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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天心文化产业园：培育文化企业“创业沃土”
张 玲

长沙天心文化产业园 2008年 4月成立，核

心园区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主城区，面积 8.5 平

方公里。2011 年 2 月，园区被文化部授予“国

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2012 年 8 月成为“国

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是全国 10 家示范园

区之一，并获评“2012 年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最

具发展潜力十大园区”，2017年获评“全国版权

示范园区”。

近年来，长沙天心文化产业园呈现出蓬勃

发展势头。该文化产业园根据长沙天心区的

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量体裁衣，打破封闭式园

区的固有模式，以产业政策为向导，尊重市场

规律，聚合了文化产权交易所、版权登记中

心、商标注册中心、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等产业

发展要素功能，激发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化界

人士的积极性。中南国家数字出版基地、长

沙国家广告产业园、国家音乐产业基地湖南

园 区 、国 家 地 理 信 息 产 业 湖 南 园 区 纷 纷 落

户 ，培 育 壮 大 了 文 化 创 意 、影 视 传 媒 、艺 术

品、演艺娱乐和文化旅游五大产业集群，发展

规模稳步提升，长沙天心文化产业园正朝着

中南地区最具代表性和示范性的“创客乐园”

不断迈进。

政策扶持，发挥企业集聚效应

自 2012 年长沙天心文化产业园被评为

“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以来，长沙市天心

区坚持提升传统文化产业与壮大新兴文化产

业并重、加大财政支持与重视市场运作并重，

以重点产业为纽带，积极引导周边地区文化企

业向园区集中，引导园区文化企业向功能分区

模块集中，形成产业集聚效应，积极争当发展

文化产业的先行者和探索者。

近年来，天心区认真贯彻湖南建设文化强

省、长沙建设国际文化名城的战略部署，为切

实推动“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建设发展，

2013 年确立了“商贸老区、金融强区、文化新

区”的建设发展目标，将发展文化产业上升到

区域发展战略层面。

园区发展得到湖南省政府、长沙市政府的

高度关注，2015 年 2 月，长沙市委、市政府提出

加快天心文化产业园发展，明确“出台支持园

区政策，理顺园区管理体制”。2016 年 4 月，

长沙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国家级长

沙天心文化产业示范园发展的实施意见》，提

出“将园区作为长沙市推进文化金融合作试

验区、文化自贸区创建的试点单位”“园区重

大 项 目 和 活 动 会 商 联 动 由 副 市 长 牵 头 ”。

2017 年 3 月，长沙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支撑长沙创建国家

中心城市的实施意见》，提出“推动天心文化

产业园创建国家版权示范园区，以园区为载

体打造国家中南版权贸易基地”。2017年 4月，

长沙天心文化产业园纳入 2017 年全省文化

创意类重点项目。2017 年 6 月，《长沙市委市

人民政府文化消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提出

“重点培育以天心文化产业园为核心的传统

文化消费聚集区”“推进贺龙文化创意创业中

心建设”。

长沙天心文化产业园以产业政策为导向，

打造突出特色的两种发展模式。一是文化产

业聚集区发展模式。长沙天心文化产业园在

园区建设方面打破一般封闭式园区的固有模

式，在一个较广的地域范围内，将原有分散的

企业资源集中起来，在更高层面聚集园区文化

产业资源优势，引导产业发展。园区依托长沙

古城中心区位优势及文化资源丰富、商业氛围

浓厚、设施配套齐全等便利条件，建设了六大

文化片区和 6 条特色文化街巷，突出文化旅游

商圈发展；依托田汉剧院、贺龙体育中心、长沙

老广电大厦及周边 30 万平方米，引进企业近

300 家，打造了长沙最大的文创企业聚集地。

二是传统工业厂房发展模式，总投资 30 亿元，

建设实体园区——创谷。一期规划 7 万余平

方米，已建成 5 万余平方米，共 7 栋高层建筑，

总建设面积 21万平方米，目前已投资 18亿元，

引进企业 100多家。

截至 2016 年底，长沙天心文化产业园共

有文化企业 800 多家，其中传统文化企业 300

多家、新兴文创企业 500多家、资产亿元企业 8

家、上市挂牌企业 4家、后备上市挂牌企业 5家，

文化产业产值约170亿元、增加值约60亿元。

整合资源，建设六大服务平台

开放式的特性要求园区在发展过程中必

须获得企业认可，吸引更多企业集中、抱团发

展，这也确定了园区的主要职责是依托各服务

平台，为园区企业提供切实有效、促进发展的

服务。在此基础上，园区重点聚合了文化产权

交易所、版权登记中心、商标注册中心、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等产业发展要素功能，搭建了六大

公共服务平台。

创业孵化平台。打造了“贺龙”、嘉盛国

际、恒力卡瑞尔 3 个文化创意创业中心；引进

长沙体育创客空间、太平里文创社区、商标双

创基地；建设实体园区——创谷，引进清华启

迪、金贝转创中心等孵化器。

政策服务平台。对接各级各部门专项资

金与政策，提供“一站式”政策服务，重点指导

企业申报文化产业、移动互联网、科技、知识产

权、财源、人才等资金和项目，每年帮助企业对

接各级资金 2000万元以上。

人才培训平台。与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

业研究中心、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北

京新元文智集团、长沙市人才市场、前程无忧

招聘网建立合作关系，为企业免费提供人才输

出、培训、招聘等服务；举办园区高级文创人

才、企业高管培训。

交流展示平台。定期举办文创企业版权

运营等产业发展交流会；组织企业家赴全国知

名企业考察学习；组织参加深圳文博会、香港

国际授权展等重要展会；建设门户网站、微信

公众号、企业信息库，促进企业交流合作与园

区资源整合。

知识产权保护平台。引进湖南版权工作

站、长沙商标中心、长沙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天

心分中心、惟盛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供版权

和商标权登记、知识产权保护与维权一条龙

服务，并于 2017 年 10 月获评“全国版权示范

园区”。

金融服务平台。长沙市、天心区两级政府

出资组建园区文化产业基金；支持企业上市挂

牌发展；组建长沙文化金融服务中心，健全文

化艺术品、版权、商标权、股权等融资体系；创

建全国文化金融合作示范区。

园区通过一系列、全方位服务，在各个重

要方面给予企业扶持，得到企业一致认可。公

共服务平台发展的实践证明，必须扩大政府公

益性和引导性，使园区建设有效契合企业发展

的实际需求，在服务企业的同时起到整合资

源、搭建企业沟通平台作用，才能凸显“1 加 1

大于 2”的产业效应。

创新渠道，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园区通过不断推动文化与金融资本融合，

多层次引导资本市场支持文化企业。一方

面，联合各银行开展战略合作，优先为园区文

化企业和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特色金融服

务，金融、资本市场等不同主题的信息咨询和

培训服务，积极创建全国文化金融合作示范

区。另一方面，通过引进众筹网、风投机构、

华强文化艺术品交易中心、联合利国文化产

权交易所等金融机构，提供个性化融资产品，

促进优质项目与实力投资者高效对接。

园区围绕文化主题，引入金融资本，探索

新的融合模式，推动了文化生产方式、营销方

式、传播方式创新，拓展了新型文化产品和服

务。企业在资本和实业双驱动理念下，促进

推动文化产业内涵式增长、集约化发展，统筹

文化产业发展，集合各方有效资源，打造主业

突出、集聚效应明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秀

文化产业集聚区，加快建设文化产业创新、示

范和孵化基地，促进文化资源合理配置，增强

产业发展后劲。

同时，园区整合运用国家部委、省市支持

园区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定出台了文化产业发

展奖励办法、企业入园管理办法、文化创意创

业中心管理办法，形成了企业入园接待、走访

机制和信息核准机制。园区采取租金奖励、购

置奖励、税收奖励、名牌名企奖励、人才奖励、

知识产权登记奖励、文化金融奖励、上市奖励、

孵化器奖励、招商引进奖励以及重大项目保障

等方式，全方位支持文化企业发展，重点招商

引进文化创意、影视传媒、艺术品、动漫游戏、

信息产业、音乐演艺、体育赛事和文化旅游八

大产业。2016 年，园区为 100 多家文化创意企

业发放扶持奖励资金 2000万元。

突出宣传，形成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

近年来，长沙天心文化产业园策划了中

国长沙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天心阁峰会、影视

论坛、艺术品论坛、文化金融发展论坛、中小

文化企业项目投融资路演湖南站等活动，有

效 扩 大 了 园 区 影 响 。 与《湖 南 日 报》、新 湖

南、华声在线、腾讯大湘网等媒体建立合作，

及时报道园区、企业发展情况。

同时，园区企业自发开展宣传推广，带动

相关企业和产业入驻。2012年以来，成功引进

中广天择传媒、和光传媒、红网、新浪湖南、长

河影业、好样传媒、楚人传媒、永熙动漫、欣之

凯、中国银都、联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所、华强

艺术品交易中心、惟盛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版

权工作站、版权交易中心、商标中心等 300 多

家企业、机构和项目。

推进融合，构建多元产业格局

园区文化产业门类丰富。为实现综合发

展，园区推进文化与科技、金融、旅游、体育等

产业的融合，构建了多产业协同发展的生动格

局，形成了文化创意、影视传媒、艺术品、演艺

赛事和文化旅游五大产业共同发展的综合性

文化产业体系。

文化创意产业。积极推动文化创意与科

技融合发展，培育和引进艺尚源、永熙动漫、顺

风传媒、景想传媒、中南国际会展、东道集团等

一批文创设计企业，其中酷贝拉被授予“中国

青少年体验教育基地”。

影视传媒产业。新浪湖南、红网等企业的

入驻，促推了产业转型发展。天择传媒制作的

电视节目在全国 600 多家电视台播出，打造了

全国首个节目淘宝网《节目购》；与光传媒制作

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长沙保卫战》《秋收起

义》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楚人传媒、好样传

媒正在向电影业进军。

艺术品产业。现已聚集华强艺术品交易

中心、荣宝斋、天心阁古玩城、大球泥、联拍在

线等 10多家艺术品企业，占据长沙市 2/3的艺

术品交易市场。华强艺术品交易中心引进湖

南省艺术品防伪鉴定中心、湖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交易平台落户；大球泥被评为国家特

色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和省级特色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联拍在线打造了艺术品的淘宝网，实

现 11570 余件艺术品线上成交。

演艺娱乐产业。演艺娱乐产业是湖湘文

化走向全国的主打品牌之一。红太阳演艺集

团被评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田汉剧

院、大兵“笑工场”、贺龙体育中心以及解放西

路酒吧街，年均接待各地游客、观众超过 2000

万人次。

文化旅游产业。依托园区内诸多人文古

迹和文化设施，规划建设六大文化片区和 6 条

特色街巷，年接待游客 1000 万人次，龙头企业

亲和力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年收入 5 亿元，

途牛网、去哪儿网、中和慧景旅游规划设计公

司陆续入驻。

未来，长沙天心文化产业园将以“全国文

化产业先行区、湖南文化产业集聚区、长沙历

史文化名城与现代文化创意融合区、长沙创

新创业和创客聚集区、长沙现代服务业示范

区”为目标，以“创客乐园、文化崛起”为宗旨，

加大文化与科技、旅游、金融、体育等产业的融

合发展，培育一批“文化+设计制造”“文化+互

联网”“文化+信息产业”优质企业。天心文化

产业园将通过做强长沙古城文化特色、突出

“创谷”建设和打造湘江东岸文化旅游带等举

措，突出空间品位，提升园区文化氛围；通过

推进“贺龙文化创意创业中心”“中南国家数

字出版基地”“国家音乐产业基地湖南园区项

目”等项目建设，提升园区承载能力；积极创

建全国文化金融合作示范区、全国版权示范

园区，打造国家中南版权贸易基地，全面加速

园区发展，将园区打造成为文化企业的“创

业沃土”。

园区企业红太阳演艺集团推出的演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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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天心文化产业园高级文创人才培训

位于长沙天心文化产业园的新世纪体育文化中心

长沙天心文化产业园内的天心阁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