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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北大举行

日期： 2012-08-28  信息来源： 艺术学院

2012年8月26日，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燕

南园51号院举行。该研讨会是基于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叶朗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于2011年1月正式启动，分别由总论暨“文化立国”战略和文化企业发展战略

研究、文化产业内容中国战略研究、文化产业区域发展战略研究、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文化产业国际竞争

力战略研究等子课题构成。 

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担任议程主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文化产业研

究院副院长陈少峰、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花建、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

浦、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祁述裕、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贾磊磊、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中心副

主任周城雄、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李怀亮、北京交通大学文

化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皇甫晓涛等十多位文化产业界的杰出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研讨会中，各位嘉宾围绕“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主题，从文化产业战略的理论研究、文化产业评估方

式、中国文化产业的当代化、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文化企业战略、文化产业园区战略以及具体行业的发展战略等

研究领域和角度出发，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及交流。 

关于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叶朗教授表示要重视理论也要重视交流，同时要积极与兄弟院校合作，共同完成振兴

文化产业的重任。 

首先，金元浦教授以英国文化产业为例，论述了文化产业的标准与评价体系的问题，并根据中国的特点提出具

体的分类与测评模型,之后对比了2004年的将文化产业分成三大类和2012年刚颁布的分成五大类的分类标准。金教授

认为文化产业的分类标准和评价体系,既要符合我国发展特点，又和国际统计相符合,两者不可偏废。 

关于中国文化产业当代性,彭锋教授通过徐冰的天书、威尼斯双年展等四个案例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代转换的

研究，讲述了中国艺术家如何避免自说自话，而是在西方强烈的文化冲击下，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与西方观众的

沟通方式。 

贾磊磊教授从电影行业的角度陈述了中国艺术的当代性，以及更好的对中国文化资源进行阐释的问题，并特别

提出了应当重视文化价值观的易变性与通约性。贾老师认为文化价值观的阐释、传播和经济的强弱并没有明显关

联，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未经过现代性的转化，是不能变成文化的力量。而文化和艺术价值的相对性和易变性，使

得文化价值的确认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时期。 

王一川教授从文化产业人才培育方面展开了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就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办法进行

了探讨。王院长提出目前创意人才培养中的四个矛盾及解决思路：社会体制上要妥善处理集体规律和个体自由的矛

盾，要在有限制的条件下进行个体的创造；要在培养学生技能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长时间的无功利需求；事件

式知识体系和地方性传统的融汇；在高校系统上应实现文化产业专业技能和跨学科想象力的培育结合起来。 

陈少峰教授谈了自己对文化企业战略和商业模式的思考：文化企业的商业模式直接影响到该企业是否具有核心

竞争力；企业要在战略、商业模式、业务、产品这四部分取得合理平衡；在产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企业应主动

调整战略，并相应地进行业务调整和商业模式调整；企业核心竞争力与人才积累、拓展产业链的能力与塑造品牌的

能力直接相关。 

花建教授讲述了子课题《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成果。花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战

略内涵和目标，以及工商业市镇这一中国特色的城市模式对于实现国家文化产业战略的重要意义。花教授认为应将



工商业的强县和专业的镇，作为发展文化产业重要目标，并积极推动他们向文化产业转型，主要是三方面：不间断

地推动产业升级，从工业化到服务化，从服务高端化到创新驱动化，像余杭、义乌等；通过县镇企业家群体，通过

政策引导，培育大批的文化企业家群体；宏观上鼓励特色创新，避免同质化竞争，形成东中西联通，特色化的文化

产业集群。 

此外，范周教授从分化组合下的国际文化产业力量对比，以及中国文化在新的三大板块中如何提升竞争力两个

方面展开陈述；李怀亮教授详细阐述了数字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如何通过新的技术条件走出去；周庆山教授

认为文化内容与文化创意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并从四个不同的维度分析我国数字内容产业政策的文本内

容；肖永亮教授则从文化企业的风险管理角度陈述了文化企业发展的战略要点；祁述裕副主任提出区分文化产业园

区与一般园区的“三融合”理念，有助于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业态多样化；周城雄从科学政策与创新政策两个方面发

表了创新视角下的发展战略，并提出文化产业创新的六点思考。 

演讲之后，与会嘉宾积极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对中国文化产业的战略发展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最后，

向勇副院长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认为本次研讨会围绕中国文化产业战略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讨，是对当

下文化产业战略研究成果的一次汇集和总结，将对我国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发挥积极的作用。 

依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规划办的相关要求，课题计划在2011—2013年间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20篇，在

2013年发表学术研究专著6部、政策建议与发展模式研究报告1部，整个研究期间提供成果要报12篇，形成几个专项

调研报告和典型案例研究报告若干篇。截至本次研讨会，课题组已提交成果要报8篇，发表核心期刊论文11篇，并在

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媒体多次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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