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温家宝［1］在《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若干问题》中谈

到，必须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主要突破口， 是从根本

上提高国家科技经济竞争力、建设经济强国的有效途径。创

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一词，最早是1998年英国创意产

业工作组[2]提出的：“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

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但

是对于创意产业概念的研究， 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的看

法。本文所涉及到的创意产业包括三大类，一是科技创意，
或者说科技创造力，如IT产业、科技服务业等；二是文化艺

术创意，如表演艺术、视觉艺术、音乐创作等；三是科技创

意和艺术创意相结合的创意产业，如动漫设计、影视制作

等创意产业的知识密集、高附加值、高整合性的特点，使得

其对于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具有不可低估的

作用。 创意产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

力量，不仅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转型，驱动了整个经济发展

转型，而且改变了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工业化国家中，
现代经济经历了5次转型（见表1）［3］。 西方发达国家早已认

识到现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并且在各自国家的实践中

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截止到2005年全球创意产业的增加值

已达1.3万亿美元，占到全球GDP的7%，并以每年10%的速

度递增 ［4］。 我国创意产业起步比较晚，但其对产业结构调

整有着巨大推动作用，使得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于发展创

意产业形成了共识。

1 武汉市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1.1 经济基础分析

武汉市2008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3 960.08亿元， 比上

年增长15.1%。 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144.70亿元， 增长

3.0%；第二产业增加值1 827.65亿元，增长17.7%；第三产业

增加 值1 987.73亿 元，增 长13.5%。 一、二、三 产业 比 重 为

3.7：46.1：50.2，与上年相比，第一产业下降0.4个百分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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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转型 时间 社会经济形态 驱动要素 主导要素的演进

第 1 次 18 世纪中期 工业经济初期 投资 土地、初级劳动→资金

第 2 次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中期 工业经济 技术 资金→技术

第 3 次 20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 80 年代 信息经济 信息 技术→信息

第 4 次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 90 年代 知识经济 知识 信息→知识

第 5 次 20 世纪至今 创意经济 创意 知识→文化创意

表1 发达国家现代经济增长的5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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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上升0.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0.1个百分点［5］。根据

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5 000美元左右的地区，在生产和

消费双重需求下， 就会较为自然地形成带有地域色彩的文

化创意产业链［6］。武汉市2007年人均GDP就达到了35 500元，
折合美元计算，已经超过了GDP人均5 000美元，由此可见，
武汉市具备了发展创意产业的经济基础。
1.2 武汉市创意产业现状

目前， 武汉市创意产业设计机构近500家， 年产值逾

100亿元。 科技、计算机、软件行业发展良好，演艺业、电影

业比较发达，动漫游戏业、视觉艺术发展迅速。根据2008年

武汉市统计局统计年鉴数据 ［7］，以及武汉市旅游局 ［8］网站

数据，得到武汉市部分创意产业产值估算数据（见表2）。信

息 传 输 、 计 算 机 服 务 和 软 件 产 业2007年 产 业 增 加 值 为

20.4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15%。 文化教育和娱乐业增

加值为40.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83%，相比其它产业

而言其增长率最高， 显示出创意产业强劲的增长势头，武

汉市2008年电影票房收入超过2亿元，居全国第4。 旅游业

收入增加值达到48.1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09%。
1.3 武汉市创意产业政策分析

2008年武汉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加快创

意产业发展的基本意见》，明确指出：围绕建立文化强市、
创意大市，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突出武汉特点的创意

产业发展之路，旨在建设立足湖北、辐射全国、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创意城市； 武昌区为了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吸

引和鼓励投资者到武昌投资文化创意企业， 2008年4月11
日由武昌区人民政府制定了《武昌区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若干政策》，以扶持文化创意产业，鼓励支持高科技文化

创意企业的发展，对经区文化产业办公室认定的新注册的

文化创意企业给予多种途径的奖励等；洪山区为了推进经

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于2009年1月16
日制定了《洪山区创意产业发展规划纲要》，对洪山区未来

10年的创意产业发展进行了总体规划，制定了本区具体的

发展目标和基本战略，明确了重点发展领域，要构筑创意

产业综合服务平台以及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

2 武汉市创意产业发展的优势分析

2.1 科教资源丰富

武汉市的人才密度在全国大城市中排名第二。高科技

人才资源丰富，其中，专 业 技术 人 员45万 人，两 院 院 士50
名。武汉光谷地区是继中关村之后的中国第二大智力密集

区域。 人才在创意产业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武汉市

丰富的科技人才保障了创意产业发展主体的充分性。 同

时，武汉市是我国重要的教育大省之一，拥有的高等院校

数量仅次于北京、上海，科教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3。 科研

机构与高等院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武汉市科教资源的优

势，为武汉市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智力支持和丰

富的人力资源。

2.2 文化沉淀浓厚

创意产业从它产生以来就与文化产业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两者的关系在理论界也是众说纷纭，如“文化产业

的内涵与创意产业的内涵有交叉的部分”，“文化创意产业

从文化演变而来， 是文化产业的一种业态”，“文化创意产

业是对文化产业的超越”等［10］。 虽然两者的关系目前并没

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

开丰富的文化资源。
武汉是一座滨江之城， 具有3 000多年文明传承的历

史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如：盘龙

古城、琴台知音、黄鹤古楼、碧波东湖、百年名校等人文和

自然景观，是武汉市创意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2.3 初具发展的基础优势

动漫产业生机初现。武汉市动漫产业的发展始于2000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发展到今天武汉市的创意产业已经

位居全国第6名。一个集动漫研发、人才培养、企业孵化、动

漫制作和公共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光谷动漫产业园已初步

形成。 此外，2万m2的光谷动漫设计，将成为动漫产品展示、
体验与技术交流的平台，成为国内最大的动漫城。

文化创意产业园方兴未艾。 “汉阳造”艺术区、“824”创

意工厂、户部巷汉味风情文化园、东创研发设计创意园、楚

天181文化创意产业园、大智门火车站、吉庆街民俗饮食文

化一条街、青岛路历史文化街区、外滩里设计艺术中心、花

园道·艺术生活区、 至观艺术绘馆等创意园区正散发出江

城汉派独特风味。
软件设计开发初具规模。 东湖开发区已形成武大、华

科、中科院武汉分院和东湖开发区的国家软件基地。 2005
年， 东湖软件设计企业400多家， 涌现出达梦公司的数据

库、中地公司的GPS、瑞达公司的可信计算机等国际领先

水平的软件设计，年收入60亿元，出口1 500万美元。

2.4 巨大的消费群体

武汉市常住人口800多万，且是著名的教育大省。 据

2008年统计数据显示，小学752所，在校学生41.89万人；普

通中学426所，在校学生45.34万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35
所，在 校 学 生21.01万 人；成人 高 校7所，在 校 学 生18.61万

人；普通高等学校55所，在校本专科学生80.97万人；在校

研究生8.01万人。 人口结构中科教人员和在校学生数众

指标 2006 年产值 2007 年产值 增加值 比上年增长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84.57 104.99 20.42 24.15%

文化、教育、体育和娱乐业 127.85 168.55 40.7 31.83%

旅游业 266.22 314.37 48.15 18.09%

表2 2007年武汉市部分创意产业各行业产值 （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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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文化消费的观念更为超前，有 庞 大、较 为 成 熟 的 消费

群体。

3 武汉市创意产业的制约因素分析

3.1 缺乏宏观政策统筹规划

目前武汉市对创意产业的定位不清，没有宏观层面的

政策规划，现有出台的政策都处于自发零星状态，考虑区

域因素比较多。 武汉市创意产业整体规模比较小，缺乏必

要的指导和扶持，且未设专门机构进行管理。 而创意产业

基于的行业分属广电局、文化部、版权局、新闻出版署等不

同的管理部门，基本上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协调和推动。
纵观世界各创意产业发达地区和国家，都对本国或区域的

创意产业进行了分类，并且政府给予强力支持，统筹规划

创意产业发展，为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3.2 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有待加强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理解为驱动经济增长的要

素发生了质的变化，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手段和途径发生了

质的变化 ［11］。 创意产业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产业部门，而是

能够创造大量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产业群。创意产业既有设

计、研发、制造等生产领域的活动内容，也有信息、娱乐、商

业服务等服务活动领域的内容。 因此，发展创意产业可以

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切入点。从表3可以看出，武汉市

2006—2007年创意产业的产值和从业人员都分别保持了

良好的增长势头，分别保持在29%和23%，且2006—2007年

的产业产值分别达到了212.42亿元和273.54亿元， 其从业

人数分别为80 373、98 901，可见其产业组织作用和活力比

较强。 但是，创意产业在全市GDP所占的比重变化较小，分

别达到当年的8.2%和8.71%， 远远没有达到和超过传统产

业对GDP的贡献。 并且对GDP贡献的增长幅度也很小，只

有0.5%。这表明武汉的创意产业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方面

的作用有待加强， 另一方面也表明创意产业刚刚起步，还

未很好地完成与传统产业的结合。
表3 武汉市2006-2007年创意产业发展总体情况

项目 2006 年
增长

产值（亿元） 212.42 29（%）

从业人数（个） 80 373.00 23（%）

占全市 CDP（%） 8.2 6.18（%）

2007 年

273.54

98 901.00

8.71

2007 年较 2006 年

增加值

61.12

18 528.00

0.51

3.3 专业人才稀缺

创意人才的缺乏是制约我国创意产业发展的普遍问

题。 从创意人才总数量上来说，日本的创意、创造学校已达

5 000余所，创意人才达到5 000万人，美国创意人才有3 900
万人，我国从事创意性工作的人才不到10万人。 从创意人

才占工作总人数比例来说，纽约创意产业人才占工作总人

数的12%，伦敦为14%，东京为15%，而我国不足1‰，人才

资源较为丰富的北京、上海也不足1%［6］。因此，创意人才的

缺乏是普遍问题。
武汉地区到目前为止，已有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湖北美术学院等15所高校开设启动了动漫

专业，但是真正精通技术，并且能将其与商业运营技能结

合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稀缺，成为制约武汉市创意产业发展

的瓶颈。

3.4 品牌意识淡薄

国际上创意产业有许多知名品牌，如：美国迪斯尼乐

园的米老鼠、唐老鸭，英国的哈利·波特等品牌都有一系列

的产业。 品牌价值是创意产业价值的重要来源。 商品的价

值由功能价值和观念价值两部分构成。功能价值是消费者

对满足自己基本需求的商品物理属性愿意支付的价值部

分。它由科技创造而成，是商品的物理基础。观念价值是人

们因商品内在的文化属性、象征意义以及个人因消费商品

所带来的感受和体验差异而愿意支付的价格部分，而这部

分价值的核心就是品牌价值。 到目前为止，武汉市还没有

自己的品牌。 武汉市要在品牌方面多下功夫，争取创造武

汉市的知名品牌。

4 科学发展观视角下武汉市创意产业发展

对策建议

4.1 搭建创意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

搭建创意产业发展的平台是政府公共服务为创意产

业发展提供的主要公共服务产品。在构建创意产业公共服

务平台方面，各国和各地区都积累了许多经验，技术服务、
交流展示、创业孵化、融资信贷是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

的四大功能。
（1）技术服务平台。 创意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是指

为创意企业开展检索、查询、实验、测 试、试 制、中 试 等 活

动，提供设备、仪器、场地、认证和技术指导等专业性服务

的各类平台。武汉市可以借鉴学习上海杨浦区知识产权园

区，建立专业化的技术服务平台，专业化的技术服务平台

提供的服务比较有针对性，涵盖面比较广。 上海杨浦区为

创业者提供专利项目评估策划、专利项目投资、市场拓展、
专业培训、代理工商登记等服务。

（2）交流展示平台。 交流展示平台是政府为创意企业

的产品走向市场提供的机会，它可以是常设的，也可以是

定期举办的，国内外通常的经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为创

意产业产品市场化提供一个长效机制，并提供一个集中展

示与交流的场所和时间。武汉市每年都有不同产业的展览

交流会、学术交流会、主题秀等丰富内容，政府可以在以后

的交流展示中提供更多的人、财、物的支持，提高武汉市创

意产业集聚和辐射功能。
（3）创意孵化平台。 创意产业孵化器是国内外政府重

点建设的综合性孵化平台，通常与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合

为一体。主要功能包括提供研发、生产、经营的场地、通讯、
网络与办公室等方面的共享设施， 系统的培训和咨询，政

策、融资、法律和市场推广等方面的支持，降低创意企业的

创业风险。武汉是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源地，1987年6
月，我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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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成立。 武汉有良好的创意孵化平台，要发挥其在扶持

中小企业创业中的作用 ［12］。

（4）融资信贷平台。融资信贷平台是政府为创意企业提

供资金服务的公共平台， 是创意产业化并走向市场的前提

条件。 武汉市创意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 普遍缺乏资

金、信息、管理经验和业务渠道，独立生存能力不强。而由于

并不是每项创意都能转化为商品并实现其价值， 不仅创意

产品的生产需要一定的成本，而且创意产品的“产业化”运

作，市场推介、展示等，也要耗费一定的资金。 因此，需要政

府设立优惠贷款项目、专项基金，拓展投融资渠道等。

4.2 探索体制创新发展战略，进行统筹协调

文化创意产业属于战略产业，对其发展体制创新的探

索，就是要在制度层面上实现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结构的制

度性解放，从而在根本上克服长期以来困扰武汉市乃至全

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因条块分割而导致的行政割据。 武汉

市创意产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部门、行业、区域等的分

割使得现有的成果呈显出明显的区域性或行业性。 为了解

决体制约束的矛盾，武汉市可以探索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

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突破部门、行

业、区域条块分割的体制障碍，形成政府、企业、高校、科研

机构、社会组织、个人参与多种主体共同发展的格局。
政府首先要对武汉市创意产业的发展作出宏观统筹

规划，使创意产业尽早建立起跨部门、跨领域、跨行业、跨

地区协作共享和共同发展的机制，提高各类资源共享和市

场化程度。 然后制定出创意产业的分类体系，确立主导产

业 ， 完 善 产 业 布 局 ， 着 力 营 造 一 个 具 备 3T （技 术 ，

Technology；人才，Talent；包容，Tolerance）特质的创意型城

市，力争把武汉市打造成新的创意之都。

4.3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科学发展观是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提出

的方针政策，要摒弃过去那种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发展

方式、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而创意产业的

发展正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落实的微观体现。创意产业是

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环境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它

以创意作为主要生产要素，具备环境污染小，资源能耗低

等特点，发展创意产业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改

革开放以来，武汉市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2008
年武汉市三产业比例为3.7：46.1：50.2，在图1中可以看到，

2000—2007年，武汉市第二产业GDP贡献已经进入下降阶

段。 图2显示，武汉市1995—2007年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也

呈现下降趋势。 纵观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演变可以看到，

第三产业中以创意为主体的知识产业已成为推动城市经

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重要动力。 因此，在武汉未来的经济

发展中大力发展创意产业， 不仅能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在

GDP中所占的比重，还可以进一步优化武汉第三产业的内

部结构，推动武汉市整体产业结构调整发展。

年

图1 武汉市三大产业生产总值占GDP比重变动趋势

图2 武汉市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武汉市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来。

4.4 形成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鼓励创新

人才是创意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人才资

源是把创意转化成新产业新商品的关键要素。发展创意产

业必须形成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政府应充分发挥武汉市

因大学和科研机构众多而形成的人才密集的比较优势，积

极培养、引进和吸收专业的复合型创意人才。具体而言，政

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政府要完善人才管理

系统，建立起系统的专门的创意人才数据库，便于记录跟

踪各类专业创意人才的最新动态。武汉市目前对于创意产

业的人才记录还是空白，不利于政府对创意人才的集中管

理。其次，积极培养专业的创意产业人才。武汉现阶段已有

15所高校开设了与创意产业相关的专业，但由于创意产业

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教材，也没有成型

的学院，因此，政府应该促进社会、学院、科研机构、国内外

交流活动，组建联合办学。 再次，要制定政策吸引专业人

才，特别是要汇聚那些既懂创意产业，又懂经济管理，同时

还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人才来武汉发展。 最后，建立激励

机制，积极鼓励师生自主创业，营造宽松的创业环境和宽

容的社会氛围。
4.5 保护知识产权，增强国际竞争力

在当代经济、科技全球化的趋势下，知识产权的重要

性在国际竞争中与日俱增，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的“世界

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集中表现在一流的技

术、一流的产品”。 保护知识产权是创意产业产品流通、交

换的必要规则，是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游戏规则”。 武汉

市知识产权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知识产权局从2005年

起，每年制定实施《武汉市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年度推进

计划。 但是有关保护知识产权，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思

想没有形成。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从战略的高度加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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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同时，要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尊重知识产权、尊重创新

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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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s Situation and its Countermeasure of Creative
Industry of Wuhan under the View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Zeng Li1, Fei Jun1, Liu Ying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Magazine Office, Union Hospit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22, China)

Abstract:Creative industry, as a new industr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accelera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Under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the paper firstly presents the definition of cre -
ative industry, then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s of creative industry in Wuhan and its advantages and drawbacks, and finally pro -
poses some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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