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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经验及温州时尚文化产业 
发展路径研究 

 

文化产品消费是时尚消费的永恒“流行色”，更是其它

各种时尚产业的重要支撑要素，发展时尚文化产业，对温州

“发展时尚产业，建设时尚之都”的战略规划具有特殊重要

的现实意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内因外因理论和产业经济学产业发展

影响因素理论，构建“资源-环境”型产业发展前景分析框

架，用以分析温州时尚文化产业发展前景，可以发现，温州

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丰富产业资源和优质的产业发展环境，

具有发展时尚文化产业的广阔产业前景。然而，当前温州文

化产业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为：（1）整体

规划不足，缺少实质性扶持政策；（2）企业定型度较高，民

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动力不足；（3）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占

GDP总量偏低；（4）企业规模小，产业集约化经营程度较低；

（5）人力资源储备不足，人才环境有待优化；（7）外部竞

争激烈，市场环境相对不足。 

一、美日韩文化产业发展经验启示 

美国文化产业经过多年发展，目前是公认的世界文化产

业强国，其年文化产业经营总额高达数千亿美元。美国文化

产业发展有以下几条经验可资借鉴：（1）市场化的产业管理

体制。美国政府秉持文化产业自由发展理念，放松对文化产

业的一切管制措施，使文化产业遵循市场规律，依赖市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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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自由发展，这是美国文化产业取得巨大成功的首要原因。

（2）积极的政策支持。面对国际文化产业竞争，美国政府

不仅在政策、资金上大力扶持国内文化产业发展，甚至动用

强大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优势，积极在 WTO框架下为本国文化

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利用知识产权保护等手段向包括中国在

内的各国施压。（3）投资主体多元。政府积极出台政策加大

对文化产业间接资助力度，并出台政策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

来资金投入文化产业。（4）重视技术研发和转化利用。政府

积极鼓励开发利用现代电子、数字、网络等新技术以发展文

化产业。（5）充分拓展利用文化资源。美国并不是具有悠久

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其国内文化产业资源并不丰富，但美

国企业善于拓展利用文化资源，使国际文化资源“为我所用”，

如《功夫熊猫》就是以中国功夫作为文化元素。 

日本文化产业发展，其报纸、电视、书籍出版、体育休

闲、文化演出和旅游等时尚文化产业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动漫产业更执世界动漫产业之牛耳，具有重要国际影响。日

本文化产业发展主要有以下经验可资借鉴：（1）强调文化产

业发展中的政府作用。政府将“文化立国”作为国家战略，

在文化产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不仅支持和扶持文化产

业发展，还注重对外文化传播，首相和总理大臣担当对外文

化传播表率，积极争取主办世界性、地区性活动；（2）注重

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日本政府特别注重文化产业人才的基础

教育，从儿童教育开始注意文化产业人才培育，并积极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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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院校和文化机构开展文化产业及文化创意教育，吸引海

外文化产业专业人才赴日留学、就业；（3）强调文化产业发

展的“日本标准”建设。日本政府特别注重文化产业标准建

设，在参加国际文化产业竞争及相关活动时，日本政府都积

极倡导“日本标准”，并根据设定的产业标准设定各种面向

社会的奖项，通过各种方法提高日本文化的国际认知度，提

升日本文化产业的国际话语权；（4）注重特色文化产业建设。

日本积极鼓励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如动

漫、樱花旅游、日本搏击术、相扑、茶道、特色食品等文化

产业都世界闻名。 

韩国紧邻中国，历史上受中国文化影响深刻，韩国文化

产业发展经验对中国发展文化产业有重要借鉴意义：（1）将

文化产业发展作为立国战略。早在 1998 年，韩国金大中政

府就提出可“文化立国”战略，把文化产业列为 21 世纪韩

国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2）政府控制和主导文化产业发展。

韩国政府积极主导和控制文化产业发展，组织制定了清晰的

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目标战略。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广

播影像产业振兴院、软件振兴院、文化振兴基金会、文化产

业支援结构协议会等多个振兴和引导文化产业发展的管理

机构或协会，加强文化产业管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3）

重视文化产业政策和法律制定工作。政府积极推动文化产业

发展立法工作，出台了《国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21世纪

文化产业的设想》、《文化韩国 21 世纪法制管理》、《文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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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振兴基本法》等多部政策法律，为文化产业发展创造良好

的政策法律环境。（4）加大文化产业发展财政支持力度。政

府专门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预算资金，从财政上加大对文

化产业的投入。（5）注重文化产业的创意和技术转化。韩国

文化产业发展特别强调产业的创意价值，主张打破传统和常

规，寻求文化上的创新和突破。卢武铉政府更提出了“创意

韩国”理念，把培养市民、地区、国家、以及文化的创意和

创新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6）注重文化资源的多

维利用。在文化产业产品开发利用方面，韩国政府比较重视

文化产品的综合开发利用，一旦承载某项文化要素的文化产

品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他们就会将该文化要素连锁利用，发

挥产品的规模效应和连带效应，增加产品的市场回报率。 

二、优化温州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综合考虑温州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借鉴美、

日、韩等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经验，建议在进一步加大政府支

持力度，优化时尚文化产业发展环境的基础上，在以下几方

面作出进一步努力： 

（一）做好温州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目前温州文化

产业发展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探索阶段，各县市区和企业自

身发展文化产业显得杂乱无章，布局混乱、规划管理不善、

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等问题广泛存在，有必要做好产业发展

方向规划、产业发展目标规划定位、产业发展区域布局规划、

产业发展阶段规划和重点发展产业规划、产业发展层次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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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工规划、产业发展的系统化和整体化发展规划等，以消

除温州时尚文化产业“小、微、散”的混乱局面，这必然会

对温州文化产业园区发展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因此，政府要

对市内文化产业园区进行清理整顿，作出合理规划。 

（二）注重时尚文化产业的宣传效应。温州在全国乃至

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声誉和影响力，但这种声誉和影响力主要

来源于经济领域，在文化领域，温州缺乏全国影响力。要发

展文化产业，提升温州和温州人形象，温州必须学习日韩等

国的做法，加大温州文化和温商形象推介力度，建议：（1）

定期举办温州文化艺术节，邀请国内外人士来温体验温州特

色文化；（2）设立温州文化推介奖，奖励国内外为推介温州

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各界人士；（3）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温

州电视台登陆国家有线电视网络或卫星电视，向全国乃至全

世界播放温州电视节目；（4）制作温州文化和风土人情电视

片，在浙江或中央电视台、全国各地方电视台播放，推介温

州风土人情和地方特色文化项目；（5）整合利用现有各项文

化产业项目和文化品牌，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扩大现有文化

产业和文化品牌的对外影响力，如应该加大温州动漫节的对

外宣传力度，使温州动漫节走出浙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三）充分拓展利用文化资源。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

展的前提和基础，温州具有丰富的本地文化产业资源，要对

温州本地文化产业资源进行梳理，对一些受现代经济生活冲

击的文化资源要抓紧出台政策予以保护开发，防止文化产业



 7 

资源消亡和流失。在文化产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上，要采取有

规划、有层次的开发利用方式，注意文化产业资源开发利用

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层次性，建议：（1）充分保护利用温州

的龙舟文化资源，大力鼓励、规范、发扬温州龙舟文化；（2）

鼓励成立温州龙舟队，参与全国性和世界性龙舟比赛；（3）

举办全国性、世界性龙舟大赛、龙舟设计制作大赛等，扩大

温州龙舟文化的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4）将龙舟项目与温

州水道资源相结合，开发水上旅游项目；（5）结合温州动漫

节，培育发展系列动漫产业，除现有动漫配套产品之外，要

结合温州传统文化要素和风土人情，创作相关动漫作品，如

制作龙舟相关动漫剧等，力争在动漫作品方面有所突破；（6）

在动漫电视节目起步阶段，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

温州相关的动漫电影电视节目免费提供给各级电视台、海外

电影电视播放单位播放，政府给予相应财政支持和政府补贴；

（7）积极拓展利用国内外现有文化资源，做好国内外各种

特色文化资源的转化利用。 

（四）促进现有文化旅游资源整合。温州具有丰富的山

水风景资源，独具特色的地方传统文化和多元多样的民族文

化又赋予这些文化资源以独特的地方特色和人文魅力，可以

对山水、桥梁、地方文化传统资源等加以梳理整合，形成旅

游文化资源，建议：（1）将现有旅游景点加以整合联动，在

交通、宣传、景点布局等方面打破各个景点各自为战的局面，

政府有效规划，建立联通直达各个景点的快速交通通道，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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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建立联通直达各个旅游景点的专项免费公交线路或一

卡通公交线路（外地游客一张票阶段性使用），将市内各个

景点联通整合，形成整体和系列旅游景点，打造系列整体旅

游项目。（2）充分利用水道资源，打造水上旅游项目。结合

五水共治项目和环境污染整治工程，有效疏通清理河道，形

成四通八达的河道体系。在河道岸边有序规划整合，建设岸

边景点和富于地方文化特色的佛教、道教、地方宗教以及地

方文化旅游景点，结合龙舟文化开发水上旅游项目。（3）建

设“桥梁博物馆”，打造桥梁文化。对现有桥梁进行梳理保

护，以泰顺廊桥为龙头，设计建造多种多样的桥梁，缩微建

造全国乃至世界著名桥梁，建设“桥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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