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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引领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
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摘要：苏州科技大学李畅研究认为，近年来，长江经济带

文化产业取得快速发展，但是也存在着管理条块化、利用两极

化、开发内卷化、效益级差化等问题。对此，应立足江苏文化

产业现有基础，通过凝聚发展共识、形成联动格局，优化资源

管理、加快推广复制，发挥级差优势、打造产业高地，利用数

字技术、放大示范效应等，发挥江苏在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协

同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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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文化资源丰富多样，具备发展文化产业的特色优

势和产业基础，但是缺乏引领性的统筹协调。江苏文化产业具

有先行优势，有望成为推进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领

头雁”。苏州科技大学李畅承担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

江文化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研究”，分析长江文化产业发展的基

本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江苏引领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协同发

展的对策建议。

一、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现状

1.资源富集基础好。长江经济带文化资源类别全、数量多、

分布广，呈现出资源集聚性特征。据调查，长江经济带分布着

36.94%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 39.42%的国家级非遗项目，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和名村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42.86%、

38.81%、53.33%和 49.68%。长江经济带公共文化支出和文化基

础设施投入全国领先。据统计，2021 年长江经济带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文化支出占全国总量的 41.72%，博物馆数量占全国总数

的 39.42%。

2.发展迅速效益好。近年来，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发展迅

速，已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据统计，2021 年，长

江经济带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21952 亿，占全国 GDP 比重

达 5.01%，高于全国平均值 20.23%。目前，长江经济带规模

以上文化企业达 3.26 万家，从业人员 386.1 万人，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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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93.8 亿元，分别占总数的 3.64%、18.78%和 45.09%，已形

成规模以上企业创造经济效益、小微企业解决劳动就业的产

业发展格局。

3.目标明确前景好。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密集出台了一系

列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利好政策。据统计，在长江经济带各省

市“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重大、重点建设项目总计

7677 项，投资总计 77381 亿以上，涉及文化科技创新、文化业

态升级和文化资源保护等多个领域。各省市文化产业发展目标

明确，江苏、浙江、四川、湖南等省份制定了“十四五”期间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高于 5%的规划目标，云南则设定

了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1.8%的增长目标。

二、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与不足

1.管理条块化。调研发现，当前长江经济带的文化资源管理

实质上是基于 125个市（州）行政区划、1325 个部门细化的条

块化分割，这种“部门各管一摊、地方各管一段”的“九龙治

水”方式，容易造成长江经济带文化资源的冗余管理和低效利

用。例如，春秋时期的楚文化在长江上下游地区留下了大量的

文化遗存，但是单一的属地管理导致楚文化生态链断裂、专业

程度弱化和管理成本增加。

2.利用两极化。当前，长江经济带文化资源利用存在两极分

化现象。一是“供起来”过度保护，导致文化资源固化和僵化。



— 4—

例如，长江干流两侧 2 km 范围内 78.3%的国家和省级文化遗产

在文物保护中丧失了“亲水性”；二是“用起来”过度开发，据

统计，长江经济带 83.06%的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存在伪劣产品泛

滥和历史风貌受损的过度商业化行为，破坏了长江文化资源的

本真价值。

3.开发内卷化。调研发现，在申遗热、旅游热、古镇热等文

化产业的利益竞逐中，长江经济带部分地区热衷于盲目效仿，

照搬异地商业模式进行“抄袭发展”和“超前发展”，从而形成

文化和经济的双重内卷。这种“东施效颦”的文化产业开发忽

视了自身资源优势和文化消费习惯，导致长江沿岸人文景观雷

同、文化产业均质和文化审美疲劳。这种不尊重文化产业发展

规律的恶性竞争，不仅摊薄了优势文化地区的产业收益，也透

支了效仿地区的市场潜力。

4.效益级差化。2021 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规模以上文化

企业的产业效益呈 3:2:4的梯度状态。产业效益偏低的安徽、湖

南、贵州等地仍处于低水平产业聚集阶段，并未形成与高产业

效益地区联动发展的“级差效应”。除江苏和浙江外，长江经济

带上其他省市的文化企业大多倾向于以扩大规模而非创新研发

来增加效益。据统计，2021 年长江上游地区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有创新研发活动的数量为 298 家，仅为江苏省的 24.21%，创新

研发能力地区性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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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苏发挥引领作用的相关建议

1.凝聚发展共识，形成联动格局。江苏应秉持“互联通、共

生荣、促联动”的协同发展思路，凝聚长江沿线省市“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生态共识，促进文化产业集群协同发展。

“互联通”，即改变长江经济带文化资源管理辖区和部门分割的

破碎状态，重构文化生态网络，维护长江文化生态廊道的整体

性和连续性；“共生荣”，即通过资源的集聚效应和互补效应，

实现长江沿线文化产业“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促联动”，

即促进长江沿线省市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在空间上的外延协同，

实现跨条线、跨部门联动。

2.优化资源管理，加快推广复制。江苏在拥有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街区、名村以及人类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方面均位于全国前列，在文化保护利用和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

作出了积极探索，应注重总结提炼，努力形成可供参考复制的

经验做法。一是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应注重固本强基，通过环境

保育强化文化资源与长江水环境的联系，避免“孤岛化”保护

所引致的长江文化生态系统退化；二是文化资源保护及利用应

注重动态平衡，如周庄古镇模式就有效避免了亲水文化资源固

态保护或破坏性开发；三是优势文化重构应注重文化资源传承，

如苏州“百园之城”建设在维护园林文化历史连续性的同时还

惠及当地民生。



— 6—

3.发挥级差优势，打造产业高地。2021 年江苏规模以上文

化企业数量、资产总计和创新研发活动等均居长江经济带首位。

对此，应发挥江苏文化产业的级差优势，坚持错位发展策略，

主导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布局。一是促进非遗手工艺业、文化

服务业、数字创意等新兴现代服务业的集群化发展，巩固江苏

在长江经济带中的行业优势和领军地位；二是通过企业迁移、

产业转移和项目投资等方式，鼓励江苏劳动密集型文化产业外

溢至长江经济带的其他省市，通过“腾笼换鸟”集中力量发展

技术密集型文化产业。

4.利用数字技术，放大示范效应。一是借助人工智能、物联

网、区块链、智能云管理等现代数字手段，通过发挥网络规模

效应，提高江苏文化资源的配置效率，弥合长江经济带文化产

业发展鸿沟；二是通过增材打印、人机交互、虚拟现实、可穿

戴设备、新型影院系统等前沿数字技术，提升江苏传统文化产

业的科技含量，加快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三是组

织相关机构和行业协会，通过学术交流、标准制定和规程编制

等，加强江苏在长江经济带文化领域创新中的示范效应。

（作者李畅，系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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