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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对于
一 座 城 市 而 言 ， 如 白

驹过隙，稍纵即逝。然而对
深圳而言，刚刚过去的 5 年却是

意义非凡。过去的5年，是深圳“文
化立市”战略实施渐入佳境的 5 年，是

深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 5年。这 5年，
文化为这座城市注入强劲的发展动力，赢得

了国人乃至世界的尊重。
5月21日至24日，深圳市第六次党代会召开，

为深圳未来 5 年的发展描绘了新的宏伟蓝图。在市
委书记马兴瑞的工作报告中，过去5年文化领域取得

的一系列成就引人瞩目——“深圳十大观念”、“特区精
神”深入人心；“志愿者之城”、“爱心之城”创建成效显

著，连续第四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授予“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文化产业实现新突

破，2014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达 1553.64亿元，5年增长
了2倍，占GDP的比重达9.7%，发起设立中国文化产业投
资基金，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落户深圳，成为首批国
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文化事业发展取得新成
果，基本建成普惠型、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先
后获国际级文艺奖43项、国家级399项，有12部作品
获得中央“五个一工程”奖，推出了歌曲《走向复

兴》、电视剧《命运》等文艺精品，大型儒家交响乐
《人文颂》在海外成功巡演……

一系列的荣誉、一连串的数据见证着
“文化深圳”的崛起。下一个5年，“文化

深圳”又往何处去？又会有哪些新亮
点？本届党代会上提出了新的期

望。
一是壮大创新型、智
慧型、包容型、力

量 型 城 市

主流文化。向改
革创新要动力，不断深
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宣传文
化工作方式方法，大力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壮大创
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力量型城市主流
文化，始终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和主
导权。进一步理顺党政部门与所属文化企事业
单位关系，进一步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积极
推动传统媒体的“互联网＋”战略，促进新兴媒体
融合发展。完善舆论监督和互联网管理体制机制，营
造良好的网络城市形象。

二是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大力发展文化创意
产业，推进文化与科技、金融、旅游、互联网等深度
融合，加快发展“文化＋”新兴业态，提高产业规模
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做大做强国有文化集团，引

导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健康快速发展，打造若干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产业“航母”。按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
化”的要求，继续办好文博会，做强深圳文化产权交
易所、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
金、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等产业发展平
台，提升深圳文化产业辐射带动能力和国际竞争
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三是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重大
文体设施建设，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
化发展。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
促进公共文化建设主体和方式多元化，深
入开展学习型城市建设，推动全民阅读
活动日常化、长效化，加强文艺精品
创作，推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
观 赏 性 相 统 一 的 精 品 力
作，进一步唱响深圳
好声音。

文 化 深 圳 再 出 发
赵鹏飞

“文化＋”带动传统产业华丽转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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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断催生新兴业态先锋

“文化＋”促进城市发展转型升级

去年底，在北京举办的2014年APEC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会议
的欢迎晚宴现场，与会领导人及其配偶身着
东道主为其提供的中国风服装亮相。这种既
有民族风又有国际范的服装风格，成为全球
时尚界的焦点。随着设计师团队的一一揭
秘，人们惊奇地发现，其中两位核心设计师
罗峥和赵卉洲均来自深圳。

说起深圳服装产业的“变迁”，本土设
计师罗峥特别有感慨。 作为深圳首位获得
中国时装设计最高奖“金顶奖”的设计师，
罗峥早在 1996 年就在深圳创建了本土品牌
服装企业——“深圳东方逸尚服饰有限公
司”，并先后创建了深圳原创品牌 OM-
NIALUO 欧 柏 兰 奴 （成 衣） 以 及 LUO-
ZHENG （高级华服）。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又毗
邻香港，先进的服装设计理念和时尚理念，
最初就诞生在这里。”罗峥以亲历者的角度
讲述了 1995 年前后的深圳服装的初期发展
状况，“和深圳这座城市一样，我们不甘于
人后，有着开拓和自信精神，逐步开始创造
属于深圳的服装品牌，属于中国的设计元
素。”

30年来，深圳服装行业从最初靠“三来
一补”、“贴牌生产”起家，再到打造自己的
品牌，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得益于深圳特有的移民文化土壤，得益于品
牌操盘手们对时装潮流的准确把握和引领时
尚的设计创意，得益于敢闯敢试、随
机应变的创新思维。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深圳服装行业越来越重视

“创新”、“创意”，用自主创新和无限
创意来应对各种挑战，全力打造“设
计之都”、“时尚之都”。深圳服装产
业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和打造，已经
成功发展为高设计含量、高文化含
量、高附加值的时尚创意型产业。依
靠“文化＋创意”，深圳服装行业走
过了一条转型升级、逐渐向“微笑曲
线”两端攀升的道路。目前，深圳已
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服装设计、制造、
集散和出口基地。深圳业界，“服
装”两字早已被“时装”替代。在许
多设计师眼里，服装业早已不是传统
制造业，而是创意产业、时尚产业和
文化产业。而成功的案例证明了一个
规律：文化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品
牌的高低。

如今以服装产业为龙头核心的深

圳时尚创意产业发展水平，
已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引
领着国内服装时尚的潮流。深
圳目前拥有超过 3000家服装公
司，从业人员 30 多万，自有品
牌1200多个，产品畅销国内100
多个大中城市。仅在国内一线城
市，深圳服装就开设了 6 万多家
分店或专柜，扮靓了中国的橱
窗。深圳服装业在国内一线品牌
的龙头地位逐步确立，女装品牌发
展尤为突出，为中国女装时尚贡献
60%的市场份额。2014 年深圳服装
全行业实现产值 2000 多亿元，出口
总值超过80亿美元。“玛丝菲尔”、“影
儿”、“歌力思”、“季候风”、“粉蓝衣
橱”、“卡尔丹顿”、“梵思诺”、“赢家”、

“泰玛”等一批知名服装品牌在全国叫
响。深圳逐渐发展成为“国内女装之都”，
形成了“中国女装看深圳”的行业格局。

其实不光是深圳服装，30年来，深
圳钟表、深圳珠宝、深圳消费电子、深圳眼
镜、深圳手机等传统业态产业都在“文
化＋”的影响下，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实现
了从“深圳加工”到“深圳制造”，再到“深圳
创造”的跨越，边“转”边“升”迈向高端，成为
转型升级的排头兵，通过“文化＋”锻造了一
个蜚声中外的时尚创意产业王国，让传统业
态不断转型升级换代。

一部名叫《熊出没之夺宝熊兵》的动画电影，畅销
欧美，总票房达2.5亿元，夺得国产动画电影票房冠军，
树立起国产动画电影新标杆，“熊出没”系列动漫作品
成为国产动画第一品牌。而这个“熊出没”系列就是
由“文化＋科技＋创意”的深圳本土企业——华强文
化科技集团出品。2014年，华强文化科技集团销售收
入23.54亿元，净利润7.23亿元。

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深圳积极推动
文化与科技、创意、金融等跨界融合，加快培育文化
新业态。作为深圳“文化＋科技”龙头企业，华强一
直致力于打造“创、研、产、销”一体化的文化科技
产业链。华强文化科技集团副总裁尚琳琳介绍，如今
华强已具备了创意设计、科研开发、内容创作
三大核心竞争力。连续5次入选全国“文化企业
30强”的华强文化科技集团打造了“方特欢乐
世界”和“方特梦幻王国”两个完全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主题公园品牌。华强文化还开创了
中国文化科技主题乐园“走出去”的先河，其
主题公园被认定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

华强文化作为“文化＋科技”典型代表，
其动漫产品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伊
朗等国建设了文化科技主题公园，开创了中国
文化科技主题公园“走出去”的先河。在深圳
这片创新的土地上，像华强文化科技集团一样
依托“文化＋科技”的协同力量，实现自身转
型升级的企业还有许多。环球数码公司原创动
画电影 《潜艇总动员 4—章鱼奇遇记》 全国上
映，潜艇总动员系列多年蝉联“六一”档期国

产动画电影票房第1名；A8音乐集团将战略重心转移
到数字音乐和移动互联网方面的快速布局上，开发数
字音乐产品。腾讯成了国内最大的“互联网＋”文学
平台；VC/PE、众筹等创新金融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
新动力；腾讯视频与京东合作的“东乐计划”，通过
众筹助力音乐新人发展，开启中国原创音乐新模式。

“文化＋”不但促进着新兴业态的蓬勃发展，还
在潜移默化中改善着人们的生活，提升着生活品质、
社会品质和人的素质。如果说“互联网＋”代表着科
技大融合，那么以人文气息为底蕴的“文化＋”无疑
也具有普适的融合力和创造力，并且正在为这座城市
注入着创意和活力。

自2003年实施“文化立市”战略以来，深圳文化创
意产业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快速发展，2014年文化
创意产业增加值达1553.64亿元，10年增长了约10倍，
占GDP的比重达9.7%。目前，深圳市文化产业企业已
超过4万家。903家文化创意重点企业资产总额和主营
业务收入双双突破2500亿元，且保持了近18%的快速
增长，龙头企业地位突出。据不完全统计，深圳的文化
创意企业中，境内外上市企业目前已达 35家。这些企
业如同“细胞”一样，通过业态升级获得“造血”能力，
为文化产业的健步前行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能。

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传统产业相对饱和、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时，深圳的文化创意产业蓬勃
发展，以其绿色低碳、高附加值、富含创新与文化精神
价值等优势，为城市发展整体水平的提升注入了强劲
的动力，成为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和新引擎。

文化创意产业是文化与市场相互渗透和融合的
产物。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让文化渗透到国民经济各
个行业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推动着市场的发
展，又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在这种互动中，文化生产要
素在资本的纽带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聚集和流转，
文化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和批量销售使文化传播速度
和效率全面提升；在这种互动中，市场为文化注入
了巨大的包容能力，市场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需
求的增长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市场
所创造的不断变化的文化消费模式推动了文化的发
展，消费者在技术进步和市场活力的共同作用下，
成为文化产品的制造者或创造者，也极大地激励了
文化的创新和流动。

正是在这种市场机制中，深圳文化创意产业不断
为深圳聚集了全国各地的文化资源、文化人才，而且
通过文化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和销售又极大地丰富了

人们的文化生活，提升了市民文化修养，同时还促进
了不同文化元素之间的流动和融合创新，为城市营造
出积极健康的文化生态。正因为如此，“政府倡导、专
家指导、媒体推动、企业承办”的深圳读书月才能在
2015年越办越新；正因为如此，深圳书城才能历经“综
合性书店大卖场”、“文化 Mall”、“体验式书城”到“文
化创意书城”的蜕变，一直引领全国大型书城的发展
潮流；正因为如此，深圳才能形成创新型、智慧型、包
容型、力量型的城市主流文化，为城市发展注入可持
续发展的文化能量，让城市实现内涵式发展。

可以说，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断提升着深圳文
化的引领力、凝聚力和影响力，推动着城市的转型
发展。今年 4 月 30 日，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
中心与亚太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发布 《两岸城市文化
创意产业竞争力研究报告2015》，在大陆城市“文创
产业综合竞争力”榜单中，深圳仅位列北京、上海
之后，排名第3。在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发布的

《2014中国城市创意指数排行榜》中，深圳绝大部分
指标的得分都靠前，特别是文化产业投入产出比高
达 39.29%，位居全国之首。在去年南京大学社会学
学院发布的 《中国城市国际文化影响力报告》 中，
深圳位列大陆地区国际“当代关注度”第4。在中国
社科院 5 月 15 日发布的 《城市竞争力蓝皮书》 中，
深圳在 2014年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力超香
港，跃居榜首。从深圳获得的各类奖项和科研机构
的数据评估可以看出，深圳已经完成从单一的“经
济型城市”到经济与文化并重的“创新型”城市的
转变。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深圳率
先融入市场，通过“市场＋”创造着经济特区的传
奇，那么，现在深圳人又在用“文化＋”创造着自己
新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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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5天的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
交易会于5月18日在深圳圆满落幕。据统计，本
届文博会总成交额达2648.18亿元，比上届增长
13.9%；合同成交额1535.36亿元，连续第4年超
过意向成交额，成为文博会最主要的交易方式，
占总成交额的57.98%，比上届增长28.06%，创历
届文博会之最。11年前，文博会在这片改革开
放的沃土上应运而生。如今文博会已然成为“中
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文化＋”特色凸显，市场
化、国际化、专业化水平提升，展会规模、质
量、成交额刷新纪录……缔造了“政府投入1亿
多元而累计成交额超过1万亿元、实现文化出口
额达1000亿元”的文化奇迹。

文博会只是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缩影。
10年前，深圳文化创意产业仅占GDP比重2%左右
的产业，如今一跃成为深圳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 2014 年实现增加值
1553.64亿元，比上年增长15.6%，10年增长10
倍，占GDP的比重达9.7%。曾经一度被称作“文
化沙漠”的移民城市，是如何凝聚文化产业发展
所需的创意、创新和人文精神的呢？这种能量和
活力又是如何持续下去的呢？

“‘文化＋’模式是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的成
功模式！”国务院参事王京生一语破题，“深圳文
化产业之所以能够快速起飞，拔地而起，是因为
没有就文化而论文化，没有自设窠臼发展文化产
业，而是积极主动有意识地把文化和其他业态嫁
接在一起推广。”如今在深圳，从“文化＋科
技”，到“文化＋金融”，再到“文化＋创意”、

“文化＋休闲”、“文化＋旅游”、“文化＋体
育”……“文化＋”促进着新兴业态的蓬勃发
展，为这座城市注入着创意和活力。

文博会上台湾展区的创意儿童玩具吸引了许多观众

电子试衣镜给文博会观众带来欢声笑语

深圳文博会吸引了大批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