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战略使命、优势资源、实施重点

花  建
（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

摘   要：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是新时代的国家战略。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实施

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所谓“高质量”是指真正成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活跃增长极和升级样板区，担

当国际枢纽的作用；“一体化”是指实现长三角四省市文化产业在政策、市场、对外开放等层面的高度融

合。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借鉴世界主要大城市群持续升级的经验，自觉承担起国家赋予长三角的使

命；挖掘长三角共有的江南文化基因，并且在现代意义上予以阐发；突出创新驱动，培育和壮大各具特

色的产业集群；推动各类要素的全域流动，加快文化产业的互联互通；突出对外开放的新优势，成为参

与全球文化产业链的亚太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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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世界范围内，大都市群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承载力量，也成为学界长期

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从2018年开始，中国政府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这一战略设计突出了长三角在中国迈向21世纪全球大国进程中作为高质量发展样板的示范意

义。推动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正是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本文从贯彻国家

战略的现实需求和探索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规律的科学视角，在新的时代背景上研究长三角

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战略使命、国际比较、优势资源、实施重点。

本文是在前人对于大城市群发展规律和长三角协同发展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对于大城市

群发展规律和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是由欧美学者在20世纪中叶开始率先推动的。1957年，法国

学者戈德曼率先提出了城市群（megalopolis）这一新的研究范畴，引发了各国学者对于大城市

群作用的高度重视
①

。随着创意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兴起，对于城市群和城市文化产业的研究视

角获得了不断更新。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提出数字经济对于美国大城市文化产业形态的重

塑，包括打造复合型的超级文化产业复合体
②

；而英国学者查尔斯•兰德勒提出要打造都市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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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生活圈，联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开发出创意经济的新资产
①

。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世界大国，其对于城市群的研究是与中国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的。进

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升到2018年的59.58%。这其中以长

三角城市群作为城市化率最高、大中小城市及街镇的层级结构发育最为完善、区域一体化程度

发展最为成熟的代表。姚士谋等分析了中国城市群的发展趋势，指出长三角地区形成的超级城

市群，拥有区位优势明显、经济集约化程度高、区域布局合理和国际化程度高的四大优势
②

；朱

荣林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重大契机为切入点，指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圈，必须抓住

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枢纽
③

；姜卫红和胡亚龙以1992年

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以来10多年的历程为经，以国家和长三角促进区域发展的实践为

纬，研究了长三角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迈向区域一体化的广阔前景
④

。随着多学科研究者的

积极参与，长三角的文化产业建设也逐渐引起关注。吴锋和孟磊分析了苏浙沪的文化产业发展

历程和规划布局，指出三省市要加强功能互补和结构优化，克服重复建设等短板
⑤

；刘士林指

出，要深入挖掘长三角所特有的江南文化资源，从人文角度把长三角打造成为“不一样”的世界

级大城市群。
⑥

李思屈则分析了长三角向海而生、江海交汇的特点，提出了打造长三角海洋文

化创新经济带的构想
⑦

。

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为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提供了基础，而对于长三角文化产业高

质量一体化的总体把握，有待于我们去更深入地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从国家战略把

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义，借鉴各个世界级城市群持续升级的规律，指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

量一体化是长三角城市群以文化赋能的重要内容；研究长三角何以能够一体化发展的独特资

源，传承江南文化的共同文化基因，阐发它对于文化产业建设的宝贵价值；研究长三角的文化

产业集群，对促进互联互通的长三角全域一体化发展的作用；探讨长三角培育外向型文化企

业，打造对外开放优势，发挥亚太门户的作用。

二、  国家战略与长三角的使命

（一）国家的重托：从地缘视角到战略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宣布把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战略设计突出了长三角在中国迈向21世纪全球大国进程中的重

大意义，强调了世界级大城市群在综合国力竞争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体现了几代中国领导人对

发挥长三角在中国现代化大格局中战略作用的深谋远虑。而推动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正是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

对长三角定义的把握，可以从自然地理、大城市群和国家战略的多重视角来展开。从地理

角度看，狭义的长江三角洲指长江在入海口因为泥沙冲击沉积而形成的三角洲平原，包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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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毗邻江浙的苏锡常和杭嘉湖等地区。它们土地肥沃，水量充沛，航运发达，工商繁荣，是唐宋

以后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富饶的地区。从城市群角度看，长三角城市群指分布在沪苏浙皖四省

市，以上海为核心、联系紧密的26个大中城市及几十个小城市。这是国际上公认的全球六大城

市群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多个规划而积极推动的一体化发展先导区域。从国家战

略角度看，长三角区域包括沪苏浙皖四省市，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

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作为中国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处，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

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早在1990年春天，邓小平在上海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上海是我

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①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强调要抓住历

史性的机遇，以上海为核心，带动整个长三角和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开发浦东，

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

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②”

跨入新时代，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全面迈向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对长三角的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作出了更高层次的部署，明确了长三角的战略定位是“一极三区一高地”，即全国发

展的活跃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先行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③

。这一重要定位，是建立在长三角强大的综合实力和面向未来的

战略谋划基础上的。长三角区域包括沪苏浙皖四省市，承载着以超大型、特大型和几十个大中

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群。它的陆域面积为35.08万平方公里，仅占我国总面积的3.7%左右，却在全

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全员劳动生产率位居全国前列。截至2019年，长三角常住人

口2.2亿，占我国总人口的16%左右。2019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为99.08万亿元，而长三角地区生

产总值就达到23.725 2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23.9%。长三角地区的巨大经济效益和强劲增长势

头，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区域带动作用。到2035年，长三角区域的一体化发展体

制机制将更加完善，整体发展达到全国领先水平，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强劲活跃增长极。

（二）国际的趋势：面向未来的规划

提出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国

力竞争的大趋势，也是推动大城市群全面升级的必然举措。从世界范围看，一个世界大国必然

拥有世界级的大城市群，而且在深化城市群发展规律的意义上，推动城市群综合实力的不断升

级。从可比性的意义上说，长三角城市群与其他五大世界级城市群相比较，其经济规模正在逐

步 逼 近 ， 而 在 人 均 GDP、 地 均 GDP的 产 出 水 平 及 综 合 实 力 等 方 面 还 有 明 显 的 差 距 （ 见 表 1） 。

从20世纪末叶开始，世界级大城市群的发展战略在不断升级，不仅关注经济规模和增长速

度，而且在不断反思中突破之前的片面性，上升到更自觉和更高级的阶段，特别是把创新驱

动、经济规模、文化创意、智慧城市等多个目标进行有机的融合。这种升级过程先后经历了以

注重经济增长为主的全球城市规划1.0版（1970–1980年），如伦敦汇聚了大批金融机构而成为国

际金融的中心之一；纽约凭借全球化的资本配置能力而成为最大的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等。以

文化振兴为主导的全球城市规划2.0版（1990–2008年），如伦敦市长办公室开始连续颁布《世界

城市文化报告》，把文化作为衡量城市群活力的重要指标；新加坡从1999年开始连续颁布多版

《文化复兴城市战略》（Renaissance City Plan），注重塑造文化产业和繁荣艺术，建设“文化艺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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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城市”（Global City for Culture and the Arts）。以经济、文化与科创相融合的全球城市3.0版

（2008年至今），如东京提出包容文化多样性与生态平衡的“多彩城市”，深入实施“酷日本战

略”；而伦敦的城市规划经过多轮更新，把新的目标定位于2036年，提出把伦敦建设成为一座具

有国际竞争力、多样化、强大、安全，充满愉悦感、可以应对经济挑战和人口增长的城市；首尔

则启动《经济发展蓝图2030−首尔式创新经济模式》，聚焦于科技创新和智能化驱动的新经

济模式，以建设强大的全球性城市等。
 

表 1    长三角城市群与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的比较
①

城市群
中国长三角
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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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西北部
城市群

英国中南部
城市群

面积（万平方公里） 21.2 13.8 24.5 3.5 14.5 4.5

人口（万人） 15 033 6 500 5 000 7 000 4 600 3 650

GDP（亿美元） 20 652 40 320 33 600 33 820 21 000 20 186

人均GDP（美元/人） 13 737 62 030 67 200 48 315 45 652 55 305
地均GDP（万美元/平

方公里）
974 2 920 1 370 9 662 1 448 4 485

 

2010年以来，五大城市群及其核心城市都先后颁布了面向未来的发展规划。它们各擅胜

场，也表现出诸多共性：如《迈向2040：一个综合区域规划（芝加哥）》规划涵盖了芝加哥市和周

边的7个县和284个自治市，形成了对大城市群的层级布局和整体协调，显示了注重大城市群一

体化发展的理念；它强调可持续增长，把创新引领、经济辐射、文化魅力、智慧效能等目标综合

起来；它注重人文关怀，让五大湖地区的城市和各级乡镇风貌充满愉悦感，并与湖区的生态保

护相结合等。而《纽约：强大而公平的城市规划》则强调了面向未来的四大愿景：增长与繁荣、

公正与公平、可持续增长、富于韧性，提出要把纽约建设成为保持文化多样性和广泛吸引力、

能够应对各种挑战的世界之都。大城市群升级的四大重点：创新驱动、可持续增长、文化吸引

力、智慧治理（见表2）。
 

表 2    世界级大城市群及核心城市的愿景规划
②

2010年10月 2013年10月 2015年 2017年9月 2019年
愿
景
规
划
核
心
理
念

迈向2 040：一个综
合区域规划
（芝加哥）

大巴黎规划 2 036大伦敦发展规划 2 040东京发展规划
纽约：强大而公平

的城市规划

创造繁荣、更可以
持续的中心地区

更具活力、绿色和可持续的
大区

建设全球的最佳城市
安全城市、多彩城
市、智慧城市

强大而公平的
城市

主
要
内
容
实
施
重
点

建设宜居社区；提
高人力资本；改善
社会治理；增强区
域竞争力；维持全

球经济中心

田园型全球城市；保护宜人
的环境；自然和城市协调发
展；增强文化吸引力；经济
协调发展；服务可达性；土

地有效利用

应对经济挑战和人口的不断增
长；提升国际竞争力；让所有伦
敦人享受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
化资源；多样化、强大而安全；愉

悦感和特色文化

包容性社区；土地
优化配置；健康城
市；可支配住房；经
济繁荣；城市交通；

韧性增长

增长与繁荣；公正
与公平；可持续增
长；富于韧性；多
样性和包容性的

城市治理

 

上述的重要趋势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比之下，长三角的区域内协同发

展还不充分，跨区域共建共享共保共治机制尚不健全，城市群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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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本文作者根据One New York：The plan for a Strong and Just City，www.nyc.gov等资料综合绘制。



务一体化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科创与文创及相关产业的融合不够深入，具有引领性和示范性的

创新成果还不够丰富，统一和开放的市场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全面深化改革还没有形成系统集

成效应，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尚未建立。从这个意义说，新时代长三角的一体化

发展，不仅是在原有基础上的继续深化，还需要跟踪世界范围内大城市群持续升级的趋势。

（三）文化赋能：升级转型的应有之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文化对于大城市群升级的赋能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正如研究

创意经济的知名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重启−后危机时代如何重现繁荣》中指出：2008年

的全球金融危机对许多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我们不能沉溺在危机带来

的沮丧和悲哀之中，要换一个角度思考，决不能白白浪费一次危机，而是看到每一次危机呼唤

着新的“空间修复”。文化创新犹如冰层下的涌流，激发每一个人的创造天赋，集聚着技术创

新、制度创新、资源创新的巨大能量，成为危机中重启繁荣的快捷键。“在危机中，创新并没有

放慢脚步，它会在低迷的经济环境下先积累起来，一旦等到经济恢复便爆发出来。”文化创新在

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塑造新人、激发活力的意义上，为下一阶段更大规模的产业和城市更新

积累了能量：“一次真正的重启不仅会改变我们创新和生产的方式，还将开辟一个全新的经济

格局” ①
。从产业层面上看，文化创新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和心态，而且以具有创新内涵的设计、

形态、品牌、时尚、产品等形式体现出来，而且作为高级生产要素而流动到工业、商贸业、城市

建设业等相关领域。正如英国国家科学与艺术基金会的研究报告《软创新−创新变革的全

景图》
②

指出：在创新的领域中，除了人们熟悉的技术、材质、工具等“硬创新”，还有针对人类情

感、想象、象征意义的“软创新”。它是一种通过改变产品形态和象征意义而影响人的感官知

觉、审美情趣、感情共鸣之创新。当一个国家和城市跨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消费的新动力是

人们对体验消费、时尚消费、品牌消费、审美消费、教育消费等的需求，也就是既需要 “硬创

新”，也需要“软创新”。所以，一个世界级大城市群的一体化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文化创新作为

强大动力，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为激发新动能、促进新消费而作出贡献。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长三角要承担起国家的重托，建设世界级的大城市群和亚太地区的

门户，成为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极三区一高地”，必须把文化产业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作为重要内容。所谓“高质量”是指要真正成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活跃增长极和升级样板区，

担当起中国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的国际枢纽和亚太门户的作用。所谓“一体化”是指要实现长三

角四省市文化产业在投资、政策、市场、人才、对外开放等层面的互联互通，形成一个紧密联系

的整体。“高质量一体化”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又有机联系在一起。

这一要求不但体现了国家战略的深刻内容，而且体现了长三角特有的产业优势，是因势利

导、顺势而为之举。自从中国文化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式起步以来，长三角就逐步成为

中国文化产业的强大增长极，在全国文化产业规模中占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以2017年为

例，长三角的四省市各显优势，优势互补。其中，上海大力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突出影视、

演艺、艺术品、出版等八大重点领域，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2 081.42亿元，占GDP比重达到

6.8%③
；江苏省依靠丰沛的文化资源和强大的经济实力，聚焦于文化科技融合等环节，全省文化

产业增加值达到3 979.24亿元，年均增长率超10%；浙江省全面贯彻“八八战略”，把一张蓝图绘

到底，全省文化及相关特色产业增加值为3 744.68亿元，增速达到15.8%，占GDP比重为7.23%；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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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理查德•佛罗里达：《重启——后危机时代如何再现繁荣》，龙志勇、魏蔚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②NESTA：Soft innovation—Towards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of innovation change，July 2009 , P.5.

③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等：《2018年上海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国经济网》2019年3月14日。



徽省落实“文化强省”的战略，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推动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达到1 088.3

亿元，增长11.5%，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中部地区名列前茅
①

。在全国按主要区

域划分的环渤海、东北、西北、西南、中部、东南、长三角等七个区域中，长三角四省市文化产业

增加值占GDP的平均比重达到5.67%，为全国占比最高的地区，也是全国七个地区中第一个实

现地区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地区
②

（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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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三角文化产业增加值及占GDP的比重（2010−2017）

③

 

从2010年以来，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断变化，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际贸易走势低迷

的 情 况 下 ， 长 三 角 文 化 产 业 增 加 值 稳 步 增 长 ， 它 占 全 国 总 量 的 比 重 始 终 保 持 在 30%以 上 。

2017年长三角四省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0 893.64亿元，占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34 722

亿元的31.3%（见图2）。这也是全国七大地区中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总量比重最高的地区，而

且历年占七大地区的榜首。这为长三角文化产业贯彻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方针，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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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三角文化产业增加值及占全国总量的比重（2010−2017）

④

三、  优势资源与共有文化基因

（一）宝贵基因：江南文化的现代价值

长三角是中国区域一体化建设起步最早、大城市群机制发育最为成熟的地区。早在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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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彦：《向海而生的长三角，共谋文化产业“龙头”起舞》，《文汇报》2018年11月29日第三版。

②参看李炎、胡洪斌：《中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0月版，第3页。

③本文作者根据各方面数据综合绘制。

④本文作者根据各方面数据综合绘制。



放之初的1982年，上海经济区就率先成立。它在不改变行政隶属关系的条件下，探索上海及苏

州、无锡、嘉兴等周边城市的协调发展；1992年国务院界定长三角地区范围，正式设立浦东新

区，推动了长三角地区的开放发展；1994年上海牵头建立长三角城市协作部门主任联席会议，

首次提出构建长三角城市群的概念，并且为此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持续努力。党的十八大以

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明显的成效，经济社会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四省市开放合作

协同高效，形成了通江达海、承东启西、联南接北、辐射亚太地区的综合优势，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超过60%。在这样良好的基础上，长三角文化产业推动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就要进一步发挥

长三角的文化优势，既加强以江南文化为基础的共有文化纽带，又培育各具特色的丰富文化形

态，从而建立彼此高度认同、共享文化基因、各显自身的发展优势。

从长三角共有的文化基因看，“文化之江南”是在“地理之江南”和“经济之江南”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世界之江南”的内涵。在《二十四史》中，最早出现“江南”的文字

是《史记•五帝本纪》：“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

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这里所指的是广义的地理“江南”。而根据历史传统，狭义江南即长

三角地区是“水乡江南”，是江南文明之核心区的典型代表。长三角位于江海交汇之处，往内陆

可以沿万里长江而深入中国腹地，直达皖赣、湖湘、荆楚、巴蜀、青藏地区，往海洋可以进入太

平洋，直达世界五大洲主要国家的港口。

随着京杭大运河在隋朝（7世纪）和元朝（13世纪）的两次大规模扩展，江南获得了四通八达

的水网，加强了南北的贸易往来，增强了江南作为中国最富庶地区对于中国政治和经济格局的

深远影响，也吸取了中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
①

；明初的苏州被誉为“财赋甲天下，词华并两京”，

恰好可以代表江南文化的特色：经济的高度富庶与艺术的精致昌盛双峰并举。而1840年以后，

上海等城市的对外开埠，加强了东西方的贸易。跨越大洋的远距离贸易，为江南地区带来了依

赖商业信用和签约关系所形成的“陌生人合作纽带”，极大地超越了乡土经济和原住民社会的

封闭性。江南文化和西方文明相互碰撞而形成一种崭新的文化，带动整个江南地区发展成为

“世界之江南”。现代的江南文化不是单纯的地域文化，而是由南北文化、中西文明融合而成，

集华夏文明与世界潮流之精华。江南地区依托于“四水”航运（长江、大运河、江南水网、海运），

不仅成为商品流通的中心，而且塑造了对外开放的性格，可以与成千上万公里之外的国际客户

进行远洋贸易和商业合作，由此诞生了“不贵空谈贵实行”，重商致用、兴利济民的社会共识。

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江南文化，其特点是务实、崇商、惠民、重信，而且精致、开放、多元，充满

了诗性和审美情趣。正所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文化崇尚

审美和艺术，在各个领域包括绘画、诗词、小说、演艺、工艺、建筑、音乐、园林、服饰等，都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优秀和繁荣程度，被有关学者专家评价为中华文化长河中，自先秦文化、唐宋文

化以来的第三座辉煌的高地
②

，是中华文化的三大高峰之一。

（二）文化谱系：自成一体和多样形态

中国学者刘士林教授指出：自成一体的、具有独特的结构与功能的某种区域文化，通常具

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区域地理的相对完整性；二是文化传统的相对独立性。江南文化正是这

样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文化，代表了我国区域文化在审美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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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京杭大运河的部分河段从春秋时期就开始建设。至元三十年（1 293）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航运可以由杭州直达元大都

（今北京），形成了京杭大运河这一贯通南北的大动脉。

②王战：《从“仁义礼智信”到“信义仁智礼”，江南文化因何独树一帜？》，《上观新闻》2019年11月17日，https://www.jfdaily.com/

news/detail?id=188995。



上的最高水准，是中国本土最符合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和“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思想文

化谱系
①

。海内外许多专家和艺术家直接以“诗画江南”来描述它，这一文化理念在长三角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获得了政府和各界的高度重视，并且在现代意义上付诸实践。如2019年

1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布《浙江省诗路文化带发展规划》，提出打造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

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四条诗路”，串联起诗画山水之“链”，成为浙江的魅力人文带、

富民经济带和黄金旅游带，打造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只是按照它

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

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②
现代文化产业

是以创造精神文化内容为主的经济活动的集合，它的核心价值超越了真和善，在更高的意义上

实现了美。江南文化作为崇尚诗性和审美的文化体系，为长三角地区发展现代文化产业提供了

宝贵的文化基因。一个地区有没有这样的优秀文化传统，实在是大不一样的。

江南文化不但崇尚诗性和审美，而且具有沟通南北、汇中西文明的巨大包容性。这使得江

南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城市群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特色，形态多样，各有千秋，又多

元互补。从城市规模来看，现代长三角城市群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一是超大型城市上海，

常住人口近2000万人，2019年GDP总量达到3.8万亿元；二是特大型城市南京，人口规模1 000万

人；三是大城市，人口规模达到100万到500万人，包括苏州、杭州、合肥等，其中苏州的GDP接近

2万亿元；四是中等城市，人口规模达到50到100万人，包括嘉兴、舟山、镇江等；五是小城市，人

口规模约50万以下，包括昆山、东阳、张家港、桐乡等
③

。这些城市的建立年代相差很大，在时间

轴上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坐标。它们同属于江南文化的谱系，又以各自的特色丰富了江南文化的

内涵。

从表3中可以看出：位于长三角城市群“一核五圈”的六个重点大城市，就分别在公元前

400多年、公元400多年和1400年之后，逐渐形成了基本的雏形，而它们中的每一个，又把江南文

化的多样特色发育得非常充分。古老的石头城在公元三世纪到六世纪，以东吴、东晋、宋、齐、

梁、陈六朝的大规模建设，成为中国长江以南最富庶的大城市；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

建立了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由大运河所贯通的杭州和苏州则以优美绝伦的山水

风光和人文成就，成为吴文化和越文化的中心，在历史上被誉为“南剑北萧”；它们连同周边的

扬州、无锡、嘉兴、湖州等城市在建筑、园林、工业、工艺、服饰、文学、戏剧等方面创造了辉煌的

成就，成为无数人梦魂萦绕的名胜之地。它们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典雅品

质，推动了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音乐、戏剧、文博等的开创性业绩；而从17世纪开始，宁波就

成为钱庄与航运的重镇，为整个江南地区输送了宁波商帮和商业文化的活力，影响远达东亚和

东南亚。至于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原先只是一个小渔港。在开埠后的100多年里，它利用连接东

西方文明的区位优势和航运便利，迅速崛起为远东最大的城市，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最重要的

金融中心、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并且培育出江南文化的现代版海派文化。古都、巨

港、名园、名宅、商埠，大江、深湖、寺庙、名校、大厂，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科学成果与匠人匠

心如此高度集中在长三角地区，达到中国历史上的极致水准，为江南文化的整体繁荣创造了重

要条件，成为世界罕见的一大文化资源富集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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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士林：《不能“见物不见人”》，《上观新闻》2018年11月5日。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③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年6月1日，《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



表 3    长三角城市群“一核五圈”重点城市形成过程
①

年代 南京 杭州 苏州 合肥 上海 宁波

公元前472年 建越城 建于秦朝（钱塘）
秦代：吴郡治
（公元前22年）

合肥县
（公元前1220年）

221－280年 金陵 渔村

317－420年（东晋） 建邺 杭州 东吴 青龙镇
400年建宁

波

420－589年 建康 开六井 苏州 合肥县（581年） 唐天宝（746年）

937－975年（南唐） 金陵 临安府 苏州 上海镇（1 250）
1421年后（明）
1853－1864年

1911年
南京天京南京

筑城（1 359）
杭州城（1 620） 合肥市（1949） 青龙镇上海港

（明）上海市
宁波港宁波

 

（三）创意城市：历史和创意相辅相成

长三角所承载的江南文化传统，既有崇实、重商、精致、开放、多元，诗性和审美的共性基

因，又包括了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城市所创造的个性化成果；既传承了中国本土自管子、墨

子、商鞅、荀子、陈亮、叶适等人的经世致用主张，又在高度的开放中包容了来自欧美、东亚和

东南亚的科技成果和文化元素，形成了包括海上画派、金陵画派等在内的近代优秀艺术成果。

跨入21世纪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的评选中，长三角入选的就有上海–设

计 之 都 （ 2010年 ） 、 苏 州 – 民 间 文 化 与 手 工 艺 之 都 （ 2014年 ） 、 杭 州 – 民 间 文 化 与 手 工 艺 之 都

（2014年）、南京–文学之都（2019年）、扬州－美食之都（2019年）五座，占中国拥有创意城市总数

的35%。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在《创意经济报告》中所说：联合国倡导“创意城市”的意义，是因

为“城市有一种关键资源−它的人民，人的智慧、欲望、动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取代了地理位

置、自然资源和市场通路而成为城市的资源。
②”建设创意城市有助于激发城市人民的创造性和

想象力，并且把它们转化成为可增值、可投资的文化资产和社会财富。

这些长三角城市在申报创意城市的时候，都强调了自己对江南文化遗产的传承，努力把它

们开发成为现代文化资产，形成可投资、可流通、可增值的文化财富。如南京在2017年以来申请

“文学之都”这个过程当中，就特别强调南京与江南文化的深刻关联：“让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江

南文化历史在世界级的交流平台上得到展示”③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馆”、中国历史上第一

部诗歌理论和批评专著《诗品》、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文心雕龙》、六朝时期

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明清以来的《红楼梦》《儒林外史》等文学巨作等都诞生在南京；

鲁迅、朱自清、俞平伯、巴金、张恨水、张爱玲等著名作家和刘海粟、吕凤子、徐悲鸿、张大千、颜

文梁、吕斯百、傅抱石、高剑父等著名艺术家也都跟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赛珍珠写的《大地》系列三部曲，就是她在南京时期所完成的。南京作为六朝古都、

十朝都会、江南重镇，将以绵延近两千年的文化艺术脉络，以厚积薄发之力，为建设全球创意

城市积累强大的动能。这正如研究创意城市的英国学者查尔斯•兰德勒所指出的：“发挥创意并

不意味着只关心新事务。相反，你要愿意以灵活的方式，去检视并重新评估一切状况。……由

于伟大的成就往往是新旧的综合体，所以历史与创意得以相辅相成。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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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表参考了姚士谋、朱英丽、陈振广等：《中国城市群》中的“沪宁杭区域重点城市形成过程年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

社2001年版，第188页，并且做了补充。

②UNCTAD & UNDP：Creative Economy Report 2010，P.13.

③《南京获选科教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文学之都”》，大众报业集团海报新闻，2019年11月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

④[英]查尔斯•兰德勒：《创意城市》，杨幼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四、  互联互通与打造产业集群

（一）必然趋势：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

长三角是全国文化产业集聚度最高，拥有文化产业集群最多的地区。这是它推动文化产业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从全球范围看，世界级大城市群与主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之间

存在深刻的必然联系。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的设计、媒体和娱乐产业集群、伦敦中

南部城市群的创意设计和数字内容产业集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的会展和设计产业集群、日本

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的动漫游戏、数字内容和媒体产业集群等，都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代

表，也成为推动世界级大城市群不断升级的活力引擎（见图3）。
 

洛杉矶影视娱乐产业

集群

纽约设计媒体娱乐

产业集群

伦敦设计媒体产业集

群

巴黎时尚休闲产业

集群

东京动漫媒体印刷产

业集群

大板设计和数码内容

产业集群

米兰时尚会展产业

集群

法兰克福会展出版

产业集群

首尔动漫游戏产

业集群

孟买影视娱乐产

业集群

斯坦福-硅谷软件网络

和数码内容产业集群

柏林-居特斯洛设计和

媒体产业集群

 
图 3    世界主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分布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

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文化产业“连接了无形的文化内容创作、制造与商品化过程。这些

内容通常受著作权法保护并可以采用产品或者服务的方式”②
。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指的是在

一个边界清晰的区域内，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吸引大量彼此联系密切的大中小企业和机构

在空间上集聚，从而形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各种文化产业集聚区是它们的物质载体，规范化

的文化产业园区是它们的管理形态，而文化产业的集群则是它们发展的高级形态。文化产业集

群是一个有机的经济整体，它不仅包括主要的企业群体，而且还包括相关的政府机构、研发中

心、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培育强大的文化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大城市群增强文化软实力的

核心举措之一（见图4）。

大量数据显示，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澎湃活力，在于它多年来在多个细分

市场领域形成的优势文化产业集群。这与长三角强大的经济基础、广阔的国际辐射、丰厚的人

文资源、奋发有为的政府推动密切相关。长三角拥有中国最大的会展中心城市和会展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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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作者根据各方面数据综合绘制。

②UNDP & UNCTAD：Creative Economy Report 2010 P.5.



群，拥有中国最大的数字出版产业集群，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网络音频服务平台和网络教育基

地，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全国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华语正版网络文学平台，拥有全国产量最高的

电影和电视剧制作基地之一、全国规模最大的文化小商品交易中心等。
 

会展中心城市世界前三、中国第一的

全国规模最大的

全国规模最大的

全国规模最大的

全国规模最大的

全国规模最大的

全国规模最大的

全国主要的

数字出版产业集群

网络电台和网络教育基地

网络文学集群

对外文化贸易集群

影视生产综合基地

电视剧生产与流通平台

动画电视生产基地之一
 

图 4    长三角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优势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会展大国之一，而长三角在全国会展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每年颁布的《中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在2018年全国十大会展城市中，上

海占第一位，举办展览994次，占全国比重为9.13%，展览面积1906万平方米，占比为13.19%；南

京为第五位，举办展览516次，占比为4.74%，展览面积490万平方米，占比为3.39%①
。从2014年以

来，上海和南京连续保持全国十大会展城市排行榜上第一名和第五名的位置，上海也被国际会

展界公认为与纽约、伦敦并列的三大世界会展中心城市之一；长三角还是中国数字出版的核心

地区，2008年7月16日，全国第一个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在上海张江挂牌成立。上海网络文学整体

规模已占全国市场的近80%。以上海为基地的阅文集团旗下囊括QQ阅读、起点中文网、新丽传

媒等业界知名品牌，作为国内引领行业的正版数字阅读平台和文学IP培育平台。它拥有1 170万

部作品储备，780万名创作者，覆盖200多种内容品类，触达数亿用户，已成功输出《鬼吹灯》《盗

墓笔记》《琅琊榜》《全职高手》《扶摇皇后》等大量优秀 IP改编为影视、动漫、游戏等多业态产

品，并且在香港联交所主板公开上市。

（二）持续升级：创新成为主旋律

近年来，长三角的文化产业集群正在逐步从规模优化迈向创新型集群。其重点是建立一种

创新型的组织架构，让所有参与该网络的企业共享创新的成果，以带动周边地区文化产业的发

展，输出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这种产业集群包含三层：核心层、联接层和相关层。第一层核

心层，是由一个或者多个领军企业和研发机构所组成，具有创新研发的强大动力；第二层联接

层，包括大量的服务商、供应商、相关的中小微企业和配套服务机构；第三层是相关层，包括为

产业集群提供服务的外部政策和环境。经常有这种情况：中小企业具有强烈的创新愿望，而它

们的成果可以很快地被大型企业和投资基金发现，从而获得有效的投资匹配，加快了创新成果

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转化过程。

长三角文化产业升级的基本动力来自创新型的企业。它的一批重点文化产业企业把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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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十大会展名城榜单》，2019年7月6日，https://www.maigoo.com/news/。



作为内生的增长动力，激发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创意领导力和创新组织化管理，在三个战略维

度上不断推进。第一，价值创新和成本创新，即通过技术创新和内容研发而率先开发新领域，

形成新的价值链。如喜马拉雅FM，率先开发“耳朵经济”，手机用户规模突破2亿，成为国内规模

最大的在线移动音频分享平台。第二，市场创新和容量创新，即敏锐把握整个大市场环境的变

化，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联动，开拓大容量的蓝海市场。如上海“灵石中国电竞中心”，集

聚了EDG、拳头游戏、视拳、量子体育、香蕉游戏等一批电竞企业，形成了内容制作、赛事运营

等电竞生态。第三，学习创新和边界创新，从产品消费到服务消费再到体验消费，不断突破已

有的产业边界，通过延伸服务链而激发消费市场的潜力。如宋城演艺打造六大强项，即演艺宋

城、旅游宋城、国际宋城、科技宋城、IP宋城、网红宋城，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演艺娱乐企业。

正因如此，长三角成为全国范围内拥有文化产业领军企业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长三角拥

有的全国文化企业30强数量最多，在连续11届评选出的全国文化企业30强共330家（次）中，长

三角占总数的34%，包括上影集团、东方明珠、世纪出版、凤凰出版、宋城演艺、华策影视、安徽

出版等，在各地区中遥遥领先。长三角四省市在2018年全国文化传媒类主板上市公司中占有

33.8%（见图5、图6）。它们并非各立山头，而是在各个细分领域发挥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

领军作用，形成了创新研发的引领作用，成为文化产业集群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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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长三角四省市拥有的全国文化企业30强

①

（三）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的“五全基因”
2018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创意经济的前瞻−创意经济的国际贸易趋势》指出，创意

经济推动了创新和知识的转化，用最小的物质消耗创造了双重的商业和人文价值：“创意经济

兼有商业和文化价值。它的双重价值在于既推动了全球治理的扩张，又成为经济多样化战略的

组成部分。
②”这就必然要求文化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即高附加值产品、高质量服务、高效率

投入产出所组成的“三高”模式。那种依靠大规模的资金、土地和自然资源投入来增加低附加值

文化产品生产的模式，不但是难以持续的，也是违背现代文化产业发展主流和生态文明要求

的。在中国迈向世界创新强国的大背景下，文化产业创新驱动、优胜劣汰、逐步向高度化发展

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趋势。长三角文化产业向高质量一体化迈进的重点，就是加强市场在配置要

素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领军企业和产业集群的优势，同时形成互联互通的全域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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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作者根据新华网颁布的历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录整理和绘制，http://www.xinhuanet.com/2019-05/18/c_112451

2454.htm，2019年5月18日。

②UNCTAD：Creative Economy Outlook：Trend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reative industries 2002-2015; Country profiles 2005-1014，

Foreword.



优势。在路径的选择方面，长三角文化产业必须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五全基因”，即“全空域、

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
①

这种五全基因对文化产业的产业链和创新链的精准对接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产业链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面向市场需求而形成各个企业间的协作关系；创

新链是以某一个创新主体（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等）为核心，形成多元

主体协同配合的集合。创新链的本质是创新供给与生产需求的关系。长三角要提升文化产业的

竞争力优势，应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的特点，以产

业链为引导，以创新链为驱动，以创新成果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为归宿，最终在全球文化产业

的大格局中形成竞争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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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长三角拥有的国家对外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数量（家）

②

 

连续多次名列全国文化企业30强的宋城演艺，在世界演艺企业规模上位列第一，也是中国

旅游演艺上市公司第一股。它强调：“一切源于文化，一切围绕文化”，以城市文化的挖掘驱动

演艺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年演出场次第一、年观众人数第一、年演出利润第一、剧院数第一、座

位数第一的世界纪录，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演艺娱乐公司。宋城演艺每年演出15 000多场、每

年吸引观众5 000多万人次。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宋城演艺在杭州、萧山、上海等地

积极进行线下布局，而且利用“六间房”平台，集聚了29万名签约主播，每个月的活跃用户达到

5 621万人次，每天直播时间超过6万小时，创造了中国和世界演艺历史的全新纪录
③

。中国电视

剧上市公司第一股华策影视，2013年并购全国第二大影视公司上海克顿传媒成为行业龙头企

业。它聚焦于电视剧、电影、综艺三大精品内容，年产精品电视剧高达1 000集、电影数十部、综

艺十余档，其规模产量、全网播出量、市场占有率、海外出口额稳居全国前列，在全国电视台收

视和视频网络排名前十部电视剧中占比30%，网络年总点击量破1 000亿次。它以内容为核心全

面布局泛娱乐产业，包括在长三角核心区域−上海松江科技影都，由它的母公司重点投资

项目−首期用地77亩、投入资金超十亿元的长三角国际影视中心在2020年正式启动建设。它

将作为拉动沪浙苏皖四省市的“G60科创走廊”的重要项目，推动从剧本研发、拍摄、服化道置

景、美术直到后期制作的整体联动。

（四）平台助力：加快形成流量经济

长三角文化产业迈向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必须要适应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产业要素流通

的规律，积极建设各个细分领域的专业服务平台，并且通过高端集聚，作为产业要素流通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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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奇帆：《数字化颠覆全球金融生态》，《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1期。

②本文作者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整理和绘制。

③根据宋城演艺在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展示的资料和数据整理。



速器。2018年11月，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在上海隆重举办，汇聚了来自长三角和海

内外的330多家企业，形成了10个长三角文化产业专业联盟与合作平台，还有更多的专业平台

在筹备和建设中。这显示了上海和长三角文化产业联动发展的强大活力。在互联互通、快速迭

代、海量流通的数字经济时代，它们采用跨域合作、专业整合、协同推进的方式进行合作，其中

包括长三角红色文化旅游区域联盟、长三角动漫产业合作联盟、长三角文创特展产业联盟、长

三角文旅产业联盟、长三角影视制作基地联盟、长三角文化装备产业协会联盟、长三角XR创意

媒体发展联盟、长三角文化金融合作服务平台等。它们连同已经有序运行多年的中国（义乌）

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ChinaJoy、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交易会

等大型会展交易平台，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平台体系，正在创造规模惊人的流量经济。

这些平台覆盖整个长三角地区，利用统一的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管理了多用户、多供应

商、多渠道的订单程序，包括用户数据、需求分析、内容搜索、产能分配、仓储运输等，实现用户

与供应商、服务商的精准连结。它们对于用户来说，是一个可靠而灵活的低成本文化内容供应

源；而对于生产商来说，是一个通往分散小众市场的海量渠道。它促进长三角文化产业跳出了

本地化的狭隘空间，进入一个互联互通的巨大市场中，形成以流通为导向的运行模式。正如中

国 专 家 陈 文 玲 所 指 出 的 ： 中 国 形 成 了 超 大 的 市 场 优 势 和 内 需 潜 力 ， 2018年 市 场 规 模 大 约 为

363万亿元，2019年可能会达到400万亿元，“中国现在不但有市场规模，还会形成现代流通核心

竞争力”。
①

如长三角文化金融合作服务平台就由上海徐汇及南京、杭州、宁波、绍兴、蚌埠6个

长三角的市、区联合发起。徐汇区作为上海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正在探索文化与科技、金融

跨界融合的新模式，而南京正在打造文化金融服务中心，杭州则在构筑文创融资的服务链。该

平台针对长三角的文化企业进行融资项目的征集，共收集到60余个优质融资项目。目前这些平

台的流通能量还不够强大，对长三角各市区县的渗透力还不够深入，但是它们预示着长三角文

化产业以重点集群为基础，以网络平台为节点，以市场流通为导向，迈向一体化发展的方向。

五、  开放优势与建设亚太门户

（一）结构升级：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

长三角文化产业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其重要内容是树立对外文化开放的新优势，以向内

陆地区辐射和向亚太地区辐射的两大扇面，成为全球文化产业的国际枢纽和亚太门户。中国是

全球化的参与者、贡献值和受益者，而长三角是中国参与全球化最为领先和最有深度的地区之

一。根据中国学者张辉的研究，在有统计数据的18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对外出口商品中最终

消费品占所统计国家和地区前五位的有123个，中间品占所统计国家和地区前五位的有73个；

从中国自国外进口的商品中，最终消费品占所统计国家和地区前五位的有60个，中间品占所统

计国家和地区前五位的有74个。全球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国家通过中间品和最终消费品贸易与

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②

。从宏观上看，在全世界商品的循环大体系中，中国已经处于中间枢

纽的位置，广泛联系着世界上大部分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这在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

领域也有相应的表现。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颁布的数据，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规模最

大的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国，但是在文化创意的服务出口方面，中国仍然存在逆差。有鉴于此，

中国在对外文化贸易方面，不仅仅要扩大规模，更要优化结构，加快产业升级。而要完成这一

任务，必须培育一大批外向型和国际化的文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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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 圳：《2020：加速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科学报》2020年2月27日第一版。

②张辉：《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之中国方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2月26日第二版。



长三角文化产业适应这一产业升级的需求，形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国家对外文化出口重

点企业集群和重点项目集群，并连续10年在全国保持了规模的优势。长三角在首批13家国家对

外文化出口基地中占有4家。在商务部连续颁布的历年国家对外文化出口重点企业中，长三角

拥有的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1/3，其中包括上海世纪出版、上海今日动画、江苏译林、江苏原力

动画、浙江华策影视、浙江华谊兄弟、安徽华文国际经贸等一大批生机勃勃的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二）双向流通：从引进到输出

长三角文化产业参与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是一个从引进消化到创新输出，进而促进双

向流通的升级过程。长三角城市群要打造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的新优势，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

单向输出，而是在这种双向流通的过程中，逐步熟悉国际文化市场的规则，吸引自己所需要的

高端文化资源，对接世界优秀的文化艺术人才、机构和作品，同时提升自身的国际化运作水准

和输出质量。如由中法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的“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项目”

在2019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与上海西岸文化艺术委员

会主席方世忠共同为之揭幕。在五年内，西岸美术馆计划呈现3个常设展和约10个特别展，展陈

内容由西岸美术馆和蓬皮杜中心共同策划。蓬皮杜中心是国际上最重要的现代艺术收藏和展

览中心之一，也拥有世界上最出色的新媒体艺术馆藏。它也将通过这一纽带，向法国和世界观

众展示中国优秀艺术的魅力与价值。这些项目具有意味深长的象征意义：长三角文化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必须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中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东风西渐”和“西风东渐”

的交融，形成“全球智慧、高端融合，联合出品，人类共享”的模式。

长三角文化产业打造对外开放的新优势，对于全国都具有示范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从原先一个被隔绝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为站立于世界舞台中央的

全球大国。中国融入世界文化贸易体系的路径，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创新性。它既不同于美国和

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积累的文化贸易优势，也不同于韩国等后起的东亚经济体采用的追

赶战略，而是既坚持中国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优秀文化传统，又顺应国际文化贸易的规则，

为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文化财富。这一过程往往是从吸引国际跨国公司的文化投资开始，扩大

先进文化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内容的进口，使本土资源和国际要素获得优化组合，又在这个

过程中通过自主创新，培育自身的高端文化生产能力，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版权密

集型的文化项目，努力进入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把中国优质的文化产能向外输出，

扩大中国在全球文化贸易市场上的话语权。这个前所未有的开拓过程，迫切需要长三角发挥首

发、首创、首展、首创的示范和探索作用。比如上海国际艺术品保税服务中心的功能设计，展现

了自贸区作为国家试验的创新意义和世界级的综合服务水平。该中心建筑面积6.83万平方米，

是全球面积最大的艺术品综合保税仓库。它对标国际标准，安防等级达到美国UL Class2。它集

艺术品仓储物流、展览展示、拍卖洽购、评估鉴定、版权服务、金融服务六大功能于一体，依托

上海自贸区境内关外的政策优势，开展保税 /非保税展示、拍卖、交易、租赁等服务，而且包括

“国际艺术品保税临时出区展示”“国际艺术品海关保证金代垫”“国内艺术品交易税费补贴”等

便利化措施，给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品投资商营造了一个固若金汤、便捷高效的“家”。

（三）高端整合：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长三角文化产业在新时代中国对外文化开放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首先是由

长三角的地缘优势所决定的。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视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在空间上形成了三大发展轴：第一，为沿海发展轴，由中国沿

海11个省市，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动力长廊；第二，为亚欧大陆桥发展轴，从东海之滨的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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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开始，向西通过海陆联动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甘肃、青海、新疆7个省区，从阿拉山口

出境联动西亚、中亚和欧洲，进入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是新丝绸之路陆上经济带的主线之

一；第三，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轴，它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

贵州、云南11个沿江省市，并且通过中南半岛铁路网，联接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中国学

者王战等指出：这三条发展轴，如同一个巨大的“π”字型战略
①

，而长三角正是在“π”字型战略的

交汇点上；长三角打造对外文化开放的新优势，与它作为世界级大城市群的巨大包容性密切相

关。正如《全球城市》的作者萨斯基娅•萨森所指出的：“全球城市既是为生产、也是为执行多样

化与复杂化的中介功能的极端空间。”②

近年来，长三角服务“一带一路”大局，积极打造体现国际文化融合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平

台，有一些成果堪称世界首创。它们实践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动了国际文化产业

和艺术成果的互联互通。在2015年第十七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论坛期间，来自18个国家的

22个艺术节代表联合发出倡议。到了2017年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丝绸之路国际艺

术节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建设在人文合作方面的一个重大收

获，也是历史上首次由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机构共同成立的国际艺术节联盟。它经过多

次扩容，截至2019年共有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163家艺术机构加盟，包括印度德里艺术节、罗

马尼亚锡比乌国际戏剧节等。该联盟以“多样、合作、促进、示范”为宗旨，贯彻联合国倡导的文

化多样性的主张，在节目展演、合作制作、共同委约、人才培训等方面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日渐成熟，除了上海、南京和杭州等超大城市和中心大城市，还有更

多的大中小城市参与到国际文化产业的合作与竞争中，在多个领域承担起流通枢纽的作用。据

统计，长三角的苏浙皖三省共占全国百强县的47席
③

，涌现了一大批产业强市（县）和经济强

镇。这些中小城市的强劲竞争力和外向型经济为它们进入全球文化贸易链提供了重要基础。

六、  结　语

从整体上看，长三角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跨省市的合作机制最为有效、文化产业

集群最为强盛、国际文化合作和贸易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这一充满生机的系统是有效市场、

有为政府、有益文化等诸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赫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指出：社会系统是设计出来的，而非自然命定的。它依赖看问题的新鲜角度，追求更加

有价值的理想和更加睿智的策略
④

。从这个角度来看，长三角文化产业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体现了这一重大战略的设计者和建设者所拥有的远见卓识和优秀的执行能力。未来在这方面

的研究，将在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深度上，在与世界大城市群同类内容的横向比

较上，随着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展开，提炼出它的创新性和引领性的规律和路径，为学术界和产

业界提供富有价值的时代启迪和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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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海参与建设长江流域经济新支撑带的若干问题研究”课题组：《“π”型战略格局中，上海该怎么做》，《解放日报》2014年

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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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trategic Mission,

Advantage Resources, Implementation Priorities

Hua Jian
( Literature Institute，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 200235，China )

Summary:  Metropolitan  groups  are  becoming  the  core  bearing  capacity  of  a  country’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worldwide. As a national strategy，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as  grasp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world-class  city  groups  in  the

competition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and  highlighted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as a global power.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national  strategy.  Based  on  the  practical  needs  of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the  scientific  perspective  of  exploring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dustry  in  large  urban  agglomerations，this  paper  studies  the  strategic

mission，international comparison，advantage resources and implementation priorities of the high-
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the  new  era.

The so-called “high-quality” require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o truly become an active growth

pole  and  upgrading  model  are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industry，and  to  play  a

pivotal role i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cultural trade；“integration” requires the four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o  promote  the  high  integration  of  culture

industry  in  policy，market，opening  up  and  other  aspects，and  form  an  interconnected  culture

industry  communi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culture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upgrading of the world’s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highlight  the  key development  contents：to tap  the  common Jiangnan cultural  gen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elucidate them in a modern sense；to strengthen the drive of innovation

and  expand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to  promote  the  global  flow  of

various  industrial  elements  and  speed  up  the  interconnec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industries；to

establish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so as to let all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in the network share the innovation achievements，and export capital flow，technology flow and

information  flow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to  highlight  the  new  advantages  of  opening  up，

understand the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market，and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level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two-way flow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ultural resources，so

as to become the Asia Pacific Gateway for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chain

with two major sectors radiating to the inland region and to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Key words: culture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strategic

mission; industrial clusters; advantages of open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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