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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文化产业高歌猛进的浪潮中，发展“创意产业”的呼声在一些中心城市也越来越高，

全国围绕发展创意产业开始了新一轮产业竞争。2005年就被称为“中国创意产业元年”。2006

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对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予以鼓励、支持。这给中国传媒业特别是遭遇到发展的“天花板”、

“拐点”乃至于“冬天”的传统媒体带来了新的机遇，至少我们可以从更大的视野来审视传媒

经营、传媒发展。 

首先，我们所说的“传媒”本身就是经典的“创意产业”概念所包括的重要内容。世界上几乎

所有的“创意产业”分类体系都是以英国版本为蓝本的。英国将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交

易、工艺品、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广

播等行业确认为创意产业。而上海、北京、深圳、成都、长沙等城市的创意产业均包括“文化

传媒”、“广播影视”等领域。 

我们将传媒视为“创意产业”的一部分，不只是给它一个新的说法，“新瓶装旧酒”这么简

单，而是要有新的理念，新的发展模式。按照“创意产业”的公认原则，首先是强调原创，中

国的不少媒体靠“克隆”，靠“学习型创新”已经取得了不俗的市场业绩，当然值得肯定，但

“创意产业”时代对媒体的要求将更为严格乃至苛刻，需要媒体，至少是领袖型媒体，要从

“学习型媒体”转变为“创造型媒体”。其次，是要强调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媒体自我知识

产权保护的意识普遍不太强，当然，这也涉及到媒体知识产权认定与保护的操作技术有待完善

的问题。今后，这方面的工作应该大大加强，要有意识地使媒体的创意、策划，包括版式、节

目形态等要素能有效地进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另外，就是要善于运用知识产权，要探索直接

利用知识产权的赢利模式。众所周知，中国媒体的赢利模式长期比较单一，以广告主打天下的

局面未能突破。而广告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出售“注意力”、出售“受众”来赢利的，是

媒体产品的间接赢利模式，媒体生产的“知识”本身不是赢利的工具。而“创意产业时代”的

媒体，应该更多地寻求“媒体知识”依靠产权保护直接售卖赢利的模式，比如报纸资讯转化为

书籍出版，电视节目在节目市场与音像市场的多次售卖等。 

另外，“创意产业”时代的媒体还应以“大创意”、“大文化”、“大产业”观重新给自己定

位，自觉承担“创意产业龙头”的责任，从“创意产业”族群中寻找自己进行相关性多元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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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机会。媒体在诸多产业中，最具有塑造品牌、塑造“注意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产业延

伸，打造“有机产业链”的优势。产业的扩张应该按照相关度的高低循序渐进，而“创意产

业”所包含的诸多产业无疑是与传媒相关度最高的产业族群，理当成为传媒产业链扩张的首

选。 

此外，说得急功近利一点，在全国发展“创意产业”的浪潮中，不少城市制定了发展创意产业

的若干支持政策，包括提供为数不少的创意产业引导资金，用于大型项目的资助、刺激“创意

产业园区”的建设等，传媒理当“近水楼台先得月”，率先觉醒，积极跟进，把握机会，在战

略与战术两个层面赢得发展“创意产业”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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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尚伟等著《广播电视新闻学》出版 (2006-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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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相关文章：创意产业

· 张立伟：创意产业的成都路径 (200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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