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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文化价值的创意才是“硬通货”

主旨论坛聚焦长三角文化融合与创新发展，专家提出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一组辩证思考

企业集聚、项目集聚、要素集聚……有

多少片各具魅力的土地， 也许就有多少种

文化产业的集聚形态， 无有定规。 土地要

素、资金要素、人才要素、知识要素……从

工业社会步步转型至后工业社会， 产业集

聚的核心逻辑已沧海桑田， 可能至今仍畅

行的便只“知识驱动”即“创意”这一条。

昨天上午， 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

博览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 长三角文博

会主旨论坛同期举行。 产业集聚形态的因

地制宜与产业对创意的恒定需求———变与

不变，是主旨论坛上抛出的一组辩证话题。

在这场题为 “长三角文化融合与创新

发展”的论坛上，专家们提出，长三角文化

产业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没有一成

不变的模式；与此同时，知识驱动、创意引

领，尤其是承载了文化价值的创意，可以消

解许多门槛， 是文化产业中真正的 “硬通

货”。处理好这对“变与不变”的关系，是长三

角在文化融合与创新发展中的必答题之一。

主旨论坛由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三省一市党委宣传部与光明日报社联合

主办 。

突破物理空间的想象 ，是
产业集聚模式的一大进步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化政策与

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祁述裕为当代中国文化

产业的发展归纳出五大特点：集聚发展、数

字化发展、融合发展、特色发展、共享发展。

其中，集聚发展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

信息流动， 带来溢出效应等， 被视为最基

本、最常见的形态。 集聚，也是眼下长三角

正在全力推进的一体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

义。

作为集聚的产物， 各类产业园区已在

国内遍地开花。 但在专家眼中， 良性的集

聚，绝非物理空间上的简单“扎堆”，而是应

有清晰逻辑贯穿、有场景要素在内。

为了证明物理空间锁不住集聚的发

生， 祁述裕例举了国内多个扬名于不同地

方、不同时代的文化集聚模式。 北京的 798

艺术区堪称自然集聚的典型。 该园区的管

理属相对粗放式，是“艺术范儿”的共同秉

性使得这一园区闻名遐迩。 浙江乌镇从园

区角度来看，也可视为“拆了围墙的园区”。

水乡小镇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艺术

乌镇 ”的定位为 “文化+”打通了集聚的逻

辑，而大量的生活便利设施、传统和现代兼

具的文化场景、丰富的节庆活动等，都是支

撑“园区和社会结合”的关键要素。

从有围墙的 798 到没有围墙的乌镇，

园区的空间发展并没走到极限。 随着互联

网发展，许多网络服务型园区应运而生。其

中，“猪八戒网” 作为全球最大的众包服务

交易平台之一， 一举解决了中心城市的高

房租、高投入硬件问题，解决了人才外包问

题，还为企业提供了从工商注册、形象设计

到发票税收等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服务。

祁述裕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可

能催生不同的产业集聚模式。 园区能够突

破物理空间的想象， 其背后是对 “因材施

策”“因地制宜”的科学思维，是产业集聚模

式的一大进步。对长三角而言，生态资源丰

饶的、中心城区寸土寸金的、怀抱高等院校

的，各种资源属性的土地，可各寻良方，也

可多种模式相互渗透运用。

承载价值意义的奇思妙
想，才能真正提升文化软实力

从“我的军装照”到“幸福照相馆”，从

敦煌壁画的“数字供养人”到首届进博会的

“小程序+小游戏”，即便没有亲身参与，想

必许多人也在朋友圈里见过这些 “刷屏行

动”。 当腾讯公司副总裁、华东总部总经理

张立军带来小程序背后的大数据， 在座人

们惊叹于互联网巨大能量的同时， 也在思

考：怎样的创意搭载“互联网+”，才能真正

提升文化软实力，扩大正能量的影响力？

截至今年 6 月， 中国的网民规模达到

8.02 亿，手机网民规模达 7.88 亿。 “互联网

之于文化，是连接也是重塑。”张立军认为，

“互联网作为一种基础，已融入和渗透到了

文化产业的方方面面，激发出创新活力。首

先，移动互联网的及时、互动、多媒体等属

性，重塑了文化消费的方式；其次，重塑创

作生态，让有才能的人都可以参与，和用户

实现直接互动。 ”

互联网不会“论资排辈”，也没有传统

文创产业的门槛， 是一个对所有才华和所

有奇思妙想敞开的机会式平台。 但这并不

意味着，任何创意被互联网加成，都能释放

出有益能量。在企业家看来，必须把握好三

层关系， 互联网才能融入长三角文化产业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一是经济价值与社

会价值的关系； 二是满足需求和满足要求

的关系；三是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比如创造了全球融媒体产品世界纪录

的 “我的军装照”H5 产品， 之所以能获取

10.74 亿用户青睐，创下每分钟 117 万张照

片生成的流量峰值， 产品背后 “庆祝建军

90 周年”的核心价值，当居首功。

文化产业何其特殊，它既有商业价值，

也被赋予了文化价值，而后者无疑是灵魂。

长三角文化融合与创新发展的进程中，承

载文化价值的创意才是长久的“硬通货”。

数字创意产业高地
正在长三角地区形成

“数字经济被誉为打开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门的钥匙， 数

字文化产业发展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数字创意产业是当

前文化产业的制高点。” 这些令人振奋的判断， 均来自昨天

于上海举办的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数字经济拓

展文化产业新空间” 主题论坛。

之所以在长三角热议数字经济对于文化的赋能， 是因为

近年来这方热土已筑起国内数字创意产业的高地。 前不久的

双十一 “猫晚”， 亮出剧情式的跨媒体互动观影娱乐新体验，

让人们感叹 “晚会还能这么玩”。 当晚， 阿里携手东方卫视、

浙江卫视， 与传统电视优势互补， 晚会收视率破 2， 电视市

场占有率 18%， 双双位居第一。 几个月前惊艳世界的雅加

达亚运会闭幕式 “杭州八分钟”， 同样是 “江南智造”。 这段

表演将江南文化和智能科技完美交融在一起， 向全世界展示

了杭州的历史文化。

数字创意产业正迎来大爆发

“我们正在经历数字化革命。 大数据、 云计算和人工智

能等， 都已成为今天这个数字化时代全新的生产工具， 推动

着社会更快向前发展。” 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区域总经理

李德顺说。 工信部调查显示： 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后， 企业生

产效率平均提升超 30%， 运营成本降低 20%。 数字化对于

文化产业的改变， 同样如此深刻。 其震慑力， 从两年前问世

的写稿机器人 “DT 稿王” 中， 便可见一斑。 “DT 稿王” 报

道股市异动， 平均每天可发布 1900 篇公告， 相当于一位资

深证劵编辑 100 小时的工作量。

在与会专家看来，这样的改变才刚刚开始。 眼下，世界各

国纷纷把推进经济数字化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 在

中国，数字创意产业正迎来大爆发。短视频、手游、直播、电竞、

网络大电影等种种正当红的事物，都是其中的代表。李德顺指

出，到了 5G 时代，网速的制约被彻底破除，极大提升用户娱

乐体验，视频、直播等业态都将实现新一轮的飞跃。

数字创意产业还在不断刷新着人们的想象。 咪咕数字传

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燕鹏就描绘出了一幅 AI 赋能数字阅读

的新图景。 不久的将来，用户可以根据喜好选择声音，通过先

进的语音处理技术拥有属于自己的个性化阅读方式， 借力全

息投影等技术，阅听体验还将实现从二维到三维的升级，看到

作者、明星甚至故事情节等立体场景在阅读设备上一一呈现。

变革有多深，思考就应有多深

“现在的数字文创产业， 更多的是一种亚文化， 注重流

行、 娱乐、 消费， 却忽略了更为经典的东西。 像是直播、 短

视频， 追求的是明星经济、 粉丝经济、 流量经济。” 上海戏

剧学院院长黄昌勇直言。 在他看来， 今天发展数字文创， 需

要处理好与传统文化、 经典文化的关系。 创意巨头迪士尼对

于经典的开掘， 或许值得对标。 迪士尼从未停止对各种优秀

传统或经典文化的创意转化。 20 年前它们甚至曾将花木兰

这个中国传统故事开发成动画电影， 让这个中国姑娘鲜活、

饱满地走向世界。 大丰实业董事长丰华也提到： “许多企业

在打造文化品牌时， 挖掘内容的能力还很欠缺。” 他认为长

三角兼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鲜明的现代气息， 拥有西

湖、 大运河等世界文化遗产， 也积淀了极其丰富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 在数字文化的内容创作、 业态创新和国际传播等方

面其实大有可为。

不止一位专家留意到， 粗放化发展是今天数字文创产业

的尴尬处境。 国内大多数数字文创产品还停留在模仿阶段，

制作粗糙， 缺乏一种内在的追求， 更不用说形成品牌。 未

来， 文化与科技如何实现更好的平衡和融合、 数字新技术如

何精准运用于文化创新， 值得深思。 前不久刚于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亮相的罗伯特·威尔逊的 《睡魔》， 就是令人叹服的

一例。 已经很难说 《睡魔》 是一部怎样的剧了， 它却让人看

到舞台艺术集大成者的模样， 高科技舞美灯光与演员天衣无

缝的配合。 “文化产业是一种特殊的产业， 一定要有产业之

外的追求。 它所生产的是产品， 也是作品。 越是不简单追求

GDP 增长， 越是走得远。” 有人这样感叹。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而相关的人

才培养与成长却非常慢。 未来， 数字文创的比拼， 说到底是

人才的竞争。” 李德顺指出。

让江南文化成为拉动长三角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重要引擎
站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的新起点上，源远流长的江南文化，

能够为其注入怎样的精神动力？ 在昨天举

行的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主题

论坛“江南文化与新时代发展”上 ，这个话

题成为沪苏浙皖四地专家学者共同关心的

焦点。 嘉宾们认为，江南文化为长三角地区

构筑了共同的精神家园， 也将成为长三角

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优势所在。

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共
同的精神家园

在许多专家看来，“一体化” 为长三角

地区的发展给出了非常科学的定位。 事实

上， 沪苏浙皖是最有条件走区域一体化发

展道路的， 因为长三角地区有共同的文化

家园；而构筑这一精神家园的，就是源远流

长的江南文化。

上海市社联主席、研究员王战认为，正

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形成了江南文化

有别于先秦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几大特质 。

比如远距离商业活动造就的对信义仁智礼

的信奉和恪守。 所谓远距离商业活动，指的

是大运河开通之后产生的南来北往的贸易

活动， 打破了原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经

商模式。 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浙商、徽商等经

营群体， 也使得信义仁智礼取代了原先从

中原传来的仁义礼智信。 也是在这样的过

程中，地域性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科举得

中不再位居价值链的顶端， 经商成为一个

值得敬重的选择。 这一价值观沿袭至今，乃

至于我们可以从中发现， 为什么改革开放

40 年来，江南出的企业家最多。在这个意义

上，海派文化不仅仅是上海文化的一部分，

更是江南文化的演进 ， 是江南文化的 3.0

版。 其所包含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区域性

经济发展的特质， 在苏浙皖地区也都普遍

存在。

江南大学教授朱庆葆表示， 江南自古

就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热土， 经过几千年的

变迁，经历了切断和重组、传承和创新 ，逐

步发展形成了风格鲜明的区域特色文化 。

长期以来江南文化凝聚了蓬勃力量， 始终

支撑和推动着江南地域保持着持续繁荣发

展。 在今天，研究江南文化对于推进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

江南文化将构筑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优势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瞄准的是构建世

界级城市群。 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

成长春注意到， 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

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

岸城市群、 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和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相比 ， 长三角的地均

GDP 和人均 GDP 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

距。 在经济上进行追赶的同时，有没有实现

弯道超车的可能？ 在成长春看来，文化应该

是长三角城市群独具的优势。

以文化作为切入点， 构筑长三角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的优势， 是包括成长春在内

的很多研究者的共识。 上海社科院文化产

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花建看来，如何提

取江南文化的基因进行发展发扬，使之成为

拉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是当下的迫切命题。 他举例说，首届长三角

文博会上展示了很多个“第一”和“最”，都代

表了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就是江南文化

中尊重工商、求新善变的基因，可以转化成

在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锐意进取、不断探索

新的市场空间的勇气和敏锐度。

今天， 长三角地区对外贸易与交流合

作已经从跨省跨区域发展到了跨全球 ，比

如随着中法合作项目“临时蓬皮杜”的尘埃

落定，从 2019 年开始 ，一项五年展陈合作

项目将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和上海西岸

之间展开；基于此，江南文化中所拥有的信

用为本、尊重市场规律的品格，理应在现在

和将来的长三角建设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扬

和贯彻。 与此同时，江南文化中固有的精于

专业、善于分工、坚持一业的传统 ，也完全

可以有效转化成新时代发展文化产业的过

程中孜孜不倦探索新模式的韧性和耐力 。

“江南文化并不是一棵老朽的枯树，也不是

一块枯萎的池塘，相反，它和时代精神可以

接通，是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 我们要将这

种基因和今天的时代使命更好的对接 ，使

得江南文化成为今天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花建说。

联手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
长三角文博会主旨论坛举行

本报讯 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昨天在上海展

览中心开幕， 长三角文博会主旨论坛同日举行。

长三角文博会由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三省一市党委

宣传部联合主办， 旨在聚焦服务国家文化发展战略， 探索文

化产业发展新模式， 为全国文化改革发展提供可复制、 可推

广的经验； 聚焦服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加强

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协作， 联手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 助推长

三角经济社会发展； 聚焦服务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战略， 在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 城市核心功能增强中体现文化产业新作

为， 助力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创新力、 产业竞争力和文

化软实力。 首届长三角文博会按展览、 论坛、 “区城联动”

活动三大主体内容布局,努力呈现高质量、 国际化、 前沿性、

丰富性特点。

当天举行的长三角文博会主旨论坛， 以 “长三角文化融

合与创新发展” 为主题， 深入探讨长三角文化产业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文化政策与管理研

究中心主任祁述裕， 腾讯公司副总裁、 华东总部总经理张立

军分别发表题为 “我国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

“以 ‘新文创’ 凝聚产业力量共建数字文化中国软实力” 的

主旨演讲。 主旨论坛由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三省一市党

委宣传部与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

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 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张政， 上海市

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周慧琳， 江苏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王

燕文， 浙江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朱国贤， 安徽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虞爱华分别致辞。 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出席。

首届长三角文博会为期 4 天， 至 12 月 2 日闭幕。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 长三角文化产业更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进程中， 没有一
成不变的模式；与此同时，知识
驱动、创意引领，尤其是承载了
文化价值的创意， 可以消解许
多门槛， 是文化产业中真正的
“硬通货”

▲上海展览中心序

厅 ， 直径 18 米的原创巨

型环幕电影 《江海交汇 ，

国之重托》 滚动放映。

荩视频网站哔哩哔哩

的展台上集中展示国产纪

录片。

茛 沪上知名企业老凤

祥展示工艺精巧的金饰品。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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