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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力：解读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全景图

��对2006年以来中央主流媒体的一种实证研究
1

邵培仁 廖卫民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28）

[摘要]通过对2006年以来中央主流媒体相关报道的实证研究，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长三角文

化产业发展的轮廓和框架：长三角在全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领先发展的优势地位得到了确

认；在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总体文化传播力的对比中，上海市的领先地位

不可动摇；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产业竞争已经成雁形方阵展开，初步形成群雄崛起、错落有

致的差序化发展格局；长三角城市群不同方阵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而方阵内的城市之间的

实力差别微弱；长三角文化产业的硬件建设成效显著，但是与文化创新能力还要继续发扬光

大，文化消费能力还应进一步培育和养成，从而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真正实力和文化影响力。

因此，通过这张全景图，长江三角洲的 16座城市或许能从中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坐标和方

位，从而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策略上，找到自己的方向、优势和差距，发掘以往被忽略的

具有巨大潜力的文化生产力，从而推进长三角地区整体的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长江三角洲，文化产业，文化传播力，实证研究，发展现状

文化产业在长三角区域近年来的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根据《2007年：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我国目前已经形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三大文

化产业带，文化产业资产拥有量超过1000亿元的省市自治区就有6个
2
，合计占全国文化产

业总资本的66.08％，长三角的2省1市均在其中。长三角地区凭借其雄厚的综合实力和可

持续的发展潜能，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文化产业消费市场，将成为中国文化产业最先进的生产

基地，这已经基本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

2006年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是一个转折年，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有利于文化产

[作者简介] 邵培仁，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廖卫民，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生、
副教授。
1 此为2007年度江浙沪社科规划办联合招标、浙江省立项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系列研

究课题。课题名称：长江三角洲区域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现状调查；课题负责人：邵培仁。
2按顺序排名分别是：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

http://www.go2pdf.com


2007年度江浙沪社科规划办联合招标课题

2

业发展的政策意见、发展纲要
3
。长三角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和加快文

化产业发展的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和办法。因此，本课题所考察的现状主要是指2006年以来

的发展状况。

一、问题的提出：如何描绘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全景图

正是在各界人士对于长三角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普遍看好的形势下，我们更要

认真地调查和研究现实问题，从而理清思路，准确地把握时代的发展机遇。目前，对于长三

角地区的16座城市，其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一样，既存在着同

一性，又存在着差异性，她们在文化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如同群峰突起、各显身手，姿态万

千，�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形成蔚为壮美的文化景观。在此全景图中，究

竟如何描述其整体的群像，又如何刻画其细部的差异，就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切实的

问题。

本课题旨在以长江三角洲区域的16城市为样本点，通过社会科学尤其是传播学的研究

方法，来深入研究和分析本区域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给出实证的数据和扎实的

事实材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长江三角洲区域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文化传播力：一种解读文化发展实力的理论分析思路和模式

衡量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城市的包括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在内的总体文化发展实力，其

实是十分复杂的一个事情；因为总体文化发展实力不仅包括静态的文化资源禀赋、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还包括动态的对文化事业的各类投入以及文化产业的各种产出，还有未来可持续

发展的潜力；它不仅包括城市中的文化发展，还应该涵盖郊区、农村社会中自发的民间文化

发展，以及对外交流中表现出的文化软实力；不仅有硬性指标，还有软的看不见的对外影响

力。

一些学者提出了测算城市总体文化发展实力或者说�文化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

系。比较典型的有王琳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与预测》中提出的分析框架
4
。该指标体系的框

架及构成如下图：

32006年，国家接连出台了若干与文化产业发展有关的大政方针。1月 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
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9月 13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确定了未
来五年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目标任务。

4王琳：《文化产业的发展与预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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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24个初选指标构成的源体系中选出了最具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11个指标构成了

目标体系，该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总量、速度、结构、效益、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等多层面评

价文化产业发展状况。

这无疑是一个可供借鉴的评价体系，能启发我们从各个方面来考察长江三角洲区域文

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而且主要是采取客观的量化的指标来衡量；然而，其弊病也

是很明显的：一是各种指标统计过于繁复，而且在测算上存在着重复性，例如：总产值与从

业人员本身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重复考量后，就可能导致一些因子的作用相对被夸大，而另

一些因子相对被削弱；其二，这些指标之间如何确定其权重，则基本上是人为的规定，从而

减弱了整体的�文化产业综合指数�的客观性；其三，这些指标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

软实力的价值，忽略了郊区、农村的文化发展。

另一种评估的思路就是本课题研究提出的，要测算�总体文化发展实力�形成后所产

生的对外的�文化传播力�。所谓，�文化传播力�，从字面理解就是传播文化信息的能力，

这是一种由内向外而生的张力、冲击力，是一种内力聚敛后所自然形成的，又能通过对外信

息传播所呈现的信息密度、质量和影响力表现出来，是一种长期的较为稳定的能力；当然与

一个地区或城市的人口、经济实力、社会基础结构、文化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能在一定程度

上很准确地反映出某一地区或城市的文化发展实力的深厚程度。

事实上，如果能考察清楚了外在的信息传播能力的大小，就能较为准确地从总体上感

知和把握其内在真正的实力。例如，上海究竟有多大的文化魅力，只要看看其文化传播力就

够了。这就为我们研究本课题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的思路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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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具体的思路、操作以及研究效度、信度的评估

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城市群集聚带中，对极具文化内涵和地方差

异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进行一种全景式的摸底和调查，无疑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即便

是在相对简化的�文化传播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下，也有其繁复性与不可操作性的一面存在，

即文化传播力所呈现的�信息密度、质量、影响力�该如何测量，选择什么媒介进行测量，

如何抽样，如何统计分析等等。

在本课题的第一个阶段，我们经过认真思考，决定采取一种�跳出长三角来看长三角�

的思路来观察和研究问题，因为以往观察视角的缺憾就如同苏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采用的是社会科学和传播学研究当中的广泛采用的内容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按照

一定的抽样方法，选取中央主流的新闻媒介对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各类主题进行报道的新

闻、信息文本为分析材料，进行数据分析，并结合其他的实证方法加以研究。因为中央主流

媒介具有一种全局的视野，更具有某种中立性和客观性，更容易看出区域性发展的内在玄机，

更容易比较出不同区域之间的定位、特色的差异，从而使得本地区的管理者更容易认识自己，

把握住自身的优势，进行科学的决策。

我们主要选取的是《中国文化报》从2006年1月1日至2007年10月14日党的十七大

召开前的全部报纸文本
5
作为框定的研究范围，同时还结合这家报纸的官方网站�文化传播

网�（www.ccdy.cn）的数据库进行辅助性的信息检索和数据统计工作。《中国文化报》是文

化部的机关报，对于中国文化事业方面的报道无疑是最全面、细致和权威的，因此就成为本

次研究的一个主要的信息资料库。由于报纸新闻本身要求的时效性，这样就能保证当前文化

事业中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几乎都能及时地反映出来，从而使我们能获得大量的新鲜信息，

把握住当前长三角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的脉搏，清晰地勾画出这一地区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

发展的轮廓，乃至某些生动的案例、细节与鲜活印象。

《中国文化报》由于其文化部机关报的特征十分明显，专业性极强，除了极少量重大的

党、政新闻和国际新闻或有国际影响性的地方非文化新闻外，几乎不刊登与文化无关的新闻

和信息；此外，其官方网站�文化传播网�还摘引较少数量的中央主流媒介尤其是新华社、

5 在具体的抽样实施过程中，本课题组的研究人员利用了这家报纸的网站�文化传播网�（www.ccdy.cn）
作为辅助检索的工具，并查阅了图书馆馆藏的报纸纸质的文本资料。

http://www.ccdy.cn�������ݿ���и����Ե���Ϣ������
http://www.ccdy.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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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各大报中关于文化方面的报道，一般是本报所忽略的报道，特别是精彩的文章；所以，

�文化传播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文化报道和信息传播的权威性、专业性的信息发布平

台和数据库，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某种类似�标尺�的可操作性的量具特征：如果以每 1

篇在�文化传播网�上呈现的文章作为一个计量单位，不妨记为1分，那么，每个地区或城

市在一个长时间段内所获得的分数值就具有某种指标特征，其精确程度只是对于某些产生重

大的党、政新闻和国际性新闻事件的地区或城市会有偏差，即夸大了其应得的分数，比如，

北京由于往往是发生重大的党政新闻和国际性新闻事件的中心，其所得分值应有所高估，而

上海和广州也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高估。此外，与文化产业相关度较小的群众文化生活和

消费的报道，在�文化传播网�上也有一定数量的呈现，从某种程度上反而补足了上文提到

的类似�文化产业综合指数�等评价指标的缺陷，因而成为一个天然的又颇有效度的衡量全

国范围内的各地区、城市在整体上呈现的�文化传播力�的指标，唯其信度还有待检验和评

估。

为了校正这一�文化传播力�指标可能存在的信度偏差，在本研究中还兼顾检索人民网

（www.people.com.cn）、新华网（www.xinhuanet.com）的数据库资料，由于《人民日报》是

党中央的机关报，新华社是世界级的大通讯社，就比例而言，它们对长三角地区文化发展的

报道是相当低的，但仍然查阅到许多篇精彩的重头文章、背景分析和评论，作为定性分析的

材料引入到本研究之中。

当然，这一研究方法本身也存在着另一个有待评估的效度问题，即新闻文本所呈现的

事实与现实之间的某种偏差，新闻文本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过多报道或忽略了某些事实，这

就需要用其他实证研究方法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相互验证，从而获取到相对真实、可靠的

结论。

四、内容和文本分析之一：对长三角城市群的总体文化发展实力的全景式描绘

1．长三角在全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地位评估和分析

在中国城市带中，可以与长三角城市带相提并论的只有珠三角和京津冀（即环渤海地

区）。在目前学术界的各类评价或评估中，在经济和文化实力的比较方面，三大城市带从总

体上看是各有千秋，在诸多单项的比较上也是互有高下，甚至伯仲难分。然而，通过检索�文

化传播网�2006年 1月 1日至2007年10月14日的文章数据库资料，可以发现，在仅局限

http://www.people.com.cn�����»�����www.xinhuanet.com�������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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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个城市带的文章和报道数量上，其作为整体被关注和传播的信息数量上，却有较为明

显的差别，那就是长三角第一、珠三角第二、京津冀第三6。

表一： 中国三大城市带作为整体被关注和传播的文化传播力分值排名

城市带名称 2007 年7总篇

数（分值）

2006 年总篇数
（分值）

累计篇数

（分值）

排名

长三角地区 60 112 172 1
珠三角地区 44 63 107 2
京津冀地区 20 34 54 3

若从文化创新能力的角度看，近年来长三角也堪称第一，仅以最新公布的《第二届文

化部文化创新奖获奖项目》8的分布和数量上，就可一见端倪：在总共 15 个项目中，长三

角的上海获得4个，江苏获得2个，浙江获得1个，总共就占据了7个，占46.7%，几乎接

近一半，在数量上位居第一；京津冀的北京（包括文化部所属单位和在京高校）获得 3个，

天津获得 1 个，总共有 4 个，占 26.7％，京津冀在数量上位居第二；珠三角的广东获得 2

个，其中1个为特等奖，珠三角位居第三，占 13.3%；剩下的仅 2个，为山西、河南所得。

有学者研究指出：在区域中心城市经济实力的比较中，上海第一，总量最大，北京第

二，广州第三；但如果将广州和深圳合计，将超过上海占据第一的位置9。他们同时认为：

从文化产业总体实力看，由于上海经济总量大，文化产业总量就大，在全国文化产业总量中

所占比重最高。但是北京作为全国首都和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资源和创意人才资源丰厚，国

家文化机构集中，文化产业在 GDP中所占比重最高；而且北京市文化产业发展速度最快，

并将继续保持这一优势。所以，总的来说，北京市在文化产业上实力位居第一。这成为《中

国文化报》的 2007年 2月 5日的头版头条新闻10。

然而，根据本课题的研究，在体现的文化整体实力的文化传播力的比较中，这三大城

市带中的四个中心城市的排名毫无悬念可言：北京无疑是遥遥领先的冠军，而上海稳居第二，

6课题组认为，京津冀之所以排名靠后，主要是其中心城市北京作为首都的文化份量太重，使得京津冀内部

之间的差异性过大，不容易被外部理解为�相融一体�的城市带，因而其作为整体得以传播的机会大大减

弱。
7并非指全年，只是从 2007年 1月 1日到 10月 14日期间在�文化传播网�上检索到的篇数统计，以下数
据所指 2007年的均与此类似。
8曹敏燕 姚红雨：《第二届文化部创新奖公示》，2006年 12月 9日《中国文化报》。
9张泉、沈望舒：《2007年：北京文化发展报告——文化创意与城市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
10闫昕霞：《中国三大城市群比较：北京文化产业实力位居第一》，2007年 2月 5日《中国文化报》。

http://www.go2pd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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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将广州和深圳合计，其总体文化发展实力还是要弱于上海。

表二：中国三大城市带中的 4个中心城市的文化传播力分值排名
城市名 2007年总篇

数（分值）

2006年总篇数
（分值）

累计篇数

（分值）

排名

北京 4864 7671 12535 1
上海 1900 3348 5248 2
广州 610 1061 1671 3
深圳 510 723 1233 4

2．长三角16个城市各自的文化发展实力的地位评估和分析

根据前文提出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模式，下面就着重分析长三角16城市的文化传播力所

展现的总体文化发展实力。根据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在�文化传播网�从2006年1月1日至

2007年 10月 14日期间报道的信息密集程度来测算，可以描绘出长三角各城市在文化发展

的综合实力上的大致对比状况。

表三：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文化传播力分值排名

城市名 2007年总篇数
（分值）

2006年总篇数
（分值）

累计篇数

（分值）

排名

上海 1900 3348 5248 1
南京 599 938 1537 2
杭州 580 836 1416 3
苏州 285 493 778 4
宁波 178 314 492 5
无锡 102 191 293 6
绍兴 113 174 287 7
扬州 99 152 251 8
南通 71 86 157 9
嘉兴 60 95 155 10
常州 46 105 151 11
台州 49 84 133 12
镇江 47 70 117 13
湖州 40 63 103 14
舟山 38 56 94 15
泰州 10 19 29 16
全国 14526 21657 36183 不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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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数据呈现出的数量关系，我们可以对长三角的总体文化发展实力可以进行如下

的全景式描述：

（1）上海处在遥遥领先的龙头地位；（2）江苏和浙江的省会城市南京和杭州大致处于

发展水平相当的第二阵营，文化实力几乎不相上下；（3）在这之后，苏州和宁波大致构成了

第三梯队，但是苏州比宁波要有更强的优势；（4）与前面有一定差距的第四方阵就是无锡、

绍兴和扬州，这三座城市的发展实力几乎是旗鼓相当，仔细观察，绍兴文化的发展速度在加

快，有超越无锡的趋势；（5）南通、嘉兴和常州大致排在了第五集团，南通上升的势头非常

迅猛；（6）但是后面的第六集团军的台州、镇江和湖州、舟山也在奋力缩小差距，特别是台

州作为加入长三角不久的新成员，其爆发的潜力不可小看；（7）排在最后的是泰州，还没有

充分展现其文化发展潜力。

如果对比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指标
11
，可以看出文化实力与经济实力密切相关，但是还

有一定的错位，文化实力与其长期的历史积淀和行政、区位因素有更大关系。例如，南京在

经济实力的总体指标上目前落后于苏州，但是在文化实力和文化传播力上，苏州还远不如南

京。

3．长三角区域内的江苏部分、浙江部分与上海的文化发展实力的评估和比较分析

由于本课题专注于狭义的长三角概念下的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因而只局限于考察江苏省

内的 8城市汇总、浙江省内的 7城市汇总与上海的文化传播力比较，统计结果如表四所示。

其排名顺序为：上海、江苏部分、浙江部分。

表四：长三角区域内的江苏（8城市）、浙江（7城市）和上海的文化传播力分值排名

城市名 2007 年总篇数
（分值）

2006 年总篇数
（分值）

累计篇数

（分值）

排名

上海 1900 3348 5248 1
江苏（8城市汇总） 1259 2054 3313 2
浙江（7城市汇总） 1058 1622 2680 3

11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长三角�城市英雄�座次榜揭晓》，《长三角观察》2006年
11月号。根据此报告，长三角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排名为：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无锡、南通、
绍兴、常州、嘉兴、台州、扬州、镇江、泰州、湖州、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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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容和文本分析之二：对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框架式勾画

对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产业发展仅仅进行粗线条的描绘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依据传播

信息文本本身所揭示的事实，进行框架式的勾画。本文主要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进行分析和

评估。

1.对文化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的建设和发展的评估和比较

文化基础设施的全面而系统的建设和均衡而合理的布局，无疑对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

总体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些必备的物质基础是文化事业发展保持活力和后劲的

根本保证。通观中央主流媒介对于长三角地区的报道，可以看到一系列的重大文化工程项目

竣工建成的消息不断传来，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个清单，看到一长串闪耀登场的名字。例如：

号称为�苏州鸟巢�的苏州科技文化艺术中心于2007年国庆期间投入使用
12
，由世界建筑大

师贝聿铭先生亲自担纲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于 2006 年 10 月 6 日正式开馆13，�设计藏书

1200万册、拥有 3000个阅览座位的南京图书馆新馆建成�14，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李雄在《中国文化报》撰文指出
15
，十六大以来，全国共完成文化设施的基建投资153.7

亿元，比上一个五年增加了47.5％，长三角地区的2省1市在未来的5年内还陆续有大手

笔的建设项目开工建设：�上海市将逐步建成完善的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影剧院、美

术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重大文化设施和公共基础文化设施，重点推动

建设环球影视乐园、摩天轮综合娱乐设施、佘山影视摄影基地汽车城主题公园等具有全国影

响的大型游乐场�。�江苏省建设项目包括现代美术馆新馆、江苏大剧院、南京博物院二期工

程、江苏省艺术研究院、江苏电视台彩电中心（二期工程）等项目。浙江省重点建设省美术

馆、杭州市图书馆新馆、湖州大剧院、舟山市文化艺术中心等�。除此之外，全国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的推进实施，也有助于经济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的文化建设；各类

民间资本也纷纷投入到长三角的文化硬件设施的建设当中。

总之，文化基础设施等硬件的建设和发展是文化传播力赖以存在的基础，一些文化新闻

信息的发生地是这些场馆或者与这些硬件设施发生着密切联系，从新闻信息涉及到的数量就

12见 2007年 10月 12日《中国文化报》头版图片新闻。
13金永元：《苏州博物馆新馆开馆》，《中国文化报》2007年11月2日，据此报道，�开馆首月截止10月31

日共计接待海内外观众达12万人次，日接待观众最高突破7000人次�。
14喻非卿：《南京图书馆新馆将投入使用》，2006年 10月 19日《中国文化报》。
15李雄：《加强文化设施建设 促进文化事业发展》，2007年 10月 11日《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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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大致判断出它们在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下面的表五是长三角地区一些重要的不同层次的文

化场馆在文化信息传播活动中所获得的分值。

表五：长三角的文化基础设施及其文化传播力大小评估和比较

文化基础设施名称 分值16

上海大剧院 101
上海博物馆 81
上海图书馆 69
杭州剧院 55
浙江图书馆 34
天一阁 33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32
杭州大剧院 29
浙江音乐厅 26
南京图书馆 25
苏州博物馆 19
绍兴大剧院 18
宁波大剧院 17
南京博物馆 12
宁波逸夫剧院 9
南通博物苑 8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发现其差别显著，由此可见：硬件设施好坏并不构成其文化传播力

的关键因素，如何运作、如何深入群众生活、如何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成为其文化传播力大小

的重要因素。

2.对文化节庆、会展活动等软件方面的文化发展实力的评估和比较

文化建设的软件方面包括诸多方面，因为篇幅所限，在这里仅分析对于文化传播力影响

显著的文化节庆和会展活动。在文化信息传播过程中，各类艺术节、会展活动具有重要的枢

纽集聚功能，这些活动不仅能汇集起高密度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也能集聚大量的优质的

信息流，包括最新的文化思想观念、理论、知识、信息、实践经验等等，同时，提供了一个

文化交流的平台、展现文化风采的舞台，给人民群众带来丰富的精神食粮、审美享受和心理

愉悦。所以，评估和比较各类文化活动，也是考察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

16此分值等于从 2006年 1月 1日到 2007年 10月 14日期间在�文化传播网�上检索到的文章篇数数值。
以下表格所指与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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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在长三角地区，目前已经形成了各个门类、各种层次的文化节庆和会展活动的体系：

(1)具有国际性影响的高端盛会，具有国际知名度，在文化传播力上超越本国、本地区

的影响力，辐射到全球，具有良好的世界声誉，有一定数量的高端国际团组参加，规模大，

时间长。例如：上海国际艺术节举办9届，已经名播海外，反响热烈，不仅成为上海文化的

一张叫得响亮的名片，还成为推动长三角文化艺术活动的一个巨大舞台，成为中国对外文化

交流的一个文化品牌17，成为世界看中国的一个文化窗口，中国文化部长把它看成一系列的

�国际多边文化活动�中的一个，其意义非同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市场不是孤立的存在，

它应该在世界文化市场的大格局中有自己的位置和自己的作为� 18。此外，还有上海国际电

影节等。

(2)全国性或综合性的文化盛会，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且其文化传播力波及海外，有一

定的国际影响，参与人数众多，持续时间较长。例如：杭州的西湖博览会、中国国际动漫节，

常州的中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周，中国南京文化产业交易会 19等。

(3)地区性或单项性的文化盛会，其文化传播力基本局限在本地区和国内的局部地区，

有的还邀请海外团组参见，但知名度一般，规模有限，参加人数和影响力有限，有的或者还

处于开创阶段。例如：宁波的天一阁中国藏书节、余姚四明山旅游节，再如：江苏省文物节，

上海桃花节等。

(4)社区性的文化聚会，主要以本社区范围的群众参与，以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情感交

流为宗旨，规模一般较小，知名度有限，较少被媒介公开报道，如果报道，也主要是地方媒

介，几乎不会被全国性的主流媒介报道。例如：各城市内的文化广场活动。这一类文化节庆

活动，数量众多，参与者多为普通群众，是丰富群众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作用不可低估。

这类活动是评估一个地区、城市的文化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尺。有些鲜活的有地方特色的

文化产品和艺术节目，就是从这类社区性的文化聚会上走向全国，成为文化传播力的潜能和

后劲的源泉。

17李冬文：《整合资源 发挥优势 开创文化交流工作新局面》，2007年 10月 9日《中国文化报》。文章称：
�文化部在开展对外和对港澳台文化交流活动方面突出了品牌意识，从深度和广度上拓展了活动的影响

力�，上海国际艺术节就是其中文化品牌之一。
18孙家正：《健康的中国文化存在于丰富多样的世界文化之中》，2007年 3月 20日《中国文化报》。
19崔成泉：《文化产业的南京作为》，2007年 10月 12日《中国文化报》。据此报道：�历时 4天的展会
共吸引了 350家参展企业，观众人数约 40万人次，现场总交易额突破 5000万元，订单交易额近 5.5亿元，
签约金额逾 40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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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些在长三角地区内举办的多种层次的文化节庆和展会活动，以及对这些活动的

2006年以来的文化传播力的大致评估和比较。

表六:长三角地区文化节庆和会展活动及其文化传播力评估和比较

节庆会展活动名称 分值

上海国际艺术节 82

中国国际动漫节（杭州） 28

杭州世界休闲博览会 11

西湖博览会 8

中国开渔节 7

宁波国际服装节 6

江苏省文物节 5

中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周 4

南京文化产业交易会 3

江苏国际文化艺术周 3

中国梁祝爱情节 2

舟山国际沙雕节 2

杭州国际剪纸艺术节 2

中国徐霞客开游节 2

天一阁中国藏书节 1

经过持续多年的成功举办和精心大造，有的文化活动能从较低级别跃升至高一级别的盛

会，例如：宁波象山的中国开渔节创办10年
20
，已经从最初的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性、单项性

的活动不断发展、脱胎换骨，�开渔节在成长，象山也在不断成长；开渔节在象山人手中已

经成长为一个全国性综合文化活动品牌�21。

除此之外，就是把一些已经具有品牌效应的国际性的文化盛会争取到本地区、本城市来

举办，这样有助于提升一个地方的文化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从而，推动当地的文化建设和

群众文化生活，活跃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的气氛，为文化总体实力的提高做出贡献。例如，江

苏的南通争取到举办第9届亚洲艺术节（南通），浙江的绍兴获得了2006年中国越剧艺术节

（绍兴）的机会后，这些城市就把到手的机会发挥得淋漓尽致，办得异彩纷呈。

六、案例分析：对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产业发展的细部刻画

对于中央媒体的文本分析，不仅帮助我们描绘出长三角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全景印象和框

20崔成泉：《第十届象山开渔节开幕》，2007年 9月 21日《中国文化报》。
21卢山林：《中国开渔节：象山发展新坐标》，2006年9月22日《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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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式的轮廓，还可以揭示某些深刻案例，展现细部特征。在此仅仅选取 3个文化产业和文化

市场活动中的个案，进行分析。

【个案一】上海：《时空之旅》创造中国演出市场奇迹

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上海马戏城（上海杂技团）三方投资，

跨区域、跨行业、跨国界联合打造的大型舞台剧《时空之旅》，近年来成为中国演出市场光

彩焕发的�新星�。《人民日报》记者是这样描述其演出的盛况22:�金色圆穹顶下，巨大的

玻璃罩缓缓掀起，歌声隐约，神秘莫测的魔术师仰首泼出壮观的水幕，一叶扁舟从江南水乡

飘然而至，船头上的踢碗惊心动魄，玻璃罩壁上巨大的飞车正飞越太空��自2005年9月

28日以来，20个月内，无论寒暑，这一精彩场景天天在上海马戏城上演一到两场�。 据报

道，截至2007年6月28日，《时空之旅》已经演满700场，观众总数超过65万人次，据一

家知名资产评估公司评估，其品牌价值已达1.2亿余元人民币。《人民日报》评价这一大型

舞台剧创造了中国本土演出市场的两大奇迹：�两年之内，收回3000万元投资成本，资金回

报率100％，这是《时空之旅》创造的效益奇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第二届文化部

创新奖，第四届中国演出十大盛事最佳娱乐演出金奖，20多个国家和地区、30多万旅游团

队观看，西方主流媒体普遍关注并评论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好的演出之一�，这是《时空之

旅》创造的传播奇迹�。

人民日报记者经过调查分析，认为《时空之旅》作为文化产品市场运营的成功个案，它

的实践创新，对我国的演艺事业乃至文化产业发展至少有三点启示。

启示之一：中国的演艺业不是简单的缺乏资源，而是缺乏能够整合多种资源的集成商，

缺乏符合�三贴近�、�两个面向�要求的文化产业创作、运营团队和品牌，需要在改革实践

中，加强培育和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将开发演艺产品和推动演艺产业发展联系在一起。

启示之二：加强中国文化传播，要讲究策略和方式。把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通过符合当

代审美和国际化要求的二度包装，增强中国本土文化和原创文化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启示之三：艺术和市场并不矛盾。没有传播，既不能实现经济效益，更不能实现社会效益，

也不会成为真正的精品力作。精品应在市场中产生和完善。

【个案二】江苏：苏州昆剧院青春版《牡丹亭》传承传播昆曲艺术

22刘琼：《〈时空之旅〉如何创造演出市场奇迹》，2007年7月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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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是中国古典戏曲艺术中的经典性剧种之一，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年演员担当主角

演出的青春版《牡丹亭》，对昆曲传承和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汪世

瑜说：�青春版《牡丹亭》将在昆曲发展史上写下重要一笔，它对昆曲艺术传承最大的贡献，

是为昆曲争取到了年轻观众�23。

青春版《牡丹亭》是苏州昆剧院携手以白先勇先生为代表的两岸三地文化精英精心打造

的品牌文化项目，汇集了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众多的艺术家，也是两岸三地合作时间最长、

范围最广的一项系统文化工程，它将人才培养、艺术传承与打造品牌剧目、推广昆曲联系起

来，以戏带功、通过剧目排演传承演员的有效途径，经过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汪世瑜、张继

青的正统、正宗、正派的传承和二十几轮演出实践，以沈丰英、俞玖林为代表的一批�小兰

花�演员脱颖而出，成长为昆剧艺术传承新生代的中坚力量，也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弘扬

中化民族传统文化、探索昆曲未来发展之路积累了经验24。

青春版《牡丹亭》排演后分别进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同济

大学等众多著名高校�名校行�巡回演出，以及赴台湾、香港、澳门等地演出。截至 2007

年 10月 9日，青春版《牡丹亭》已经演了 109场，录像也已售出几十万张，到场观众 18

万人，其中70%是青年人25。青春版《牡丹亭》在一定程度上加深或改变了人们对昆曲独特

文化意蕴的新认识。

【个案三】浙江：钱江浪花文化直通车下基层巡演

�钱江浪花文化直通车下基层巡演�，其形式主要是有效配置省内的艺术资源和专业演

出力量深入乡镇以下的农村演出，曾先后赴杭州、宁波、嘉兴、丽水、衢州、金华等地的乡

镇基层演出250余场，观众达60多万人次。文艺直通车所到之处，极受欢迎，并在全省起

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各地纷纷仿效，启动了多辆文化大篷车下基层。在2006年第四届�中

国十大演出盛事�颁奖典礼上，�钱江浪花文化直通车下基层巡演�获得�最佳基层演出奖�

26，浙江省文化厅推荐的《�钱江浪花�艺术团现象及文化直通车的研发》获得第二届文化

部文化创新奖。

表七：长三角地区文化发展的研究个案及其文化传播力的评估

23唐昀：《汪世瑜：青春版〈牡丹亭〉对昆曲传承有大贡献》，新华网，2006年 6月 3日。
24金永元：《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成功的启示》，2006年 10月 30日《中国文化报》。
25郭奔胜、陈瑶：《民间艺术：艺术第一？还是市场第一？》，新华网江苏频道，2007年 10月 9日。
26杜俏俏：《�2006中国十大演出盛事�浙江拿下两项》，2006年 9月 14日《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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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名称 分值

《时空之旅》 65

青春版《牡丹亭》 49

钱江浪花 34

通过以上的案例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出，一些好的案例本身就具有非常强势的文化传播

力，在媒介上呈现形象良好，美誉度高，信息传播密度比较高。在长三角地区的文化产业发

展过程中，这些案例所体现的某些发展思路和具体做法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增进了地方总体文化发展的实力，值得借鉴、研究乃至大力推广。

它们的出现显示出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丰富而生动的细节。

七、结语：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考察启示以及若干策略思考

通过粗略的考察，基于�文化传播力是文化内在实力的外化表现�的理论思维，在检索

大量信息的定量统计分析和定性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以上我们所做的只是大致描绘出了一张

2006年以来有关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最新状况的全景图。在以上研究中，还存在一定的偏

颇和不足的地方，例如，测算�文化传播力�的指标目前还过于单一，不仅要考察传播信息

的量，还要兼顾传播信息的质；再如，我们所选取的信息数据库所呈现出的文化产业还偏重

于传统的文化演出、艺术等方面，对于方兴未艾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作品，特别是与高科

技结合的数字娱乐、文化创意的报道和传播还远远不够。

尽管如此，在我们描绘的这张图中，我们看清了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的大的轮廓和框架：

长三角地区在全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领先发展的优势地位得到了实证数据的确认，其文化创

新能力还需要继续发扬光大；长三角城市群与珠三角、京津冀的中心城市的总体文化发展实

力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比照，上海的地位不可动摇；在 16座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中，基

本成雁形方阵展开，不同方阵存在着较大差距，而方阵内的城市之间的实力差别微弱，从总

体上形成群雄崛起、各显英姿、错落有致的差序化发展格局，一些城市近一两年内突飞猛进，

有你追我赶、奋发竞争的态势，值得欣喜。在文化产业硬件和软件要素的考察中，需要密切

关注的是文化传播力的大小不只是与硬件好坏、投资高低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人民群众日常

文化生活和消费活动紧密结合，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从而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真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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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文化影响力。

在描绘出这张全景图后，我们或许能从中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方位感，从而在推进文化

发展的策略上，更要注重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掘以往被忽略的具有巨大潜力的文化生产力，

加强对外交流，积极引入和开发有国际性的高端文化盛会，组织有益于人民身心健康的、老

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从而推动长三角地区整体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快速和

可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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