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广东深圳市，有一条绵延 46 公里、总面

积达 32 平方公里的带状产业集聚区，汇聚文

化产业集聚空间 35 家、文化企业总部超 1 万

家、从业人员超 28 万人，这就是深圳龙岗数字

创意产业走廊，2021 年创造营业收入达 1774

亿元。今年 6 月份出台的《深圳市培育数字创

意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提出

构建“一核一廊多中心”的数创产业布局思

路，其中“一廊”指的就是这个龙岗数创走廊。

2017 年开始建设的数创走廊，为何能在

短短 5 年间，成为广东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重点项目和广东省唯一入选文化和旅游部第

二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名单，实

现数创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势头强劲，新型

企业、新型业态、新型模式、新型消费不断涌

现，形成内容创作生产、传播运营、消费服务、

衍生品制造、装备终端载体等较为完整的产

业链条？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来到龙岗数创

走廊实地探访。

“文化铸魂，科技赋能。龙岗在数创走廊

上布局了 5 个以云为名的园区。”指着龙岗数

创走廊功能分布图，从西往东，星河云海、天

安云谷、龙岗云中心、天健云途、低碳云城“五

朵云”格外惹眼，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管理

中心主任彭罡说，依托区域数字技术发达和

文化创意资源汇聚的优势，龙岗数创走廊通

过大力推进数字技术在文化创意领域的创新

应用，传统文化企业“上云、用数、赋智”，呵护

数创产业发展与壮大。

如今，在龙岗数创走廊，华为基地、天安

云谷、甘坑古镇、2013 文创园等文化科技园区

串点成链，万家文化企业星罗棋布，数字内

容、数字设计、数字服务企业相继崛起，焕发

出勃勃生机。

固强补弱串链聚能

7 月 7 日一大早，深圳市慧科未来数字技

术有限公司副总裁黄梓轩驱车前往龙岗区行

政服务大厅，办理公司注册登记。

“从考察调研环境、找办公场地到办理新

公司注册手续，我们只用了 3 个月。”据黄梓轩

介绍，总部位于北京的慧科教育科技集团主

要聚焦数字经济人才、数字内容和数字创意

人才，以及新媒体视频、虚拟仿真等专业人才

的培训，同时利用 VR 互动、数字孪生技术给

传统企业定制数字化产品，打造虚拟展览展

示新场景。

“客户和需求在哪里，我们就走到哪里。”

黄梓轩说，慧科拥有数创领域的专业人才和

大型高质量内容制作供应能力，加上重点客

户在深圳，可以就近对接、整合各自在数字技

术和文化创意方面的优势。

“慧科擅长打造数字化展览展示场景，在

合作打造走廊数字展示中心的过程中，双方

‘一见钟情’。”彭罡说，数字经济大潮滚滚而

来，文化创意产业必须搭上这趟特快列车，通

过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催生发展新

动能，大幅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创新链

效能。

实现数创走廊大发展，既要依托数字技

术的基底，增强数字内容、数字设计、数字服

务能力，也要解决当前内容创作能力不强、产

业结构不尽完善、创新型平台数量偏少的问

题，更要补齐上游文化创意内容的短板、增强

产业附加值、提升整体价值链。

如何固强补弱？“我们从顶层设计上谋篇

布局，在 2017 年便以数创走廊为载体规划建

设了数创产业集聚区，寻求推动产业可持续

发展的最佳路径。”深圳市龙岗区委副书记、

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领导小组常务

副组长孙仲勇介绍。彭罡认为，龙岗区目前

数创产业人才融通、协同发展更加深入广泛，

数创走廊已成功出圈，全国首个贯穿数创全

产业链的集聚区逐步形成。如今，龙岗数创

产业上游有数字内容、影视动漫、网络文学、

文化 IP；中游侧重文化内容的二次设计制作

转化，以数字服务形式向周边延展；下游则依

托数字装备和终端进行场景应用，包括数字

艺术的展览展示、数字教育、数字文旅等，基

本形成上中下游的产业闭环。但从整体来

看，数创产业呈现出硬件强软件弱的特点。

“弱势产业需要加大扶持力度。”龙岗数

字创意产业走廊管理中心副主任何威介绍，

龙岗先后编制粤港澳大湾区数创产业基地综

合发展规划、龙岗数创走廊综合发展规划，在

全国率先推出“数创产业 50 条”。同时建立 1

个文化产业通用扶持政策、1 个走廊专项扶持

政策、1个人才扶持政策和 3个认定办法的“1+

1+1+3”政策扶持体系，解决文化产业和数创

产业政策扶持力度不够、体系不全的问题。

“近几年，我们充分享受到了数创走廊带

来的发展红利，公司员工和营收分别增长了三

四倍。”深圳洛克特视效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聂华军说。数创走廊管理中心就像“店小二”

一样，企业缺什么就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和支

持，如在全国率先提出给影视制作企业提供后

期制作补贴等，政策实实在在，服务贴心到位。

扶弱更要固强，优势产业依然要“一马当

先”。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超高清视频显

示、智能终端产业、网络与通信产业是龙岗的

四大特色产业集群。在此基础上，如何深度

应用优势产业和新技术成果，培育壮大数字

创意、数字艺术、数字娱乐、沉浸式体验等新

型文化业态，是当地一直在探索的方向。

为优化超高清视频节目内容供给，2020

年落户的广东省超高清视频创新中心联合行

业龙头企业推出了基于国产硬件的智能超分

系统。中心副主任安欣赏介绍，利用人工智

能 算 法 强 大 的 拟 合 能 力 ，中 心 将 过 去 的 非

4K/8K 片源转换为超高清 4K/8K 资源，有效

解决了 4K/8K 内容供给缺乏的行业痛点。安

欣赏表示，依托“超高清+AI”技术有望降低超

高清内容制作成本，将增强有特色的创新内

容供给，推动超高清显示产业链、价值链不断

向高端延伸。目前，该智能超分平台已对广

电运营商及电信 IPTV 运营商开放使用接口，

完成了一批影片的转换，预计 2022 年可生成

1000 小时左右的 8K 片源内容。

传统业态激发活力

在关注和壮大新业态的同时，数创走廊

也没有放弃对传统文化产业的赋能。在龙岗

文化产业的发源地大芬油画村，能充分感受

到科技赋能带来的蓬勃活力。

从空中俯瞰“中国油画第一村”大芬油画

村，宛如一幅多彩油画，艺术家们将天马行空

的想象凝于笔端，在广场、小巷甚至井盖上创

作，每个角落都渲染着文化艺术气息，传统村

落遗迹与现代艺术氛围相得益彰。

“大芬曾以生产、加工油画打响名头。如

今，除了油画，人们在这里还能感受到更加多

元丰富的艺术氛围。”龙岗区大芬油画村文化

发展中心主任杨艳玲介绍，这里已成

为文化内涵丰富、产业鲜明的特

色文化街区，更成为龙岗数创

走廊的核心区域。

目前，大

芬 油 画 村 重 点 推

动传统文化业态的数字化发展，推动艺术作品

数字化，开展数字展览展示，用数字灯光等元

素推进街区小而美的改造升级，油画艺术家们

还纷纷在直播平台开启了线上营销模式。

“各位新朋老友下午好，这里是‘画先生’

直播间生活美学品鉴⋯⋯”下午 2 点，抖音平

台上的“画先生”官方旗舰店线上直播准时开

始，他们每天直播 8 个小时，在线上展示销售

具有现代审美的艺术插画。深圳市画先生文

化艺术集团品牌总监赖万宝说，线上发展拓

宽了企业出路。在抖音和天猫两个平台上，

公司 2021 年总销售额达到了 1 亿元，抖音直

播销量最好时每月能达 1000 万元。

转 战 线 上 赢 得 新 商 机 的 不 只 有“ 画 先

生”。大芬油画村“触网”较早，通过与京东、天

猫等电商网络平台合作，2018 年已形成“大芬

艺术馆”“掌上大芬”“创意集市”等线上平台，

吸引了 300 多家油画电商企业、艺术品拍卖平

台、自媒体电商入驻，同时建立全平台版权登

记或审核制度，实施“大芬”品牌保护，在线上

解决油画侵权问题，帮助油画产业转型升级。

绘画艺术家栾立银在大芬油画村发展已

有 20 多年，曾对艺术产品数字化抱着怀疑态

度的他目前也尝到了甜头。“文化艺术的核心

竞争力在版权，但很长时间里，侵权问题一直

是令艺术从业者头疼的麻烦。”栾立银说，NFT

加密技术的出现，以溯源性强、编号唯一的优

势给艺术作品在传统版权基础上再加一层保

护，上链传播影响力大，激发了创作者推动作

品二次开发的积极性。目前，他打造的十二生

肖艺术作品已授权给珠宝企业、产品包装企业

进行多元转化，基于虎年生肖形象设计的“虎

符陈皮”茶叶包装用上了区块链技术，实现每

一盒茶叶都保真，每一款包装都独一无二。

近年来，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新的结合正

催生原创成果遍地开花，越来越多的国产数

创内容已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深二代”宋锐

从小热爱漫画，2009 年从海外归来后毅然辞

去稳定工作，创办了深圳市时代科腾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从动画代加工起步，如今原创

动漫 IP《外星人阿果》成功出海，在韩国 3 家

电视台播出。在宋锐看来，他更喜欢这里产

业集聚的氛围、配套齐全的服务和丰富的业

态。“随便在园区找个咖啡馆或书吧，就可以

开始头脑风暴，效率极高。还有这里的文化

艺术中心，非常适合我们。”宋锐说。

“‘小凉帽’IP 以广东省非遗‘甘坑凉帽’

为基础元素，将客家文化与数字动漫产业结

合，开发了小说、绘本、有声读物、VR 动画、

AR 游戏，建立了 VR 数字主题乐园。”最早得

益于龙岗数创走廊建设的华侨城文化集团，

在此制作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传统文化题材的

VR 电影《小凉帽之白鹭归来》，获得多项国际

大奖。集团内容业务部总监刘娜说，集团还

利用走廊齐全的产业链、丰富的业态优势，衍

生出小凉帽农场、主题亲子酒店、主题绘本

屋、小凉帽的茶、小凉帽魔法屋等线下文旅服

务空间，近千个衍生商品横跨毛绒玩偶、时尚

配饰、3C 周边、休闲服饰、益智玩具、潮萌

文具、家居生活、原创书籍、绿色食

品等领域。如今，“文化+旅

游+科技”融合催生的小

凉 帽 IP，已 成 为 国 内

内容和衍生业态规

模 最 大 的 IP 集

群品牌之一，

形 成 超 过

3 亿元的衍生商业及授权收入。

集群聚优赋能未来

穿梭在数创走廊，35 家文化产业集

聚空间、文创产业园区遍布其间，龙头

企业、重大项目、特色产业鳞次栉比。

这是龙岗数创走廊为发挥资源整合效

能，通过构建智慧园区和服务平台、园

区市场化服务打造的产业集聚效应，

让越来越多的空间载体能优化配置、

提升服务效率，不断降低进驻企业生

产运营成本，提高数创产业效益。

沿着五和大道北行七八公里，便是

龙岗数创走廊上的另一重要节点、毗邻

华为总部的天安云谷产业园区，基于云

服务理念构建的智慧园区服务体系，为大、

中、小企业打造高端的产业空间，让金融、物

流、信息等产业资源像水和电一样让用户随

需使用，为新兴产业带来高效、低成本的云商

务服务模式体验。

通过智慧化管理和社会资源整合，以数

创产业为园区产业引入和发展重点，如今的

天安云谷已拥有艾比森、康冠等“文化+科技”

领域的龙头企业，洛克特视效、安奈儿设计、

禄宝文化等一批行业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领

军型、潜力型重点文化企业，成为新型产城融

合社区平台和发展空间，成功引入文化企业

390 家，2021 年产值已达 271.3 亿元。

“天安云谷为入驻机构和企业处理繁琐的

非核心业务，释放了企业活力，使其将更多精力

聚焦在核心业务拓展和创新发展上。”深港国际

影视后期制作基地运营方代表、南派文化创意

产业（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璞玉说，基地

内已有 14 家企业进驻，特效制作、剪辑、调色、

混音、数字资产、数字加密等细分领域的企业聚

集在此。“我们将充分利用园区服务优势，继续

引进上下游企业，形成完整的影视工业‘投、制、

宣、发’生产闭环，打造影视后期产业链。”

面对产业空间布局不均的现实，龙岗区通

过定向政策鼓励和梳理存量空间载体，重点鼓

励“中核”“东核”产业载体发展，围绕服务企业

进一步创造更优环境，形成集聚效应。如入驻

数创产业类集聚空间的数创企业，将享受比普

通文化企业高出 50%的房租补贴。

“这个政策精准针对产业在空间和布局

上的弱点，目的就在于补链强链，推动平衡发

展。”彭罡表示，阶梯式差异化的扶持政策体

现了龙岗区对未来产业发展的导向性和指导

性，助推产业强化“软”实力。

“我们还重点规划建设了三大公共技术服

务平台，以解决数创走廊跨度长、公共技术服

务难度大的问题。”何威说，通过建设覆盖产业

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的综合服务平台，鼓励企

业共享资源、生产协作，带动创新链、产业链协

同发展。在“中核”建设的华为（龙岗）数创产

业创新中心依托华为云强大算力，为区内企业

提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AR/VR

技术支撑，并通过华为生态为走廊实施精准招

商；“东核”推动电影科研所虚拟拍摄重点实验

室落地，为影视企业提供基于 LED背景墙的电

影虚拟化拍摄制作解决方案；“西核”重点打造

元宇宙 XR 视频拍摄基地，基于 XR 技术视频

拍摄系统进行产业延伸和业态融合，综合运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园区内企业提供

XR 技术全产业价值链服务。

“回顾数创走廊的建设过程，可以说，有效

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发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资源配置中，实现了放活与管好的结合。”孙

仲勇表示，未来五年，这里将成为辐射湾区、

影响世界的数创产业全产业链“超级廊道”，

形成超过 30 个数字创意产业园区，汇聚国内

外数字创意产业专业人才 30 万人，年营收

将突破 30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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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为 何 动 能 强 劲
——深圳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发展调查

本报记者 杨阳腾

下活集群化发展这盘棋
当前，集群化发展已成

为各界共识。龙岗数字创意

产业走廊切实有效地引导产

业、人才、空间配套要素彼此

影响、多元融合、共赢发展，

充分激发了市场活力，形成

了数创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强

大合力。

集群化发展需要有效厘

清现有基础优势。龙岗区拥

有较强的数字文化硬件、超

高清视频显示、数字内容、数

字设计、数字服务等多维度

的产业基础，这些产业的发

展程度、辐射范围、空间分布

虽不尽相同，但根据其特点

合理引导，形成了有机结合

的发展网络，让集群发展有

广度、有深度、有力度。

集群化发展需要充分实

现资源科学连接共享。龙岗

区能在短短五年间呈现出新

型企业、新型业态、新型模

式、新型消费百花齐放的局

面，得益于有效市场与有为

政府的共同发力，实现了“放

活”与“管好”的有效结合，实

现靶向性补链强链，为产业

投资明确方向，造就了人才、

产业的指向性引流，为产业

协同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共

享平台，从而不断释放集群

效应。

集群化发展需要高点定

位，谋划一盘棋、推进一体

化。在部署上，打破产业园

区各自为界的空间局限，统

筹考虑全区优势与短板，实现互融互通、扬长补短。

在思路上，创新阶梯式差异化的扶持政策，精准针对

产业空间和布局弱点，凡有利于产业集群发展的做

法都积极推行，在资金、人才、空间上，为集群化发展

“开绿灯”、保驾护航。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市场主体

多样化，才能实现文化供给多样化。抓住数字化发

展机遇，推动数创与相关产业融合，将进一步推动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文化强国擘画绚丽多彩的新

图景。

在深圳有一条充满文化味、科技感的“走廊”，创建后短短 5 年即成为

广东省唯一入选文化和旅游部第二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名单

的产业集聚区，它就是深圳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它为何能成功出圈，

逐步形成国内首个贯穿数创全产业链的集聚区？又是如何助推新型企业、

新型业态、新型模式、新型消费不断涌现，实现文化与科技的交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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