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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松山湖分会场

东莞市玉兰大剧院

传统行业实力增强
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目前，东莞文化产业已基本
形成了涵盖核心层、外围层和相
关层三大层面，形成了比较完善
而且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化产业体
系。据初步统计，2010年，东莞
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实现增加
值53.1亿元，占文化产业增加值
的 29.7%；“外围层”实现增加值
51.5 亿元，占文化产业增加值的
28.8%；“相关层”实现增加值 74.2
亿元，占文化产业增加值的41.5%。

印刷复制、广播电视、歌舞
娱乐、文化制造等行业是东莞文
化产业的优势行业。近年来，其
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以印刷复
制业为例，2011 年，东莞市有印

刷企业 3019 家，位居广东省地级
以上市第一位，印刷总产值达
308 亿元，占全省的 20%。又如
动漫衍生品制造业，全市现有此
类企业 1000 多家，实现年工业总
产值过百亿。

与 此 同 时 ，东 莞 以 数 字 出
版、动漫制作为代表的新兴文化
产业发展迅速。东莞动漫产业
实现从无到有、从衍生品制造到
原创设计的飞跃，全市现有各类
原创性动漫企业 30 余家，影视制
作机构 20 家，先后拍摄出《大境
门》、《电视台的故事》、《紫檀
王》、《莞香》、《开心宝贝》等知名
作品。2011 年东莞市影视内容
产业年销售收入达 1296 万元，制
作电视剧 9 部，年制作节目时间
1.25万分钟。

特色文化产业势头强劲
一批文化产业园区建成

东莞还立足本地文化资源，
积极打造文化会展业和文体旅游
产业。

现在，东莞是全国最大动漫
衍生品生产基地。利用这一优
势，东莞连续成功举办了 3 届中
国（东莞）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
护与贸易博览会（以下简称“漫
博 会 ”），共 有 来 自 海 内 外 的
1231 家企业参展，吸引了超过
100 万人次的观众，签约成交项
目达 240 多项，总金额达 209 亿
元，有力助推了东莞动漫产业
发展。

东莞是华南印刷重镇，印刷
技术和设备的应用处于全国领先

水平。2007 年和 2011 年，东莞分
别举办了两届中国（广东）国际印
刷技术展览会（以下简称“广印
展”），共吸引了 2000 多家企业参
展和近 30 万多人次观众观展，成
为了世界第二、亚洲最大的印刷
行业展会。

东莞还大力发展商务会展、
文化休闲娱乐产业，全市现有 A
级景区5家，其中4A景区3家，有
各类星级酒店97家。2011年接待
游客 2251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
入191.32亿元。

此外，为适应文化产业集群
化发展的需求，东莞积极规划建
设和引进了一批重点文化产业园
区（基地），其聚集作用和带动作
用逐渐显现。2010年9月，东莞推
动省首家粤港澳文化创意产业实

验园区落户松山湖，并与中国文
化传媒集团等文化央企签订了大
型投资项目合作协议。于2009年
底开业的东莞艺展中心，2010 年
就举办了 150 多场艺术品交易展
览活动，营业额超 3000 万元。东
莞市创意产业中心园区入驻创意
企业45家。另外，广东（东莞）动
漫科技文化产业集群、中国近代
史主题公园、东城数字创意产业
园、永正出版创意产业园等一批
文化产业园区（基地）正在规划和
筹建中。

为扶持文化产业发展壮大，
东莞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2010
年8月，东莞市委、市政府召开全
市领导干部会议专题研究和部署
文化工作，提出把文化产业作为
东莞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性产业
来发展，把建设全国现代文化产
业名城作为了今后10年东莞文化
工作的重要战略任务。2011 年 2

月召开的东莞全市文化工作会议
上，东莞市委、市政府又出台了

《东莞市建设全国现代文化产业
名城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今
后一个时期东莞文化产业的发展
目标、产业规划、工作重点和工作
保障。

当前，东莞正处于推进转型
升级、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

期。实现上述目标，发展繁荣文
化产业、建设现代文化产业名城，
对于优化东莞经济结构、丰富东
莞群众生活和提升东莞城市形象
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东莞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提出了下一
步该市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把
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摆在突出
位置、把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作为主要任务、把完善现代文化
产业市场体系作为重要支撑。

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据介绍，东莞将在现有文化
产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制定出
台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措
施，逐步完善扶持政策，加大资金
扶持力度，为文化产业发展营造
良好的外围环境。

目前，东莞已草拟了东莞市
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文化产业园区（基地）认定
管理办法、重点文化企业管理认
定办法、东莞市扶持动漫产业发
展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文化产业发
展扶持政策，并征求了社会各界
意见，即将出台实施。此外,东莞
还将针对产业集群发展、重点产
业类别的发展出台专门的扶持政
策，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根据文化名城战略部署，东
莞市财政从 2011 年至 2015 年将
设立总额16亿元的文化产业名城
建设专项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的使用方法为：支
持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建设、培
育龙头文化企业发展、建设文化
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打造知名品
牌项目、奖励文化产业成果、补助
文化企业贷款利息等。

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如何构建具有鲜明特色、明
显优势以及具有核心竞争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文化产
业体系，是东莞市文化部门正在
努力思考和积极推进的课题，这
也是东莞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
任务。东莞逐渐形成的思路是
培育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做大做
强特色文化产业、改造提升传统
文化产业。

据介绍，东莞重点培育发展
的新兴文化产业包括广告设计、
建筑设计、工业设计、时装设计、
家具设计等创意设计行业，集原
创设计、生产制作、出版发行、外
包加工和衍生品研发、生产、销售
于一体的动漫游戏业，以现代高
科技特别是信息、数字技术为依
托的广播影视业、新闻出版业和
新媒体产业，同时鼓励制作开发
资讯型、商务型、网游型、通讯型、
教育型、下载型软件和网站。

为鼓励文体旅游、会展等特
色文化产业做大做强，东莞将发
展包括人文历史、文物建筑、商贸
文化、自然生态、体育比赛等内容
的文体旅游产业，利用虎门鸦片
战争遗址、可园博物馆等历史文
化资源，打造一批国内外知名的
文化旅游项目；依托东莞发达的
会展业基础，结合产业特色和人
文资源，重点发展动漫、印刷、民
间民俗、生态旅游、艺术收藏类文
化会展产业。

东莞实力雄厚的制造业正面
临转型升级的难题，传统文化产
业亦是如此。东莞正加快创意设
计和新技术在印刷复制、图书出
版、文化产品制造等产业的运用

和普及，不断提升演艺娱乐产业
的发展水平，促进文化与科技相
结合。

完善现代文化产业市场体系

在出台各种政策措施激发企
业发展活力的同时，东莞将积极
做好基础性服务工作，搭建各类
公共服务平台，具体措施包括突
出园区（基地）建设的积聚、突出
文化展会的对接、突出文化科技
的融合。

产业园区（基地）建设方面，
东莞将在土地使用、用水用电和
税收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吸引
企业入驻，不断提升文化产业的
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发展，以
形成产业集聚和规模效应。同
时，做大做强松山湖粤港澳文化
创意产业实验园区，扶持发展东
莞市中心创意产业园区和塘厦

“东八区”音乐创意产业园，发展
动漫科技文化产业集群和现代印
刷产业集群。

针对已形成的漫博会、广印
展两大文化展会，东莞将立足制
造业和印刷业发达的优势，坚持
市场化、专业化的办展思路，搭
建动漫业、创意业、设计业与制
造业的对接平台，并做大做强广
印展，推动东莞印刷产业不断升
级发展。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是东莞文
化产业的特点之一。依托东莞电
子信息产业发达的优势，东莞正
规划和筹建一批文化产业技术孵
化器，推进文化、科技和制造的融
合发展，努力提升东莞文化产业
的科技含量和科技、制造产业的
文化内涵，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插
上科技的翅膀。

谈起广东东莞的文化产业，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组数据：2010年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178.77亿元，

比2009年增长17.9%，占全市GDP比重为4.21%；2011年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超过200亿元，比2010年

增长11.9%，占全市GDP比重为4.22%。这份“成绩单”表明，东莞的文化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文化产业已成为东莞支柱性产业，成为东莞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东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广东省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部署，把发展文化产业作

为推动文化繁荣和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和着力点，提出了建设全国现代文化产业名城的

工作目标。

一年一度的深圳文博会
是一个面向世界的极佳展示
平台。与深圳相邻的东莞今
年首次以市政府的名义组团
参展，积极展现东莞丰富的文
化内涵及建设成果，提升城市
形象和影响力。

第八届文博会东莞展馆
位于深圳会展中心 1 号馆的
广东组团内，展厅总面积为
200平方米。展厅将以“东莞
文化‘智’造”为主题，通过视
频播出、实物展示、现场互动
和宣传品等多种形式，多角度
呈现东莞文化建设的新特色、
新成果，着重展现具有东莞特
色的“创意+制造”“文化+科
技”的理念及代表企业，重点
推介东莞松山湖粤港澳文化
创意产业实验园区、漫博会等
文化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及动
漫衍生品制造等内容。

一、演艺成果展示

东莞致力于打造成为“音
乐剧之都”，将音乐剧的动感、
活力、热烈融入本土文化。东
莞创作推出了一批颇具影响
力的音乐剧作品，如《蝶》、《爱
上邓丽君》、《三毛流浪记》和

《王牌游戏》等。《蝶》荣获第二
届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最
高奖特别奖、第九届中国艺术
节文华大奖特别奖和广东省

“五个一工程”奖。《爱上邓丽
君》荣获第五届韩国大邱国际
音乐剧节最高奖项DIMF奖，
标志着莞产音乐剧真正迈向
了世界艺术舞台。

东莞市影视创作日趋活
跃，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如《抗
日名将蒋光鼐》、《七妹》、《名
门新娘》、《孩子你在哪里》、

《狭路相逢》、《拯救之非常地
带》等。首部以莞香为题材的
电视剧《莞香》，通过讲述莞香
世家种香、卖香、品香的故事，
再现了东莞民俗史上的莞香
传奇。

二、动漫创意产品展示

动漫创意产业是东莞战
略新兴产业的一个重要支
点。东莞以松山湖粤港澳文
化创意产业试验园区为核心，
以漫博会为平台，积极引进水
木动画、新艺文童话、中国动
漫集团和中国文化传媒集团
等龙头项目，扶持培育传媒研
达、明星创意、创造者、漫彩、
和丰、艾力达、功夫龙等一批
优秀动漫企业，成功创造了拽

猫、功夫龙、哈哈咪等本土原
创动漫形象。东莞现已初步
形成了动漫原创、动漫衍生品
开发、网络游戏、影视传媒、工
业设计、动漫中介服务等较为
完善的文化创意产业链。

三、创意“智”造成果展示

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
创立了唯美、马可波罗、罗丹
三大品牌，获得380项国家专
利。唯美陶瓷坚持技术创新
与文化创新，将现代技术与仿
古风格完美结合，推出了亚光
仿古砖。该产品融合传统的
手工雕刻工艺和现代的陶瓷
工业技术，既发挥了建筑材料
的实用功能，又凝结了艺术品
的欣赏价值。2005 年投资建
设的“唯美陶瓷博物馆”，于
2007 年 4 月升级为中国建筑
陶瓷博物馆。

东莞龙昌玩具有限公司
以生产遥控电子塑胶玩具及
智能电子玩具为主，产品主销
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现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遥控及智
能玩具的研发及生产企业之
一。龙昌玩具实施科技创新
战略，并制定了知识产权战略
推动创新战略的实施。自主
创新使龙昌获取累累硕果，到
目前止，龙昌共申请专利365
项 ，申 请 商 标 注 册 56 件 。
2007 年 ，公 司 开 发 的
I-SOBOT人型机器人被认定
为世界上最小的智能机器人，
被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

四、公共服务平台展示

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三届
的漫博会永久落户东莞，借
助漫博会，可以抓住动漫创
意和动漫衍生品制造两大核
心环节，推动东莞乃至整个
珠三角动漫产业迈上新台
阶。在业界初步形成“北杭
州，南东莞”的动漫产业展
会格局。

广印展是北京国际印刷
技术展览会的姊妹展。自
2007年开始，每4年在东莞举
办一届，目前已成功举办 2
届。该展重点面向中国、东南
亚、南亚和中东市场。来自世
界各地的参展商在此展示他
们的新理念、新技术、新产品
及先进实用的印刷机械设
备。2011 年 4 月的第二届展
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1261家
企业参展和 17 万观众观展，
现场成交额超过50亿元。

东莞：建设现代文化产业名城

东莞文化“智”造
精彩亮相文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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