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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新疆借力北京文博会

文化产业发展分外热闹
本报记者 苏丹丹

优秀青年设计师作品亮相北京文博会

西部正在成长为中国文化发展西部正在成长为中国文化发展新主力新主力

2015中国文化发展指数（CCDI）发布
本报记者 蔡 萌

第36届全国文房四宝艺博会将在广东举行

缅甸矿珀展交会在北京潘家园举行

国家文化产业项目服务平台精品项目展示（第 14期）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项目成果将发布

项目名称：东方太极文化园

所在地：河南省焦作市

所属行业：文化旅游

投资总额：3.95亿元

项目需求：融资 1.8亿元

项目主体：河南东方太极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芒砀山汉文化旅游区

所在地：河南省永城市

所属行业：文化旅游

投资总额：3.6亿元

项目需求：融资 1.2亿元

项目主体：永城市芒砀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黄帝史诗》

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

所属行业：动漫

投资总额：4800万元

项目需求：融资 1500万元

项目主体：河南多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玉制民族系列乐器生产及演出项目

所在地：河南省南阳市

所属行业：工艺美术

投资总额：3087万元

项目需求：融资 1500万元

项目主体：南阳市拓宝玉器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牧野传奇》

所在地：河南省新乡市

所属行业：动漫

投资总额：1800万元

项目需求：融资 550万元

项目主体：河南志锐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夷城文化产业园

所在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所属行业：文化旅游

投资总额：30亿元

项目需求：融资 2亿元

项目主体：利川市时代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襄阳文化产业园

所在地：湖北省襄阳市

所属行业：数字文化服务

投资总额：9.3612亿元

项目需求：融资 2.3亿元

项目主体：襄阳智谷文化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三国赤壁古战场文化旅游项目

所在地：湖北省咸宁市

所属行业：文化旅游

投资总额：2亿元

项目需求：融资 1亿元

项目主体：湖北三国赤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夷水丽川》

所在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所属行业：文化旅游

投资总额：8000万元

项目需求：融资 3000万元

项目主体：利川腾龙风景区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电声乐器海外推广与互动体验平台建设

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

所属行业：数字文化服务

投资总额：6800万元

项目需求：融资 2800万元

项目主体：武汉艾立卡电子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昭君文化大舞台

所在地：湖北省宜昌市

所属行业：文化旅游

投资总额：2508万元

项目需求：融资 200万元

项目主体：湖北昭君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武陵天籁》

所在地：湖南省张家界市

所属行业：演艺

投资总额：1.8亿元

项目需求：融资 1亿元

项目主体：张家界魅力湘西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名称：《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

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

所属行业：动漫

投资总额：3984万元

项目需求：融资 2900万元

项目主体：湖南拓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山猫兄弟和足球》

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

所属行业：动漫

投资总额：1664万元

项目需求：融资 500万元

项目主体：湖南山猫卡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蓝猫《猫仔》移动端娱教 APP

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

所属行业：动漫

投资总额：400万元

项目需求：融资 100万元

项目主体：湖南蓝猫动漫传媒有限公司

10 月 29 日，为期 4 天的第十届中国北

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北

京文博会”）在北京揭幕。自 2006 年创办至

今，北京文博会已经走过了 10 个年头。很

多文化企业通过这一展示交易的平台，渐

渐有了知名度，得到社会认可，寻找到了企

业发展的突破口。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

西部地区的青海和新疆非常重视北京文博

会的平台效应，每年都组团参展或观摩，展

会上的交易规模和达成的意向签约额度年

年攀升，给参展企业和当地的文化产业发

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在 10 周年之

际，记者跟随媒体采访团走进青海和新疆，

深入走访参展文化企业，试图借此勾勒出

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图景。

从动员参展到争相报名

2006 年首届北京文博会举办，青海就

开始组织企业去参展。谈起当年组织参展

的情景，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副厅长

康海民记忆犹新：“组织难度非常大，由于

不清楚北京文博会这个平台的作用，很多

企业提出管吃住、管路费、赔误工费才愿意

参加。所以第一年，青海只有五六家企业

参展，销售情况也不乐观。当时我们的文

化企业还不成熟，文化产品的经营理念也

跟不上。一年年参加下来，青海省的参展

规模越来越大，最多的时候有十五六家企

业，现场销售额达到几百万元。不仅如此，

还带回来了一些签约项目。如今，只要一

声招呼，文化企业就会争相报名参展。”

青海工艺美术厂有限责任公司就是北

京文博会这一平台的受益者。这家企业主

打产品是昆仑玉，公司的梁安世书记表示，

由于昆仑玉在 1996 年才被发现，一直不被

国人认识。后来通过参加北京文博会，宣

传推广昆仑玉的相关知识，大家才对昆仑

玉有了初步了解。2008 年，昆仑玉被选为

北京奥运会奖牌“金镶玉”的指定玉石用

料，知名度也就更高了。

不同于青海，新疆在前 6 届一直是组团

观摩，直到第七届才开始正式参展。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化产业处处长艾尼

江·克依木表示，新疆元素的特色文化产品

在北京文博会上非常受欢迎，销量可观，每

年有近百万元的销售额。“通过参加北京文

博会，新疆的文化企业和产品得到了很好

的宣传，我们也开阔了视野，从北京和其他

兄弟省份那儿学习到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先

进经验，为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带来了新的

思路。”

新疆圣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要经营

沙艺画，以沙子为原材料作画，将塔克拉玛

干沙漠的沙子变废为宝，产品在当地和中

亚国家已经打开了市场。虽然这家企业还

没有参加过北京文博会，但副经理卡丽比

努尔·阿布都热合曼已经对此充满期待，

“当地很多企业通过参加北京文博会打开

了市场销路，找到了商业合作伙伴。我们

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让更多人认可我们

的产品。”

交易之外，学习交流同样重要

参加北京文博会这些年，青海和新疆

都获益良多。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提

供的资料显示，第九届北京文博会青海文

化产品销售收入达 280 万元、订货额达 333

万元，比往年都有增加。更为重要的是，青

海特色文化产品通过宣传推介、展示交易，

已在国内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藏毯、藏绣

等文化产品远销国外，受到越来越多国内

外人士的青睐，许多国内外客商和青海文

化企业建立了长期业务往来关系，形成了

多条国内外文化产品销售链。

而新疆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借

助北京文博会的平台，在对外文化贸易方

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据艾尼江·克依木

介绍，新疆卡尔罗媒体科技有限公司与伊

朗 ALPHABET 控股国际集团共同制作的动

画片《一千零一夜》已经在伊朗国家电视台

播出，收到很好的反响。新疆华艺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在塔吉克斯坦做手机增值业

务，把中国的音乐、视频输出去。新疆乌鲁

木齐阿拜之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哈萨克

斯坦哈萨克电影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

“新疆与丝路沿线国家的交流越来越频繁

了，这其中文化企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艾尼江·克依木说。

每年都在增加的销售额和订单数让参

展企业高兴不已，不过对于地处西部的青

海和新疆，他们看重的还有向其他地区学

习交流的机会。“青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

文化产品种类也很丰富，但是产业化程度

不高、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经营和创意设计

的理念跟不上，我们的企业需要在北京文

博会上多观察学习，打开眼界、拓宽思路，

想办法将传统文化产品与人们的生产生活

对接，这样才能获得更强的生命力。”青海

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文化产业处处长刘文

秀说。

对此，同仁县热贡龙树画苑总经理完

德颇有感触，“以前热贡唐卡的创作都是

家庭模式，难以形成规模，在参加北京文

博会的过程中，热贡唐卡在北京打开了名

气，进而走向国际市场。”新疆八大画廊艺

术有限公司艺术总监施苏萍也表示，每一

次参加北京文博会，对她业务的提升都有

促进，让她对公司的发展方向有了更清晰

的认识。

以点带面，带动省区文化产业发展

北京文博会强大的平台效应受到认

可，但每年来参展的企业毕竟有限，以点带

面，带动省区文化产业发展，这才是青海和

新疆最愿意看到的。

“北京文博会为宣传青海丰富多彩的

民间文化，推介特色鲜明的‘大美青海’的文

化魅力，展示独具魅力的特色文化产业提供

了一个平台，促进了青海特色文化产业的快

速发展。”刘文秀说，通过参加北京文博会，青

海黄南州热贡画院（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循化县博艺旅游文化有限公司（国家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青海金宝海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同仁县热贡龙树画苑、海南州布绣嘎

玛民族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等从当初的小

作坊发展成为上规模、文化市场占有率较高

的文化企业，日常经营状况良好，对当地文化

产业发展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得益于北京文博会这一平台的宣传推广，

以热贡艺术为代表的青海特色文化产品近几

年走俏市场，给当地的企业和村民带来了可

观的经济收益。“走进同仁县，推开村民家的

门，你们都会感到震惊，家家户户不是在画

唐卡，就是做堆绣，或者做石刻，原来这些传

统文化产品只与宗教有关，现在老百姓还在

想着怎么和市场接轨。”完德说。

当然，对于文化产品来说，在产业化进

程中会带来质量难以保证的问题。刘文秀

表示，以唐卡为例，以前是为寺庙等制作

的，创作者怀着敬畏虔诚的心去绘制，作品

质量有保证，如今进入市场后，一部分创作

者难免浮躁，质量可能有所下滑，这是我们

在极力避免的。“政府部门也在通过举办唐

卡绘制技艺大赛这样的方式来引导产品质

量提升，规范市场。”刘文秀说。

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和上海交通大学共

同举办，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上海交通

大 学 中 国 文 化 指 数 研 究 中 心 具 体 承 办 的

《2015：中国文化发展指数（CCDI）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近日对外发布。这是国内首

次发布文化发展指数，提出了全国、省区市

和农村“三位一体”为特征的中国文化发展

指数分析框架，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文

化文物统计年鉴》（2007—2014）、《中国统计

年鉴》（2007—2014）和政府官方网站。报告

旨在借助中国文化发展指数的编制和建立

来引导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目标、路径和政策

选择，提高文化发展规划水平，为中央和地

方政府制定文化发展规划、文化发展战略提

供决策依据。

文化发展进入稳健期

“开放型是今天中国发展的主要特征，

建立开放型条件下中国文化发展指数，是要

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为我国文化发展提供

一个可分析与度量的政策工具。”报告执笔

人之一、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胡惠林说。基于

此，报告从我国文化发展国情出发，针对全

国层面、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层面和农村

构建了各自的文化发展指数体系，分别称为

“中国文化发展综合指数”“中国省区市文化

发展指数”及“中国农村文化发展指数”。

根据报告，2008 年，“中国文化发展综合

指数”比 2007 年环比指数下跌了 58.25 点，

2009 年则在 2008 年的基础上增长 60.39 点，

此后，呈稳步增长发展态势。这说明，在经

历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

造成的我国文化发展突发性失速后，中国文

化 发 展 开 始 了 发 展 理 性 的 恢 复 性 修 复 。

2011 年起，中国文化发展理性修复基本完

成，2011 年至 2013 年指数呈稳步增长发展

态势，波动区间为 7点。

“这一总体发展趋势与我国宏观形势发

展基本一致，凸显宏观经济形势对我国文化

发展的制约性影响。”胡惠林表示，纵观 2006

年至 2013年我国文化发展总体态势，虽有大

的剧烈波动起伏，但综合指数值均大于 100，

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基础设施指数连年递

增，这表明文化发展持续进步、总体发展幅

度合理，开始进入稳健发展、健康发展、可持

续发展的新阶段。

西部正在成长为文化发展新主力

“我国文化发展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

局。东部地区是我 国 文 化 发 展 动 力 的 引

擎，西部地区是我国文化发展的腹地；东西

部文化发展出现发展速度的结构性变动。”

对于我国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报告执笔

人之一王婧如是概括。

根据报告，2011 年至 2013 年，江苏、北

京、上海、浙江和山东稳居全国文化发展前

列，广西、甘肃、贵州、青海和宁夏等省区排

在全国倒数 10 位，四川则是连续 3 年进入

排名前十的唯一一个西部省区。值得注意

的是，“十二五”期间出现了显著的发展排

名的结构性变化：西部地区排名不断靠前，

而东部地区则连续后移。在 2011 年至 2013

年中，连续进步的 6 个省区中，除福建外，

其余均属西部省份；而连续后移的 7 个省

区中，除重庆外，均为中部和东部地区。对

此，胡惠林解释：“东部地区文化发展的结

构性调整明显，文化发展正在逐步从速度

型向质量型转变；而西部地区文化发展的

速度型特征明显，正在成长为中国文化发

展新主力。”

由此可见，速度与质量正在建构中国

东西部文化发展新格局，将从根本上改变

中 国 文 化 发 展 内 生 动力结构。而文化财

政投入、文化基础设施、文化保护传承、文

化人才资源、文化创新能力和社会文化参

与，则是构成地区文化发展梯次变化的影

响性要素。报告显示，西藏文化发展的进

步主要因为文化财政投入、文化基础设施

和文化保护传承提升明显；新疆和云南以

软环境建设为主，文化人才资源和文化创

新能力均有明显提升；同时，新疆的文化保

护传承水平也提升明显。报告预测，西藏、

新 疆 和 云 南 在 未 来 文 化 发 展 中 将 取 得 更

大进步。

农村文化“补差式发展”特征明显

在这份报告中，农村文化发展首次被

纳入中国文化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对

此，胡惠林表示，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

国，农村文化发展数量、速度和质量是长期

影响和决定中国文化发展数量、速度和质

量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通过对比 2011 年至 2013 年的农村文化

发展排名变化可以看出，浙江、江苏、广东和

山东连续 3 年处在全国农村文化发展前列，

新疆、内蒙古等九省区名列全国后 10位。排

名进步的有浙江、江苏等 10 个地区，退步的

有上海、山西等 5 个地区，前者数目明显多

于后者，这与我国实施和推进的新农村建

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

略密切相关，显示出农村文化“补差式发

展”的鲜明特征。报告认为，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全覆盖推进，是形成整体性高

速发展地区明显多于相对退后地区的直接

的政策性和制度性因素。

文化 人 才 资 源 、文 化 基 础 设 施 、文 化

经 济 流 量 和社会文化参与度是构成和影

响农村文化发展总体进步性程度的四大主

要原因。报告认为，中国省区市文化发展与

农村文化发展稳定与协调程度，形成并构造

了我国文化发展先进、成长和待成长三大主

要地区类型。此外，胡惠林坦言，中国农村

文化发展指数由于数据体系尚未完善，相

比其他两种指数缺失较多，暂时还不能度

量各地区的农村文化创新水平。

本报讯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 日，文化部、财政部文化

产业创业创意人才扶持计划优秀青年设计师作品在第十

届 北 京 文 博 会 展 出 ，百 余 件 作 品 吸 引 不 少 专 业 观 众 前 来

参观并洽谈。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的精神，文化部、财政部于 2014 年启动文化产业

创业创意人才扶持计划，2015 年，该计划以“提升文化产业创

业创意水平，促进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为年度主

题，由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作为项目申报单位负责整个计

划的具体组织实施。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后，将在加强入库人才展示推介、培训交流的同

时，积极探索搭建创业辅导、企业孵化、成果转化平台等更

丰富的扶持方式，推进扶持计划走向深入。 （蔡 萌）

本报讯 由中国文房四宝协会、《中国文房四宝》杂志社

主办，肇庆市端砚协会、肇庆市德业基投资有限公司承办的

第 36届全国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将于 11月 6日至 9日在广东

省肇庆市中国砚村举行。

肇庆被称为中国砚都，是端砚的原产地，文化底蕴深

厚。据主办方介绍，此次艺博会参展企业有 100 多家，展品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宣纸、毛笔、书画墨、书画印泥、各类名

砚、石章石料等文房四宝用品用具，展出产品均是行业中的

著名品牌与大师制作的精品。其中，仅名砚就有端砚、歙砚、

洮砚等砚种。艺博会期间还将举行“2015 端砚线上线下联合

专场拍卖活动”，并将举办中国端砚精品展及砚都成就图片

展，展示 10 多年来端砚文化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此外，为了

进一步丰富艺博会文化氛围，推动端砚雕刻技艺创新，“2015

中国砚村首届端砚雕刻技能大赛”也于近日在中国端砚展览

馆举行。 （毕中林 段建新）

本报讯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将于 11 月上旬发布 4

项重大课题结项成果，包括《国家与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绩效评估》、《中国城市文化

竞争力研究报告》、《北京与世界文化中心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模

式比较研究》。

据介绍，这 4 项课题聚焦于当前北京文化发展的核心问

题，既有对上一时期文化发展效果的总结，也有对下一阶段文

化发展路径的建议。课题建立在田野调研与数据分析基础

上，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与较高的政策参考价值。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是首都师范大学与民进北京市

委共同建设的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机构。研究院以国家文化

中心的顶层设计为目标，致力于研究国家与北京文化发展面

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自 2012 年成立以来，已面向国内

外发布重大课题招标 23项。 （苏丹丹）

本报讯 潘家园首届尚亿年琥珀精品展览交易会近日

在北京潘家园展厅举行，本次展览交易会为期 16 天，展出

了几十件缅甸矿珀精品。展品均由尚亿年设计师与拥有

10 多年工作经验的老手工艺人共同设计雕琢而成，其精湛

的技艺使不同的琥珀类型在不同光线下呈现出深红、樱桃

红、金色、紫罗兰、水蓝等绚烂的光彩。此外，交易会上南

北派雕刻领军人物作品齐聚现场。中国当代琥珀雕刻艺

术领军人物陈焕升、南派琥珀雕刻艺术家干志锋等带来了

《龙纹杯》、《丹凤朝阳》《金蝉聚宝》等多件获奖琥珀雕刻作

品。缅甸矿珀年代久远、品质坚韧，其中常含有昆虫，清晰

美观。 （蔡 萌）

本报讯 10月25日，藏语电影《塔洛》在北京 MOMA百老

汇电影院举行点映。此前两天，影片主演西德尼玛和摄影师

吕松野被澳大利亚“亚太电影奖”提名为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摄

影师。

《塔洛》是万玛才旦的第五部藏语影片，相比之前作品

所呈现的“松散”，该片处处凸显着导演的“设计”，摄影师

的镜头运用和男女主演的表演使整部影片情感显得饱满

而立体。

该片自 9 月 4 日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首映以

来，陆续被加拿大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和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

选中，并被台湾金马奖提名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改

编剧本、最佳摄影四项大奖。据悉，北京点映之后，11月 1日，

《塔洛》还将在深圳“时间轴上的倒影——举重若轻艺术电

影展映第八季”上作为开幕片放映。 （程丽仙）

藏语电影《塔洛》在京举行点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