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风来满眼春。纵观广西文化产业，以文

化旅游、演艺娱乐、动漫游戏、文化会展、工艺美

术、广电新闻出版等为主体的产业体系目前已基

本形成。最近 4 年，广西文化产业增加值增幅均

超过 30%，增加值对 GDP 贡献不断加大，文化产

业开始向千亿元产业和支柱产业冲刺，正在成为

广西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成为提升广西软实力

和新形象的重要力量。

参与“千亿之城——广西文化产业城”规划

的一名学者形象地说：“正如一艘动力十足的

战舰，广西在文化产业的蓝海里乘风破浪，高

歌猛进。”

关键词：重点

重点城市 重点产业 重点项目
担当主力

4 月 20 日至 5 月 18 日，2012《一声所爱·大地

飞歌》人气选手陆续在南宁、河池、玉林、桂林、贵

港、北海、柳州、百色等地展开巡演，之后巡演将

扩展到全国重点城市。随着巡演的启动，2013《一

声所爱·大地飞歌》新民歌季也正式拉开了序幕，这

个由南宁国际民歌节衍生出来的活动一经推出就

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这里的石头会唱歌，这里的流水会弹琴”，

美丽的南宁被誉为“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作为

广西的首府，南宁市以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契

机，用南宁国际民歌节这个文化品牌带动文化节庆

产业的发展，不断提升文化的影响力，并让文化的

影响力成为这座城市的巨大财富。

经过 10多年的培育，南宁国际民歌节已经成

为广西邀约天下宾朋最好的邀请函，成为南宁

第四个“旅游黄金周”。由民歌节引发的文化

效应、投资效应、旅游效应显著增强，不少投资

商因为民歌节认识南宁、爱上南宁，进而到南

宁投资创业。据统计，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

会暨 2012 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期间，南宁市

共接待游客 95.6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09%，其

中境外游客 4.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85%；宾馆饭

店平均入住率 75.21%；全市旅游总收入 9.37 亿

元，同比增长 30.47%。在民歌节的带动下，整

个南宁市的文化节庆产业红红火火，发展出一

批以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特色的“一地

一节”活动，多种多样的节庆活动在为广大群

众提供文化服务的同时，也拉动了县区经济的

发展。

2011 年南宁市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 75.16 亿

元，占全市 GDP 比重的 3.4%，总量居广西之首。

按照《南宁市“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到 2015

年，南宁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将占全市 GDP 比重

的 5%左右。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10 多年的历程，走

出了一条‘政府办节，公司运作，社会参与’的新

路子。”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沈

北海表示，今后，广西还要将这一文化资源转化

为文化生产资源和文化资本，将文化品牌转化为

文化产品品牌，利用和开发其文化价值和经济

价值。

南宁有国际民歌节，桂林则有常演不衰的

《印象·刘三姐》。据统计，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

象·刘三姐》自 2004 年 3 月公演以来，一直保持良

好发展态势。截至 2012 年底，共演出 3905 场，接

待游客 904 万人次，门票收入超过 9 亿元，累计上

缴税费超亿元。更为重要的是，《印象·刘三姐》

开创了中国山水实景演出的新时代，正是“印象”

系列的引领，全国许多著名景点实现演艺文化与

旅游无缝对接，形成崭新而充满活力的旅游演艺

业态。

近年来，广西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

注重培育重点城市、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如今，

这些城市、产业、项目越来越凸显出巨大的威

力。目前，南宁的节庆和演艺产业、桂林和柳州

的文化旅游业、玉林和百色的工艺品业正在形

成，并逐步成为广西文化产业的中坚力量。

关键词：保障

政策保障 规划保障 经费保障
优化环境

近几年，广西始终坚持发展文化产业政策先

行、规划先行的理念，及时出台一系列高层次政

策。2010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关于加快文

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

台，这是广西第一个以自治区政府名义下发、推

动全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工作文件。2011 年初，自

治区政府又印发了《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方

案》，这一配套文件，确保了《意见》的贯彻落实。

2011 年 5 月，《广西文化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正式发布，广西成为全国第一批颁布“十二五”文

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的省区，这为推动区域文化

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按照文化部关于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要求，

2012 年，广西文化厅主动将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广

西创新体系建设，牵头起草了《关于加快推进文

化科技融合发展实施方案》和《关于培育 20 万创

意创业人员的实施方案》等文件，并以自治区人

民政府办公厅的名义正式印发。这项工作走在

了全国前列，得到了文化部的高度肯定，并作为

典型经验广泛推广。

在高层次政策的推动下，广西各地市对文化产

业发展的重视度和关注度迅速提高，推动发展的措

施和办法更加切实有力。南宁、桂林、北海、钦州、

玉林等市相继出台了一批文化产业规划文件，一些

市还专门出台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政策措

施。2012年，南宁市设立了总额达每年 5000万元

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计划对国家级、自治区

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自治区特色文化产业示范

县给予奖励和支持；北海市设立了每年1000万元的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还与中国银行北海分行签

订了《支持北海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争取

到未来 5 年内约 20 亿元的融资支持；钦州出台了

《关于加快坭兴陶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玉林出台

了《关于创建特色岭南文化示范市的实施意见》等。

“当年，广西文化厅投入 20 多万元，培育出

《印象·刘三姐》这个大品牌，靠的就是吸引社会力

量参与。”广西文化厅副厅长洪波说，最近两年，一

系列扶持基金的设立，撬动了大量的社会资本投

入文化产业，也得到更多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为

广西文化产业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金融条件。

关键词：龙头

龙头园区 龙头企业 龙头品牌
引领发展

打开南宁市五象新区的规划图，可以发现一

块地方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正在规划建设的广

西文化产业城。整个园区占地近 3000亩，计划建

成集创意研发、产业孵化、文化旅游、展示交易、

人才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产业园区和文化

服务社区。按照规划，建成后的广西文化产业城

目标产值将达到 1000亿元，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

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文化产业城的核心项目，梅帅元团队打

造的实景演出主题街区可谓万众瞩目。10年前，

他以一部《印象·刘三姐》开创了中国舞台演出的

全新模式，10 年后他重新归来，为五象新区量身

定做一个山水“梦”，打造互动、开放式的全新剧

场形态，将绚丽多姿的广西元素与全球顶尖的演

艺和科技力量相结合，实现“剧在城中，城在剧

中”的奇幻景观。目前，这个项目已经进入土地

出让程序。

如今走进这片热土，可见文化产业项目建设

正如火如荼，设计各异的各种场馆、各类中心拔地

而起……一座“文化为魂，项目为形”的现代化产业

城呼之欲出。

新闻出版业是广西重点构建的现代文化产

业体系。近年来，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集团等出版业龙头企业坚持突出图

书主业，增强文化原创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基础

教育、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女性时尚、青少年读

物、人文社科、美术艺术等优势板块市场影响力

稳步提升，在 2011 年全国出版能力综合监测中，

广西综合出版能力继续保持全国前十位，平均出

版能力位居全国第二位，连续 3年位列三甲。

事实上，近年来，各个级别的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已经逐渐成为广西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军方

阵。截至 2012 年，广西已有 6 个国家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51个自治区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广维

文华、愚自乐园、靖西绣球、钦州坭兴、临桂五通、

榜样传媒 6个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主营业务收

入达 4.48 亿元，营业利润 2.62 亿元；43 家自治区

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主营业务收入达 17.26 亿

元，营业利润 2.22亿元。

此外，在广西沿海地区，总投资达 18 亿元的

北海国际科普动漫产业城项目已经获批立项；投

资1000亿元的中国—东盟国际电影季和中国—东

盟（防城港）国际影视文化产业园项目亦在防城

港拉开了建设序幕；在世界著名旅游城市桂林，

项目预算投资超过 100亿元的保利（桂林）文化产

业园项目合作协议书已经正式签署，而桂林市在

建和储备的重大文化产业项目还有近 10个；柳州

的华侨城、钦州的千年古陶城、凭祥的红木文化

产业园……这些自治区和各市的龙头项目或企

业有力拉动了广西文化产业投资规模，提高了年

度文化产业增加值和占 GDP 的比重，引领广西

文化产业快速稳健发展。

关键词：集群

依托特色 依托资源 依托布局
组建集群

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省区，有壮、汉、瑶、苗、

侗等 12个世居民族。民族特色鲜明多样，文化资

源丰富多元，这是广西建设民族文化强区的基础。

地处中越边境的靖西县旧州村山清水秀，民

风古朴，被誉为“小桂林”。而人们来这里旅游，还

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领略壮乡绣球的神奇与浪

漫。旧州手工绣球起源于宋代，已有1000多年的历

史，直至现在，全村仍有 530户近千人从事绣球生

产，村里家家户户的屋里屋外都挂着各式各样、五

彩斑斓的绣球，与斑驳古旧的老街交相辉映。

作为广西绣球的代表——旧州绣球不仅绣出了

爱情，而且绣来了财富。如今，小小的旧州村绣球年

产量已超过20万个，年产值300多万元，远销我国香

港、台湾和美国、日本、加拿大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像绣球一样，博白县的芒编也编出了美名，

编出了“钱途”。博白芒编原以编织自给自足的

盆、篮、箩、筐、篓等生活用品和模仿制作鸡、鸭、

兔等动物形象玩具为主，经过多年的发展，编织

品种不断创新，花色不断增多，目前已形成以竹、

木、芒、草、藤等绿色环保植物资源为主，以金属、

塑料为辅的 10 多个系列 30 多万个品种。目前全

县拥有编织企业 435 家，产品畅销欧美、中东、东

南亚的 60多个国家和地区，编织业已成为当地的

支柱产业之一。2012 年，全县编织产业实现产值

20.1 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

值的 10.24%；出口 3374 万美

元，税金 7500 万元，占工业税

收的11.29%。全县编织产业

从业人员达到 20 多万人，从

业农民年均增收 2000 元以

上，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作为全国最大

的 编 织 工 艺 品 出 口 基 地 ，

2006年，博白县被评为“中国

编织工艺品之都”。

在广西，绣球、壮锦、铜

鼓、红木、奇石、农民画、坭兴

陶……很多特色工艺品都走上

了产业化道路，其中不少还走

出了国门，挣回了外汇。而依

托它们组建的文化产业集群

正在崛起，正在成为广西文化

经济发展的利器。

今年 4月，广西文化厅评

选命名自治区级的首批 16个

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县和 22个

特色文化产业项目示范县。

“此举旨在进一步挖掘地方

特色文化资源，提高特色文化产业的组织化程

度。”广西文化厅文化产业处处长班华勤说，力争

在广西形成若干聚集和规模效益显著的特色文化

产业示范县，培育一批骨干特色文化企业和具有

地方、民族文化标识的特色品牌。

最近几年，广西依托特色、依托资源、依托创

意，科学规划产业集群布局。目前，已形成规模

的集群包括：以“南宁—桂林—阳朔”为主体的民

族民间演艺产业集群；以博白芒编、靖西绣球和

壮锦等为代表的民族民间工艺品产业集群；以

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等少数民族为核

心的民族文化体验集群；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为核

心的历史文化体验集群；以钦州坭兴陶、梧州宝

石加工等为代表的特色文化创意产品产业集群；

以南宁、柳州、桂林为基地的新兴文化产业集群。

“如今，广西文化产业发展正以集群推动文

化产业从各自为战向集约发展转变，从独占资源

向共享资源转变，从数量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

变。”洪波说。

关键词：融合

与科技融合 与旅游融合 与资本融合
推 动 创 新

4 月 19 日，由巨人网络打造的新旗舰《仙侠

世界》在桂林芦笛岩景区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此前，巨人网络与桂林芦笛景区共同签署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前者将后者的岩溶奇观和田园风

光作为蓝本，植入到《仙侠世界》中，供玩家游戏

过程中分享。同时，芦笛岩景区还将与巨人网络

一道开发主题旅游纪念品并合作开展相关活动。

学者认为，桂林芦笛岩景区与网络游戏这个

新兴行业相互合作，必将构筑丰富的体验组合，

这是桂林旅游和文化产业结合的典范案例，也是

广西文化产业不断创新的一个缩影。

2012 年 11 月，广西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文

化科技融合发展的实施方案》，根据方案，广西文

化产业发展将主打“创意牌”，促进文化科技融合

发展。以工业设计、信息服务、文化会展、动漫游

戏等十大领域为重点，培育 20 万创意创业人员；

以数字服务、文化创意、时尚设计与咨询服务作

为重点领域，建设 3万家创意机构；在南宁新兴产

业园建设文化创意产业聚集中心，培育创意产

品、品牌、企业，打造国际交流平台，建设创意人

才高地，建设广西创意中心。

为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培育动漫游

戏等新兴产业，广西文化厅还牵头制定了《广西

动漫骨干企业、试验园区、人才培养基地评选命

名暂行办法》，评选命名了自治区级的 9家动漫骨

干企业、2 家动漫试验园区、8 个动漫人才培养基

地。其中，南宁九金娃娃动漫有限公司、桂林云

尚动画制作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入选文化部、财

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认定的动漫企业名单，实现

了广西国家级动漫企业“零”的突破。桂林力港

网络科技公司 2010 年产值为 230 万元，2011 年

8500万元，2012年营业收入达到 1.6亿元、完成税

收 1100万元，实现了 3年“三大步”。

洪波表示，未来，广西将着力提高文化产品及

服务的科技含量，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充分吸纳

世界文化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积极进行二次开

发、集成创新，逐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

术、新成果，衍生一大批千姿百态的产品和服务。

具体而言，用高新技术成果改造演艺娱乐业等传

统文化产业；加强核心技术攻关，通过高新技术科

技成果转化，发展动漫游戏、网络电视等新兴文化

产业；以《印象·刘三姐》、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等

为引领和重点，打造一批彰显广西气派的现代声

光电技术和影视特效演艺舞美科技品牌，培育具

有广西特色、科技含量高的文化企业品牌。

与此同时，2011 年 5 月正式发布的《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明确，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优惠政

策，促进各种资本与文化产业融合，助力文化产

业发展。

按照实施意见规划，广西设立1亿元的自治区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采取项目补助、贴息、奖

励等方式，重点扶持龙头企业、重点基地、重点园

区、重大工程和示范性项目等。通过独资、合资、

合作等多种途径，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

业。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组建广西文

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支持重点项目上市；

建立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机制和文化企业信用

评价指标体系，鼓励文化企业通过银行贷款、发

行企业债券等方式，投资开发战略性、先导性文化

产业项目；采取担保业务风险补偿和担保资金支

持的方式，鼓励担保机构为文化企业提供融资担

保；加大对文化企业的贷款支持，对符合信贷条件

的文化企业给予利率优惠，并积极拓展适合文化

产业发展特点的贷款融资方式和相关保险服务。

4
本版责编 张晓楠 2013年 5月17日 星期五专 题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网址：http//www.ccdy.cn 经营管理（010）64298584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西工商广字第 8131号 订阅：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 1．00元

■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总编室（010）64275044 新闻中心（010）64274856 通联发行（010）64298092 广告部（010）64293890

连续4年增幅超30%

广西广西：：文化文化产业产业““战舰战舰””高歌猛进高歌猛进
本报记者 宾 阳 驻广西记者 莫 曲

旧州绣球

2012年《大地飞歌》演出现场 壮锦 广西大湾玉《田园卫士》 广西大湾玉《安居乐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