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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两型社会”文化产业新业态的

问题与培育对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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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 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２）

摘　要：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是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重要途径。湖南 “两型社会”文化产业新业
态发展现状中出现的产业集群效应不明显、资金投入少、种类单一、成果转化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新型文化业态的培育，

通过打造龙头企业、强化项目引导机制、提升技术转化能力及其平台建设等方式是湖南省推动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并促

进新业态常态化发展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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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以长株潭三市为核心，衡阳、岳阳、益阳、常德、娄底五市为重点，以五区十八片为示范区，全

面致力于推进“两型社会”建设。而文化产业投入的主要是知识和智慧，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环境污

染最小、物质消耗最低，也最符合“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要求，是典型的“两型”产业，而且涉及

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对促进经济、社会等的全面协调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培育文化产业新业

态作为促进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的新举措被逐渐提上日程。

１　湖南省“两型社会”文化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优势
１．１　“两型”试点催生文化产业新业态

２００７年，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试验区，成为中部
六省城市中“两型社会”建设的先行者，为湖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型业态培育提供机遇。诸如湖南省

青苹果数据中心有限公司规划的“报刊文献资源数字化服务体系”、长沙天心文化产业园等项目，被批

准为湖南“两型”示范创建项目，推动了数字媒体、数字出版、文化旅游等文化产业新业态的兴起。

１．２　“两型”技术支持文化产业新业态
技术是文化产业新业态培育、发展的关键因素，积极发展“两型”技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变、形成新型文化业态，为“两型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助力。２０１３年，在全国分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及专利（Ｒ＆Ｄ）中，湖南省研究人员数量为７３５５８人、全国排名第９位；有效发明专
利数１０５１２件、全国排名第８位。２０１４年１～５月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１６．９％，
占规模工业的比重达９．５％；２０１４年，全省技改投资７６１７．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３％；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１２１．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０．１％。
１．３　“两型”规划引导文化产业新业态

湖南在城市建设上，充分发挥依山傍水的自然优势、风情各异的民俗优势，着力打造具有国际品质

的文化名城、休闲之都和宜居城市；在经济发展上，努力成为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引擎，打造区域性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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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中心、高新技术产业聚集中心、现代服务中心、文化创意中心［１］。尤其在产业升级改造方面，

“两型社会”建设集聚了支撑两型发展的产业项目，坚持以产业园区、产业基地为载体，加强对两型产业

的政策引导和产业规划布局。

２　湖南“两型社会”文化产业新业态发展存在的问题
２．１　文化产业新业态尚未形成明显的产业集群效应

产业集群是一种属地现象，表现为在投入产业链上具有前向关联、后向关联或水平关联的一系列产

业和企业在特定区位上的集聚，可产生三大效应：规模经济、极化效应及回程效应［２］。湖南省文化产业

与金融、科技、旅游、资本等进行交互融合，不断催生新型文化业态。２０１３年，全省旅游业总收入
２６８１８６亿元，同比增长２０％，连续五年保持２０％以上的增幅；全省“三上”科技型文化企业２５５家，占
当年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总数的８．７％，“文化＋科技”的融合不断深化［３］。目前，湖南省已有湖南出版科

技园、金鹰影视文化城、岳麓文化艺术产业园等１６个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三辰卡通集团等３个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１个锦绣潇湘文化创意产业园以及湖南华强文化科技产业基地项目和湖南长沙天心文
化产业园区２个产业园区。可见，湖南省文化产业新业态的产业集群多是以一个大企业为中心的垂直
式内部产业链，而产业间融合形成的新业态尚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效应难发挥。

２．２　文化产业新业态的资金投入相对较小
从全国分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Ｒ＆Ｄ）的经费投入来看，２０１３年湖南省

Ｒ＆Ｄ经费投入在全国排名第１１位；从湖南省按机构服务的国民经济分行业 Ｒ＆Ｄ经费来看，２００９年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的 Ｒ＆Ｄ经费投入１０７４万元，占全部 Ｒ＆Ｄ经费的０．９％；２０１３年文教体育用品制造
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经费投入分别为１２５２万元、６５３４万元，投入强度分别为０．５７％、０．７２％。

湖南省在文化产业方面的资金投入相对较低，政府资金的倾向性投入也带动市场资金流向其他产

业，这就难以发挥文化产业与其他产品、行业资源整合产生的资源粘合力和产业联动效应。这种只强调

短期回报率而忽视文化产业及新业态对整个国民经济所起到的关联效应，就可能造成文化产业中部分

文化内容、产业资源、创新技术等无法进入，更难以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

２．３　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不足，新业态种类较为单一
目前，湖南文化产业新业态主要是文化与科技、旅游、休闲、生态、农业等产业的单向融合，且融合的

程度较低；数字出版、旅游会展、手机动漫、网络游戏等已成为一种新型文化业态，但产业链不够完善，相

互间的融合较少。音像、电子出版物与网络信息服务的融合不突出，旅游文化与广告、会展文化方面的

产业结合不明显，联动程度低。２０１２年，湖南省文化和创意产业总产出为１５２７７１２３万元，其产业增加
值是７８１５５７１万元，其中互联网文化服务占总增加值的４１％，音像及电子出版物发行占０．７％，旅游文
化服务、广告和会展文化服务分别占２９．６％、５０．４％。产业关联度强，一个产业的发展就会带动相关产
业的发展，实现相对均衡的增长。而湖南省在发展文化产业新业态过程中，相关产业增长不均衡，忽视

产业关联度的考察，就难以形成产业渗透力，难以培育多样化的新业态类型。

２．４　技术成果转化及创新后劲不足
技术成果转化是将文化产业与高新技术研发进行结合应用以产生更大效益的过程，创新是文化产

业新业态得以形成并稳定发展的不竭动力。湖南省总体科技实力显著增强，但技术成果转化水平不高、

创新后劲不足。在２０１３年全国分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及生产情况中，湖南省新产品开发
经费支出２９５９８４５万元，全国排名第９位，新产品开发项目数为９０８９项，全国排名第１３位，与本年度
湖南省分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及专利（Ｒ＆Ｄ）中有效发明专利数居全国排名第８
位的差距较大。近年来，长沙发明专利占比也逐年下降，２０１３年长沙共授权发明专利２３２８件，占全部
授权专利数的２２．５％，比２０１１年回落３．８个百分点；２０１２年全市发明专利授权２１８０件，仅为北京的
１／１０，比武汉少１０５３件；亿元ＧＤＰ发明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授权量／ＧＤＰ）为３４．１件，不足北京、深
圳、西安和杭州的一半［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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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湖南“两型社会”文化产业新业态培育对策
３．１　引导文化产业新业态集群式发展

第一，打造龙头文化企业。把现有产业园区内发展态势较好的文化企业打造成龙头企业，鼓励它们

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对传统文化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加快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探索文化产业新业态的集群

式发展。同时在富有特色文化资源的地区围绕演艺业、文化旅游业等新业态集群效应尚未显现的行业，

对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企业进行针对性扶植并将其作为试点，以示范基地为支撑，通过示范效应建设一

批特色鲜明的文化企业。由于产业集群可以构建中小文化企业彼此合作所需要的信息流、资本流、人才

流、消费流平台，从而强化文化产业的整体性，使各有所长、各有所需的不同文化生产力在合作共赢中发

展，因此在龙头企业带动、示范基地引导作用下，中小型文化企业就会自然向中心聚集。

第二，强化项目引导机制。文化产业园主要还只是表现为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开发园区”的角

色，离真正的“文化产业集群”还有相当的距离。文化产业园区要超越“房东”这个层次，实现从“开发物

理园区”到“文化产业集群”的转变，其重要标志就是提供完善的配套支持和强大的知识支持体系。而

大项目所具有的政策、资金、人才等资源优势会带动相关企业集聚在其周围，形成利益共同体，产生一种

自然的粘度。这就要求产业园区要有大项目带动，通过引进与龙头企业核心配套项目带来的外部效应，

延长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从而使集群的企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湖南可利用高科技特色项目作

为核心支撑，将动漫、卡通、电视、电影等和众多时尚的娱乐元素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为一体，整合湖南

文化人才资源和动漫创意制作资源，成为带动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

３．２　加大文化产业新业态的投资力度
第一，建立健全投融资体系。对国家级、省级重点文化创意产业项目优先给予信贷支持；完善文化

创意产业投融资担保体系，引导专业担保公司为文化创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服务；发挥省文化旅游产业

投资基金、湖南高新创投集团等基金、公司股权投融资作用，采用阶段参股、跟进投资等方式，吸引国内

外风险资本投向初创型文化创意企业。在文化部公布的２０１４年文化金融合作项目中，湖南华强文化科
技有限公司就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信贷融资的方式建设湖南华清文化科技产业基地一期工程。

第二，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对具有文化产业新业态性质的技术改造、商业模式、产品内容等，可通过

贷款贴息、专项补助、配套资助等方式对相关企业、科研机构给予一定研发资助。文化企业为发展新业

态，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所产生的研发费用，可按照税法及相关政策规定减免税费。同时落实与

文化产业相关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有关政策，对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国家重点鼓励的文化创意产

品出口实行增值税零税率或免税，对国家重点鼓励的创意和设计产品出口实行增值税零税率。

３．３　加强文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第一，加强共性技术研发及公共技术平台建设。在相关基础研究领域和重大应用技术领域，以市场

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支持企业建设一批文化科技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大力开展前沿技术研究；面向文

化产业发展科技需求，开展文化内容创作、生产、管理、传播与消费等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

研究；依托国家一流的文化科技创新平台，开展文化科技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提高新兴文化产业领域科

技创新能力。在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等文化科技融合的重点行业，建立文化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体系。重

点推进服务外包对接、创新成果展示交易、创意设计资源共享、基础数据库、数据测试等平台建设。

第二，发挥产学研一体化的实效。搭建企业、高校、院所一体化的研发创新合作平台，大力推进高

校、院所与企业协同创新的发展方式。对高校、科研单位与企业合作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并产生经济效益

的，给予高校、科研机构及主要创新人较高的奖励与支持。如此一来就可以切实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使

科研成果通过实际应用促进文化产业新业态的形成并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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