约 400 家。2017 年，南山
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 1115.95 亿元，
同比增长24.1%，约占南山区新兴产业增
加值的39.5%，占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增
加值的 49.73%，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前
列。拥有一批规模较大、实力强劲、发展
迅猛的领军企业，初步形成了以腾讯、华
侨城等为龙头，华强方特、创梦天地等为
第二梯队，雅昌、环球数码等为第三梯队
的梯次发展结构。

产业集聚带来新格局

南山区大力实施“文化立区”战略，
通过政府引导、科学规划建设，并以市场

化运作激发民间主体活力，形成了文化产
业发展的集聚效应。

自 2006 年起，南山就设立了文化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并根据发展情况不断修
订资金管理办法。截至 2017 年，南山已
累计支持了 23批次 2739个项目；注重扶
持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与有潜质和创新优
势的中小微企业，通过政府引导资金发挥

“鲶鱼效应”，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
2018 年，南山区文产办还精准施策，培
育行业领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经过多年精心布局，南山分别形成了
以文化科技融合为特色的科技园片区，以
创意设计为特色的前海、留仙洞片区，以
创意设计、当代艺术、先锋音乐为特色的
华侨城片区，以创新创意、艺术创意为特
色的蛇口片区，以文化消费为特色的后海

片区，整体形成了“一核双翼三中心”的
文化产业新格局。目前，南山有市级以上
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 22 家，形成了集群
效应和差异化发展。

南山区还借助展会、孵化器、行业协
会等各种平台，推动文化产业“走出去”
和“引进来”。仅文博会上，南山区文化
产业合同成交额就从 2008 年的 17.41 亿
元增加到2017年的158.5亿元。

高端、创意、创新正成为南山文化发
展的独特优势。未来，南山区将推动创新
成果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和产业化，做好文
化产业 IP 保护和授权开发，实现内容与
效益并举的内涵式发展，使文化创意产业
成为南山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推动
南山不断迈向世界级创新型滨海中心
城区。

深圳南山区：

走多元化现代化高端化发展新路
本报记者 杨阳腾

走进第十四届文博会福田展区，就能
充分感受到无论是创意设计、服装设计，还
是建筑装饰、动漫游戏，科技、智造、时尚、
设计等元素的融入都在使文化发展内涵更
丰富、外延更广阔、业态更多元。

“文化+”让展示更生动

在本届文博会福田展区，纱幕投影、手
势互动装置、“空气成像”等技术，让文化产
业项目以更酷炫的方式呈现。如佳兆业文
体集团通过体感屏幕、APP 互动体验台
等，展示了全民体育消费的创新成果，并现
场推出地面投影足球游戏供观
众参与体验。

创新科技还让传统产业以更加别致的
方式得以呈现，并具有更加独特的交互体
验。如沉浸式投影技术让观众可以在5平
方米空间体会浩瀚星空中与模特一同走秀
的快乐。观众只需通过手掌的展开、握拳、
翻掌、上下左右挥动，就可以控制数字内容
的选择、确定、过渡、上下左右翻页或旋转
翻页，科技感十足的效果让人感受到“文
化+科技”带来的不一样体验。“空气成像”
技术则展示了获奖的三维设计作品，如大
凡珠宝的“十二生肖”、金一百的“吉祥物套
娃挂件”等。

“时尚+”让产业更兴盛

在分会场上，福田区从现代装饰到工
业设计、从“设计+双创”到科技时尚、从地
域文化的交流碰撞到创意，融合的趋势全
方位渗透文创产业。

本届文博会上，福田共入选 9 个分会
场。其中，首次亮相文博会的深装总创意
设计园分会场以“现代装饰与视觉革命”为
主题，举办现代装饰成果展、现代家装设计
及智能家居展，展出了上百个不同风格、理

念与手法的境内外获奖作
品；中芬设计园分会场举

办 德 国 iF 设 计
大奖智能

作品展、北欧创意家居展以及 Fab Lab创
客工坊，尽显各国特色设计；T8 旅游创意

（保税）园分会场是深圳首家以旅游创意为
主题的产业园区，以“文旅跨界·走向世界”
为主题开展了12个分项活动，包括旅游产
业数字化技术体验展、《中国旅游大典》启
动仪式等，展现“旅游+”新业态。

福田区文产办副主任姜祖林介绍，
2017年福田区先行先试，探索文化消费的

“文化+商圈”新模式；去年文博会期间，福
田区会场成交额高达207.53亿元，带动消
费近3500万元。在本届文博会上，福田区
举行的华强北文化消费节有中欧时尚珠宝
秀、东西方文明碰撞音乐会等在内的50场
专题活动和 20 个主题展览。数据显示，
2006 年至 2017 年，福田区文化产业增加
值从54.74亿元增长到356.4亿元，年均增
速 11.7%。目前，全区共有 13000 多家文
化企业，包括19家上市文化企业和600多
家规模以上企业，以及12个文化创意产业
园区，总面积达50万平方米。

姜祖林表示，福田区不断推动文化创
意产业创新发展，引进和培育新型文化创
意业态，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建立
和拓展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力推“时尚+文

化”“时尚+科技”“时尚+旅游”发展模
式，力争打造国际时尚科技中心。

深圳福田区：

融合创新成文创发展主旋律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文博会像一个巨大的舞

台，各地各企业纷纷以自己

的传统文化元素登台。从草

原五颜六色的服装到南方的

各种竹编，从北方传统的堆

锦到铜壶、编钟甚至青铜器

等。传统文化元素让人们感

受 到 中 华 文 明 的 久 远 和

博大。

高新技术和传统文化元

素可以说是文创产业腾飞的

“双翼”。这些年来，很多成

功的文创产品都是在传统文

化元素中寻找灵感。故宫博

物院以“融入现代的传统之

美”为主题，将诸多传统文

化元素带进了文博会。这里

不仅有博物馆展览的“新

宠”数字化展陈，展出了

《国博镇馆之宝》《故宫建

筑》等，在喧嚣的场馆中以

传统文化理念营造出一片安

静之所。他们以茶几、竹

床、棋盘、条案等元素构造

出一处处复古生活场景，还

以盆景、赏石烘托出静谧的

氛围。正是这份以传统元素

营造的独特氛围吸引了观

众。其实，很多文创产品都

是把传统文化的灵感融入今

天的生活。刺绣、壁画甚至青铜器造型都成为文创

产品的元素。

文创产品离不开创意，成功的产品不能简单复

制传统元素。文博会完全不同于博物馆，传统文化

元素往往要借助现代科技，才能给人们带来新体

验。比如有企业展出了一种智能投影台，可以把古

老的书法碑帖清晰地投射到桌面上，让“描红”这

种书法基本练习的传统有了新体验。

高科技与传统文化元素的结合，产生了神奇的

效果。利用3D打印技术制作的针灸铜人和十二生

肖青铜雕塑、模拟传统堆锦手法制作的壁画，都让

人们耳目一新。传统工艺借力现代技术，不仅焕发

新魅力，而且催生新业态。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需要技术创新，也为创新提供了条件。离开新技术

应用，传统文化元素就只能停留在遥远的过去；脱

离了传统文化元素，文创产品就“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因此，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创新科技相结

合，才能赋予文创产品真正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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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丹报道：连日来，以“匠心传
承·智造未来”为主题，第十四届文博会新增的周
大福分会场举办了一系列珠宝文化展示活动，着力
探索文化艺术与珠宝设计的新锐创意，并首次对外
开放了周大福名贵博物馆。

在周大福分会场，展示区特别设置了珠宝文化
发展史与科技设备展示两大区域。通过穿越珠宝文
化的“时空隧道”，观众可以感受珠宝发展历程及工
艺技术变革，探寻珠宝首饰的千年发展史。周大福
珠宝集团执行董事陈世昌表示，周大福立足传统文
化艺术的同时，更加提倡创新工艺，在艺术基础上
赋予趣味性和互动感，提升观众对传统工艺和珠宝
行业的认知度，推动整个珠宝行业的变革和融合。

据悉，在本届文博会期间，周大福集团还邀请
了文化界大咖、跨行业艺术家、珠宝行业工艺大师
和收藏家，共同参与文化沙龙，深入探讨珠宝艺术
品的收藏价值与艺术设计的重要性，并现场发布了
周大福创新技术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创作的“故宫文
化珠宝”系列、中法“宫廷”系列和“传承”系列
等珠宝新品。

周大福名贵博物馆首次对外开放

本版编辑 杜 铭

美术编辑 吴 迪

深圳海关提供现场咨询服务

在第十四届文博会上，深圳海关关员为海外参

展商现场提供展览品进出境咨询服务。 马 俊摄

在第十四届深圳文

博会 1号馆文化产业综

合馆南山展区，观众在

现场体验文创设备的人

机交互功能。

贺 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