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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文化产业的双重价值，打造广州市文化产业园区

品牌

《广州市文化产业园区提质增效，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组 臧艳雨等

文化产业是全球公认的二十一世纪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在推动经

济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发展与传承文化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和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十九大提出的“处在转变发展

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以及 “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

国文化软实力”背景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国家十三五规

划提出让“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成为当前我国适应和引领经济

新常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提高文化自

信的必然选择。广州作为国家文化名城，根据蓝皮书《广州文化产业发展报告》

（2020），2018年广州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369.69亿元，整体发展态势在全国

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其占GDP比重达到6%,逐渐成为广州的支柱性产业和经济新增

长极，在十四五期间还会进一步增强，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文化产业园区是文

化产业的重要实现形式和空间载体，是文化产业集聚化发展的产物。根据蓝皮书

《广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18），目前广州已建成文化产业园区约222

个，其中包括16家国家级文化产业园、10家省级文化产业园区、和20家市级文化

产业园区。但不容忽视的是，广州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及发展中还存在多重瓶颈

问题亟待解决，由此也制约着广州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此，必须回归文化产业的

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双重属性，推动广州文化产业园区发展。

一、发展现状与问题

依据 2019 年广州市文化产业园区的初步统计数据，广州市共有 222 个文化

产业园区，分布于荔湾区 22 个，越秀区 13 个，海珠区 51 个，天河区 37 个，白



云区 23 个，黄埔区 22 个，番禺区 40 个，花都区 7 个，南沙区 2 个，增城区 4

个，从化区 1 个。对其分类与布局的分析研究表明,广州文化产业园区发展主要

存在如下问题：

(一) 规模化发展的问题。广州目前部分文化产业园区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或是没有集聚呈规模发展，这都影响了文化产业园区的良好发展。

（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广州目前部分文化产业园区存在经营管理不善、

对整个文化产业的贡献不尽如人意以及人气不旺的问题。出现这些问题与文化产

业园区自身的主题定位、资源利用、产业类型、经营模式、园区项目、宣传手段

及服务品质等紧密相关。

（三）品牌化发展的问题。目前，广州的文化产业园区体现地域特色、产业

特点，在全国乃至世界脱颖而出，能够代表成为广州城市明片的文化产业园区较

少.表现在：（1）重复建设后果严重。一些文化产业园缺乏科学的规划、产业导

向、功能定位，导致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2）缺乏统一规划，空间布局不明

晰，集聚效应不显著。广州目前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不够明晰，

往往为自发形成，自发集聚，缺乏统一的规划，这也就制约了全市层面的文化产

业园区的有序发展，而且只有几个产业园区形成产业园区集聚外，其余都是个别

发展。（3）缺乏突出主题，品牌效应不明显。广州目前的文化产业园区涉及主题

内容较多，主要以动漫网游等为主，也涌现出了几个在国内影响力较大的企业，

比如原创动力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树立了国内原

创动漫的新形象；在休闲娱乐方面，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在全国小有名气。可是

在国内乃至世界上有名的产业园区不多，应更加注重广州当地特有资源的挖掘及

凸显广州特色的主题凝练，将地方特色和历史文化的传承保护等纳入文化产业园

区发展中。

二、对策建议



基于现状及国内外经验的分析，提出广州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对策：一.打

造文化产业园区品牌，成为城市明片的一部分；二、依托广州已有的历史文化资

源，重点打造三种品牌：（1）文化街区品牌；（2）主题园区品牌；（3）文商旅融

合名村名镇品牌。

一.打造园区品牌，融入城市名片。

文化产业园区品牌是指许多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企业和机构聚集在某一特定

地域内，经过长期的共同经营而形成的一种能创造新价值的共有价值媒介。文化

产业园区的发展是集群品牌构建的基础，集群品牌的构建又可以提升文化产业园

区的核心竞争力。广州市文化产业建设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园区重复建设趋于

类同化，定位不明确缺少核心竞争力，产业链不完善没有形成品牌效应。而从全

球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来看，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已趋于成熟，并

且形成了许多极具影响力的集群品牌，如美国好莱坞、迪斯尼乐园、纽约麦迪逊

大街和英国曼彻斯特北部文化产业园等等。国外成熟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经验告

诉我们，品牌构建是文化产业园区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因此，构建广州市文化

产业园区品牌，是实现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文化产业园区品牌，

也是提升城市形象，融入城市名片的有效途径。一座文明的城市一定是有文化积

淀的城市，一个有品牌形象图腾的城市，一个有创造力、凝聚力和产业驱动力的

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品牌通过为城市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影响着城市

的生活方式，依托庞大的品牌影响力，深度介入城市发展，助推了城市形象提升，

融入城市名片，形成个性化、规模化、开放式的城市文化地标以及对外文化交流

窗口。

二.立足地方特色，打造园区品牌

1.构建城市文化街区品牌. 践行“城市·文化·生活”的理念，以人为主体，

以城市为舞台，以文化为引导，以生活为依归，以历史文化街区为依托，构建展

示岭南特色文化的城市文化街区品牌。

（1）文化街区是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新形态。以历史街区为依托建设文化

街区，已经得到一定的认可和实践，也成为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一种新形态。以

拥有众多的历史街区和文化遗迹的北京为例，拥有诸如北京市皇城历史文化街区、



北京市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北京市东四三条至八条历史文化街区、烟袋斜街、

南锣鼓巷等众多的历史文化街区，在发展文化街区方面也走在了前列。文化街区

的建立和发展，融入市民生活，成为城市市民的休闲娱乐中心，游客的地方文化

体验中心，城市产业升级的创意驱动中心，也使得文化街区成为城市·文化·生

活的表达方式。他以文化为底蕴，以街区为依托，以创意为引领，以市民生活为

根基，融于城市，表达城市，成为城市名片的一部分。它实现了经济价值与文化

价值的双赢，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又在传承与保护文化上有所作为。

（2）广州具有建立文化街区品牌的良好基础.广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

着独特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面对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双重目标，走文化街区的建设路径，既是可行的，也是可以的。

它有丰富的历史街区资源，具有了建立文化街区的丰富基础。根据《广州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2015-2020)》，广州共有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风貌区 45 片，其

中历史文化街区 26 片，如恩宁路，沙面等，历史风貌区 19 片。

(3)广州文化街区品牌。依据广州街区资源，可以重点打造如下街区品牌：

①.北京路文化街区;②.恩宁路文化街区；③.新河浦文化街区；④.沙面文化

街区。具体来说，

其一.从品牌定位来看，依据差异化定位，找准各个品牌的优势特色，北京

路文化街区重点突出老广州传统文化特色；恩宁路文化街区重点突出老西关文化

特色，串联上下九、恩宁路、荔枝湾、泮塘五约等街区；新河浦文化街区重点突

出老东山以及革命文化特色；沙面文化街区重点突出广州的中西合璧特色。

其二.从品牌的集群来看，这些文化街区基本比较集中在越秀区与荔湾区，

比较集中而典型反映了广州的历史与现在：这个城市从哪来，这个城市现在怎么

样。因此，将各街区从集群品牌角度进行总体布局，整体规划，从而整体上形成

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名城和标志，避免单独作战，重复建设。由于集群品牌是

产业集群发展的高级形态，它是集群内部所有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城市城

市的名片和象征，具有鲜明的辨识度和美誉度。能够较好提高广州的城市影响力。

其三.从品牌的形象来看，它的意向识别体系体现的是老广州的精神和气质：

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开拓与务实，这是广州人的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是

品牌所传达的核心价值观的精髓所在。它的符号识别系统，如 LOGO，标识，字



的设计与色的设计，要符号广州特色。它的环境识别系统，如产品、服务、环境

配套等，要注意用户的文化体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布局。

其四.从品牌的营销来看，品牌文化街区以政府主导，企业建设为主。四个

街区的改造设计与营销一体化进行，形成品牌营销的合力，提高品牌的知名度、

美誉度以及用户的忠诚度。

2．构建主题文化园区品牌. 践行“符号·意义·阐释”的理念，以优势传

统文化为依托，构建展示广州城市名片与岭南文化的主题文化园区品牌。

(1) 主题园区品牌是实现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化的有效途径。十九大报

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资源开发的热

潮在全国形成，陕西西安曲江文化产业园、河南开封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山东

曲阜新区文化产业园等一大批传统文化资源项目的成功开发所形成的国家级文

化产业园，对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如“曲江新区”

着眼于挖掘西安历史文化资源，使中华唐文化遗产从隐性资源成为显性文化资本，

形成以感受文化、体验生活为核心的“大唐圣景”整体品牌内涵。而宋都古城文

化产业园区打造成了一个宋文化的参观体验区，山东曲阜新区文化产业园则是以

孔子及儒家文化为依托的文化产业园，这些唐、宋、儒家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宝贵资源，通过文化产业园区的载体，一方面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促进文

化繁荣，并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促进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

建设。

（2）广州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建立主题园区打下基础。作为岭南文

化中心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近现代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前沿地，

广州拥有了建立主题园区的基础和条件。因此，打造有广州特色的主题园区，是

广州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一个可能路径。由此，可考虑建立如下主题园区：①建

立岭南文化主题园区；② 建立民主革命红色文化主题园区；③建立海上丝绸之

路商贸文化主题园区;④建立改革开放主题园区；⑤建立动漫文化主题园区。

3．打造文商旅融合型名村名镇品牌。践行文化+理念，以历史文化名村名镇

与传统村镇为依托，构建近郊农村与文旅乡镇为基础的文商旅融合名村名镇品牌。

（1）概念内涵及分类：文商旅融合型名村名镇是依托传统古镇古村落，以

文商旅融合发展的方式，把传统村镇打造成集文化、商业、旅游、住宿等一体化



发展的综合体，它的底色是传统古镇古村落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与地方特色，经由

文化产业的运作经营，通过旅游、商业、产业等方式，一方面发展传统村镇与传

统文化，另一方面促进文化推陈出新，提高古村古镇的知名度与辨识度。国内比

较知名的如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云南丽江的束河古镇和玉龙古村等等，都是利

用当地的某一特色，打造而成。前者依托的是苍山洱海与杨丽萍居所，以及当地

白族特色，后者依托的是把丽江以及云南纳西族推向世界的约瑟夫.洛克当年的

旧居，以及当地的纳西族特色。

文商旅融合型名村名镇主要分为名村和名镇。

文商旅融合型名村也叫城乡结合型文商旅融合文化产业园区，属于“文化产

业+商贸+旅游+近郊农村”的发展模式，一般是以位于城市近郊的古村、传统村

落或农村旅游资源为空间载体。

文商旅融合型名镇也叫乡镇旅游型文商旅融合文化产业园区，属于“文化产

业+商贸+旅游+乡镇”的发展模式，一般是以具有文旅资源的乡镇为空间载体，

这类文旅资源还需要有良好的可达性及公共配套设施。

（2）广州文商旅融合名村名镇品牌

广州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村镇资源。历史文化村镇资源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

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的、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

方民族特色的镇和村。比如沙镇、小洲村、聚龙村、塱头村。根据《广州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2015-2020)》，广州共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7个，其中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 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2个，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 4个，传统村镇

93 个。根据广州市名村名镇历史文化资源，可以考虑建立如下名村名镇品牌：

小洲古村；沙湾古镇；聚龙古村；塱头古村；南风古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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