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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背景下，在今后的中高速经济增长中，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作用主要通过渗透机制

和拉动机制这两种机制来实现。

第一种机制是渗透机制，它是新常态背景下基于文化产业对其他产业投入的角度而言的。文化

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渗透作用是通过文化产品中的文化要素或者文化理念与其他产业的设计、生产、销

售等环节相融合而产生的。渗透机制是通过文化产业将其产品提供给被融合产业作为中间使用，然

后在被融合产业对文化产品或文化符号的加工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单从文化产业看，是其产业价值

链的一种延伸。

文化要素的强渗透特质可以加速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文化要素的非稀缺性、产品生产

过程中污染少等特性所导致的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特性通过产业融合可以转化给其他产业，而又不会

导致自己产业优势的丧失，这是一种非零和博弈，是一种正和状态，最终使相互融合的两个产业达到

“双赢”。

第二种机制是拉动机制，它是新常态背景下基于文化产业吸收其他产业产出的角度而言的。拉

动机制是从文化产业吸收被融合产业产出的角度来进行衡量的，反映了文化产业与被融合产业的一

种后向关联关系，衡量的是文化产业与被融合产业之间的提升和拉动作用。文化产业的拉动机制主

要体现在文化产业通过与其他产业融合，使其他产业与文化产业之间形成了后向关联关系，从而对文

化产业起到拉动作用。这种拉动作用的大小随着被融合产业与文化产业之间技术关系的不同而有所

差异，当被融合产业是信息产业这类与文化产业具有共同技术基础的产业时，用作中间产品的文化产

品经由技术要素的发挥会降低其成本和提高其技术含量，从而形成较大的拉动作用；当被融合产业如

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与文化产业之间没有共同的技术基础，只是通过纯粹的物质产品与文化产品结合

于生产过程中，则其对文化产业的拉动作用则较小。

二、新常态背景下江苏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演进

“十二五”以来，江苏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连续九年保持平均30%的高速增长，已经成长为区

域经济的突出增长极。江苏文化产业形成这样的发展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风生水起的文化产

业融合发展新实践。

1. 与科技融合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作为科技大省，江苏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大力提高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大力培养文化科技复合

型人才，不断推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2015年，全省在实施文化科技融合发展行动计划过程中，积极

扶持一批重大文化科技项目，突破一批文化领域重大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支持“恐龙复活计划”等60
多项重大文化科技融合项目，使得文化类技术专利数量有了大幅提升。近些年，江苏的文化与科技融

合呈现出良好的势头：一是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文化科技创新的意见》、《江苏

省重点文化科技企业管理办法》、《江苏省文化科技产业园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对文化科技产业园

的认定条件、申报程序、考核管理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二是文化科技产业园快速发展。截止到2014
年底，全省已有200余个文化产业园区，其中包含1个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16个国家级以及44
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4个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3个国家级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文化科技

产业园的数量和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三是科技融合型龙头企业不断涌现。在动漫游戏、数字出版、文

化创意、广告传媒、文化装备制造等领域已培育出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企

业。江苏凤凰集团、广电集团、演艺集团和广电网络公司等4家企业进入全国文化企业30强，不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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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类企业获评高新技术企业，中电熊猫、江苏华博、航天晨光等企业在文化与科技融合上都取得重大

突破。四是新兴文化业态渐成主体。随着文化科技创新步伐的不断加快、大数据时代的悄然来临，以

网络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移动传媒技术等为核心的新兴文化业态已成为全省文化产业发展的强劲

引擎。

2. 以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助推文化产业发展

江苏高度重视文化金融工作，初步建立了多元化的文化金融体系：一是政策扶持体系正在构建和

完善。近几年，江苏出台了系列文化与金融融合的政策文件，包括《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

意见的通知》、《江苏文化产业专项引导资金管理办法》、《关于促进江苏省文化金融发展的指导意见》

等，有效地推动了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建设。二是多元化融资模式逐渐形成。文化领域融资渠道逐

步拓宽，信贷、直接债务融资、上市、创业投资等多样化融资方式不断增加。2015年末，全省文化产业

贷款余额1184亿元，同比增长22.6%，高出全部贷款增速10.6个百分点。凤凰出版、江苏有线已上市，

慈文传媒在中小板成功上市，延嘉创意快印等4家文化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幸福蓝海创业板首发获通

过，初步形成了资本市场的江苏文化板块。三是文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日趋丰富。江苏省银行业机构

相继推出“文化悦民”、“文创贷”、“鑫动文化”、“创意贷”等文化金融专属产品，通过创新联保、互保、应

收账款质押、版权质押、收益权质押等抵押担保方式，满足文化企业融资需求。四是创业投资基金加

快发展。2010 年 3 月，江苏省级层面成立了规模为 20 亿元紫金文化产业发展基金，采用“股权+债
权”的方式投资文化企业，为具有高成长潜力的优秀文化企业和优质文化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此后，

南京、苏州等地相继成立了政府主导的文化创业投资基金。境外资本也加大了在江苏省的投资力度，

如华映资本先后在苏州、无锡等地成立文化产业基金。

3. 媒介融合发展催生多种业态

近年来，江苏新媒体领域风云变幻：户外新媒体迎来新的发展契机，移动新媒体朝气蓬勃，网络新

媒体加快整合步伐，传统媒体转型来势凶猛。新媒体影视行业呈现出了更为繁荣、多元的发展态势，

产业规模进一步放大，迎来了新一轮的爆发式增长。正是基于这种背景，江苏出台了《关于推动传统

媒体和新型媒体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对内容建设、新技术研发利用、发展新应用新业态等作了部署

谋划。当前，媒介融合发展呈现出了以下特征：一是传统媒体加快与新兴媒体融合,很多媒体建设了

融采集、编辑、发布、资料、用户等为一体的“五大服务中心”,实现了媒介手段多样化、传播效应最优

化。二是信息媒体业态方兴未艾，软件互联网、动漫游戏、数字影视、数字出版等与新媒体融合形成了

各种新的业态。三是以媒介融合倒逼传统媒体运营机制转换，积极推进媒体管理架构变革,采取“中

心—部门”两级扁平结构。

4. 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放大“文化效应”

“十二五”期间，江苏高度重视旅游与文化融合发展，旅游业实现接待境内外游客年均增长

11.5%，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 14.1%，旅游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4.1%，明显高于全省经济发展平均水

平。旅游与文化的融合发展成为推动江苏旅游业和文化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并呈现出以下特

点：一是强调文化资源转化推动融合发展。通过科技和创意手段，江苏将庞大的人文资源转化为文化

创意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共同基础，使文化价值、文化理念、创意等渗透、嵌于旅游产业的高端价值

链环节，有效提升了旅游产业的附加值，推动了旅游产业的升级。二是通过文艺作品与旅游景观的互

动营销来实现旅游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文艺元素融入旅游营销传播过程增强了旅游营销的魅

力，极大地促进了旅游产业的发展；旅游景区对于文化资源的宣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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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增强了文化产业的魅力。三是以地方特色文化商品开发推动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四是

通过举办文化节庆推动旅游业发展。

5. 文化创意向设计渗透推进融合升级

文化创意向设计领域渗透已经成为江苏文化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近年来，江苏创意设计业发

展迅速，从数量和规模上都处在全国前列。总体来看，江苏推动文化创意与设计融合发展的主要做法

包括：一是政策扶持推动，让创意设计产业插上腾飞翅膀；二是注重展示平台打造，不断提升创意设计

影响力。目前，文化创意设计企业集聚发展已经成为江苏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式。

三、新常态背景下江苏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优化

在新常态背景下，“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全面谱写，“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整体推进，“一带一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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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文化+互联网”助推文化数字革命。面对新常态，要利用“文化+互联网”，做活存量、做足

增量，向上实现云化和大数据化，向下实现O2O化；利用“文化+互联网”，激发文化消费意愿、打通文

化产业链、推进跨界融合；利用“文化+互联网”，加快推动文化创意产品与设计服务的生产、传播和消

费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推动文化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服务方式创新。

三是以“文化+资本”培育文化金融产业。面对新常态，要重点关注互联网金融和艺术品金融化发

展，积极推动社会化文化金融创新发展，并且重视构建文化金融产业链，从而为文化金融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支撑。

3. 参与主体层面：优化协同整合路径

优化协同整合路径就是要以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为工作主线，通过各方齐力、资源整合、功能

协同、优势互补来形成文化产业发展动力，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效率。面对新常态，要通过各方协力，推

动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参与、百姓消费”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态势；通过资源整合、功能协同，

推进园区转型升级，培育文化产业功能区；通过资源整合，优化文化市场结构，培育文化巨头，扶持小

微企业，推动双市场结构形成；通过优势互补，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为此，必须努力形

成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浓厚氛围，积极推进大型文化企业转型升级，实施以社区为载体的大众文化发

展计划，积极推进文化产业主体功能区建设，推动中小微文化企业爆炸式增长，把文化消费培育成拉

动内需的重要动力。

4. 价值链层面：优化衍生生产路径

优化衍生生产路径就是以 IP为基础和核心，通过“一项创意，多重使用”、“一项资源，多次使用”

的方式构造、开发和衍生文化产业链，推动“分工协作”和“价值扩散”来实现文化价值获取最大化。面

对新常态，江苏文化产业发展已经逐步从以文化资源开发为主转向版权开发、文化消费为主的阶段，

已经进入文化旅游业、现代文化产业和创意经济并行发展阶段，文化授权化、创意化、数字化、生活化、

资本化和网络化成为文化产业发展主方向，文化版权授权产业和文化衍生品产业将成为文化产业的

重要增长领域。为此，应该重点优化两条路径：

第一，积极推动版权产业衍生产业发展。要推动文化企业树立版权观念，形成一批以经营版权为

中心的版权经纪企业；重视版权交易市场和版权金融市场发展，推进版权金融工具创新和版权交易，

大力发展版权融资业务；重视版权授权市场培育，积极发展版权授权、产品授权、品牌授权、书作授权

和数码授权，通过授权开发衍生产品，进行跨业合作，投入公益赞助。

第二，重视文化产业链式发展。要以版权为纽带，以衍生产品为载体，形成文化产业链式发展模

式；重视版权的文化价值，形成一条“上游开发—中游拓展—下游延伸”的“文化价值链”；重视版权的

品牌价值，对文化产品以品牌（形象）授权、特许专卖等形式进行品牌延伸，形成强势的“文化品牌链”；

重视以版权为中心打造文化产业生态链，借助品牌传播、商业运作、资源重组等手段，打造跨行业、跨

地域的“品牌价值－销售推广－整合营销－战略联盟”的“文化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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