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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郑州看全国”系列采访活动——深圳站

4月的深圳，杜鹃盛开，树木翠绿，四处可见正在加紧整修的
工程，整个城市的空气弥漫着汗水和热情。

我们可以列举很多称号来描述深圳，例如“中国第一个经济
特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认定的“设计之
都”、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国家自主创新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

很难相信，这些集万千荣誉于一身的城市才刚刚度过30岁
生日。30年间，深圳由一个昔日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具有一定
国际影响力的新兴现代化城市，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
度”。

近年来，深圳市调整发展方向，大力实施“文化立市”战略，
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产业
快速发展。据统计，深圳市去年文化产业增加值为637亿元，占
深圳市GDP的6.7%。文化产业已成为深圳第四大支柱产业，深
圳 市 成 为 国 内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浪 潮 的 先 锋 城 市 之 一 。

晚报记者 薛璐/文 周甬/图

文化产业发展——经验篇

文化是内容，科技是形式
打造文化产业发展先锋城市

文化是“内容”，科技是“形式”
走进深圳市文体旅游局的办公大楼，楼道里悬挂着离文博会

举行的倒计时牌，工作人员行色匆匆，电话声此起彼伏，一派繁忙
的工作情景。

“我们 2003年开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近年来，深圳文化产
业增加值以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的速度发展，第七届文博会再
有几天就要召开了。”2004年至今，陈锐峰一直在深圳市文体旅游
局文化产业发展处工作，许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他都参与其中，

“目前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市最活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之一，深
圳经济第四大支柱的地位日益突出。”

数据更能说明问题，2002年深圳市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规模
约 55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仅为 2.5％，2010年深圳市文化产
业增加值总量规模为637亿元，占全市GDP的6.7%。

“深圳市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模式就是文化+
科技，利用高新技术产业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客观上说，深圳不是文化资源大市，文化资源总量不足。但
‘文化+科技’的发展道路，让科技为文化插上翅膀，文化是‘内
容’，科技是‘形式’，通过科技优势改变文化积累和文化沉淀的方
式，解决了深圳文化基础薄弱问题。反之，依靠科技的巨大助推
力，弥补了深圳文化总量的不足，推动了文化的另类繁荣。”陈锐
峰介绍，2008年，深圳市修订并全面启动了《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办法》实施当年，深圳市对近百家重点
文化企业的117个项目进行了共计9738.8万元的资助，其中资助
文化+科技的项目84个，占资助总额的73.3%。“仅去年一年，以腾
讯、迅雷、A8音乐、华视传媒、中青宝、环球数码等企业为代表的
一批文化科技型企业平均增长速度为48%，并且继续呈现强劲的
攀升态势。”

新型文化业态，重新配置资源
“文化+科技”，并不是简单的“1+1”。
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文化与科技、文化与旅

游、文化与金融互融互通，不断萌生新型文化业态，文化产业内部
结构加快调整，一批高科技含量、高文化含量的企业不断发展壮
大。

“市场的力量是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全球化大
市场背景下，发展并不仅仅取决于资源的占有量，更重要的因素
是资源配置的能力。”陈锐峰介绍说。

“文化＋旅游”是深圳重新配置文化资源的典范。1989年，华
侨城集团在深圳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文化主题公园——锦绣中
华。现今，华侨城“文化＋旅游”模式已复制到全国 7省市，连续
多年作为唯一的亚洲企业跻身世界旅游景区集团前八强。

目前深圳已培育出深圳古玩城、宝福珠宝产业园等以“文
化＋旅游”带动产业发展的多个重点园区。

“文化＋金融”探索破解文化产业发展的投融资瓶颈问题。
2009年11月，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挂牌，为文化与资本对接搭起
了文化产权交易平台、文化产业投融资平台、文化企业孵化加速
平台、文化产权登记托管四大平台。仅仅在第六届文博会期间，
深圳文交所与全国20多个省市宣传文化部门，以及金融机构、国
际买家签订系列战略合作协议，实现交易项目 471个，项目成交
额达85.69亿元。

制度先行，用法规及配套政策做保障
“深圳在全国最早提出‘文化立市’战略，从2003年至今，我们已经

探索发展了8年。8年来，深圳市的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这些与市委、市政府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完善政策配套措施是分不开
的。”陈锐峰介绍说。

2003年，深圳被中央确立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出台了
《深圳市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方案》。

2005 年，深圳市颁布了《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2006~2010）》和《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07~2020）》，率先
制定了第一部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
促进条例》，出台了《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文化
产业的决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2007年，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
指南》，通过了有资格申请政府专项资金扶持的文化企业选拔标准。

2008年，深圳市政府颁布《关于建设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的实施
意见》，用于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园的发展。

2010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将文化创意产业列为深圳战略性新兴
产业，起草了《深圳文化创意产业振兴发展规划》及其配套政策，出台了
《关于支持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关于鼓励和引
导文体旅游领域社会投资若干配套政策》。

“制度先行，有各种法规以及配套政策做保障，既为深圳市的文化
产业指出明确的发展方向，而且给予各项工作开展提供法律保护，还可
以保障专项扶持资金的最大化和最有效的利用。无论这个文化企业是
多大规模，只要符合政府专项资金扶持的资格，那么企业主就可以申请
政府的资助。”陈锐峰说。

资金扶持，渗入产业发展各个要素
“资金上的扶持对于文化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一般来讲，文化

企业大都是非常穷困的，他们可能有很好的创意，但是苦于没有资金，
始终无法得到长久的良性发展。针对深圳市的民营文化企业，我们的
市委、市政府近几年对于他们的资金扶持力度一直在加大。”陈锐峰介
绍说，2008年至2010年，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的领
域范围包括新闻出版、影视演艺、创意设计与广告策划、动漫和游戏、
新媒体服务、现代印刷、高端工艺美术产业等七大领域，几乎涵盖了文
化产业的所有重点行业。

除此之外，深圳还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十一五”期间，
深圳市区两级财政共安排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8.5亿元，为一批原
创研发、高速成长型的文化企业和项目提供资助。

“比如中青宝公司，政府一直在扶持它，现在已经是创业板的上市
企业。我们的市政府提出要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战略新兴产业，政府
的资金资助要提高到每年5个亿，支持也逐渐渗入产业发展的各个要
素中。2009年我们建了一个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我们计划跟央视
等3家单位合作要建一个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是挂国字号的，总目标是
60个亿，面向全国的文化产业。”

世界平台

文博会：提供文化创
意产品交易平台

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国家级、国际
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展会之一，中国（深
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

“文博会”）已经成功举办6届了，而第七
届文博会也将于5月13日至16日举行。

“经过连续 6届的培育，文博会已
成为我国文化领域最具实效和影响力
的展会之一，使大量资金、项目、信息、
技术、人才在深圳汇聚，有力推动了区
域文化产业的发展。”

据统计，深圳市政府为举办文博会
共投入 1.5亿元经费，6届文博会总成
交额 3445亿元，其中第六届文博会成
交1084亿元。

陈锐峰介绍说，第七届文博会除了
配套举办的“投融资推介会”，还将通过
中国文化产业网上开通的“交易中心”
和“网上文博会”平台、“点对点”海外招
商平台、文化产权交易所等多条渠道，
推进文化产业项目和产品的交易。

“文博会从几年前我们到全国各地
千方百计拉参展商参展，成为现在的

‘一位难求’，从创办初期频受质疑的一
座城市的文化产品展示台，成为现在经
济发展的助推器。它提供的平台，不仅
可以向世界展示和交易中国文化产业发
展的最新成果，而且通过这种展示可以
推动中国的文化产业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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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设计之都”产业园深圳“设计之都”产业园

深圳一家著名文化企业内设置的深圳一家著名文化企业内设置的
立体多元产业网络图。立体多元产业网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