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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文化资产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及实证研究

秦迎林 孟勇 罗康洋 杨嘉雪 俞婷？

摘要 ： 城 市 文化 资产 的运作 能 够 为 城 市 的 发展 繁 荣提供 强 劲 动 力 。 当 前世界城 市 的

发展趋 势表 明 ， 城 市 文化 资产 已 经 成 为 构 筑全球城 市 的 重 要 力 量 。 本研 究 通过梳理 文

化 资产 内 涵及 外延 ， 进 一步 厘 清全球城 市 文化 资产 的概念及特 性 ， 构建全球城 市 文化

资产 的 评估指标体 系 ， 明 晰全球城 市 文化 资产保值增值 的 考量 范 畴及其重 要作 用 。 通

过计算典型全球城 市 的 文化 资产 综 合排名 ， 确 定 当 前全球城 市 文化 资产布 局 现状 。 以

标杆全球城 市 文化 资产 的 管理及运 营 模式 为 参 照 ， 分析 当 前全球城 市 文化 资产 保值增

值 的 主 要模 式 ， 以 纽约 、 巴黎 、 伦敦和 东 京 为 范本 ， 总 结其城 市 文化 资产保值 增值 的

路径 ， 凝练全球城 市 文化 资产保值增 值对策 ， 以 期 为 更 多 城 市提供 启 示 。 研 究 发现 ，

文化 资源 的 整合 、 借鉴 以 及城 市 间 的 文化 资源联 动 发展对城 市 文化 资产保值增值 至 关

重 要 ； 同 时 ， 也要 注 重城 市历 史 文化 资源保护 ， 充分挖 掘 自 身 优 势 ， 突 出 城 市 文化 资

产 标识度 ； 最 后 ， 要精准把握产 业 融合发展大 趋势 ， 依托 互联 网技术 ， 构建城 市 数 字

文化产 业体 系 ， 全面助 推全球城 市 文化 资产保值增值 。

关键词 ： 全球城 市 ； 文化 资产 ； 指标体 系 ； 综 合评价 ； 保值增值 ； 对策 启 示

全球化使得城市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 文化作为城市的
一

种非经济因素 ， 相比其他因素对

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和人文经济繁荣的影响更加深刻和持久 。 城市 的发展不仅局限于拥有国

内影响 力 ，
全球化特性也愈发成为众多城市的 目标定位 。 全球城市是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

方面都具有影响全球事务能力的城市 。 作为全球城市的重要构成要素之
一

， 文化在全球城市

的现代化建设及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中发挥着极大作用 。 城市文化是文化以城市为载体 ， 在具

体城市的进
一

步延伸 ， 城市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离不开城市文化的发展 ， 文化产业正逐步成

为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
一

。 实现全球城市文化资产的増值保值 ， 紧跟全球城市迭

代升级趋势 ， 整合全球城市文化资源 ， 有助于调动文化人才积极性 ， 提升全球城市文化软实

力 ， 増强全球城市文化竞争力和影响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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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文献综述

随着文化产业和城市文化的发展 ， 城市文化资产在城市资产管理中的地位 日 趋重要 ， 有

研究表明城市文化资本能够显著推动城市的发展繁荣 。
？

“

文化资本
”

的概念 由法国著 名社

会学家皮埃尔 ？ 布迪厄 （
Ｐ 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ｒｄ ｉｅｕ

） 首次提出 。 在经济学视角 中 ， 文化资本指体现或

产生文化价值的有形或无形资产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戴维 ？ 思罗斯比 （
Ｄ ａｖ ｉｄＴｈｒｏ ｓｂｙ ）

在其研究中进
一

步将文化资本划分为有形及无形两种存在形态 。 其中 ， 有形文化资本包括遗

产建筑 、 遗址 、 区域 、 艺术品 、 人工制品等物质文化遗产和工艺品 ；
无形文化资本则包括传

统 、 信仰 、 习俗和思想 ， 以及以语言 、 文学 、 音乐等方式存在的智力资本等人类文明的发明

创造 。

？关于
“

文化资产
”

和
“

文化资本
”

的概念区分 ， 花建认为
“

文化资产
”

具有显性的

产业价值 ， 当
“

文化资产
”

与资金 、 技术等相结合就进
一

步形成 了
“

文化资本
”

， 成为
一

个

可衡量 、 可投资 、 可増值、 可变现的价值量 。
？戴维 ？ 思罗斯比认为 ， 文化资本在某

一

特定

时间点可以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被赋予资产价值 ， 转换为文化资产 ， 将文化资产解释为文化资

本 ， 是为 了可以应用标准的投资评估技术对文化资产进行评估和测量 。 总之 ， 文化资产与资

金 、 技术等结合后的可量化形式即是文化资本 。
？

在国 内研究界 ， 张鸿雁教授基于文化视角最早提出
“

城市文化资本
”

概念 ， 他指出城市

文化资本是文化资本以城市为容器在具体城市的延伸 。

＠徐文燕进一步将城市文化资本界定为

一

种社会资源 ， 它体现为无形的精神资产及有形的物质载体 。

＠英国剑桥大学计算机实验室和

贝尔实验室的几位学者以伦敦和纽约为例 ，
经过测算证实 ， 城市文化资本对城市社区繁荣发

展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 。 城市文化资本集中体现着人类文明物质演变的过程和人类精神财富

积累的价值本质 。

？“

城市文化资本
”

的运作能够为城市的创新发展提供的永续动力 ， 是经营

城市的关键所在 。 本研究为了实现对
“

城市文化资产
”

的衡量和保值増值研究 ， 采用可进行

衡量和评估的
“

城市文化资本
”

的分类方式对
“

城市文化资产
”

进行评估 。 据此 ， 本研究采

纳戴维 ？ 思罗斯的建议 ， 按照有形和无形两种形态对城市文化资产进行整理归纳 。

？

综上所述 ， 结合经济学视角和文化视角 的研究 ， 文化资产以可衡量 、 可増值的形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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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文化资本 ， 而城帀文化资本是文化资本以城帀为载体的延伸 。 现有的文献多 以概念梳理

为主 ， 对
“

文化资产
” “

文化资本
” “

城市文化资本
”

等概念均做过相关论述 ， 而全球化视角

下城市文化资产的新要求 、 新涵义和新管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 。 因此 ， 在建设全球城市

趋势的背景下 ，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的定义和评价体系还有待完善和构建 。 这正是本论文的研

二、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

一

）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的概念和特征

１
．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的概念

萨斯基亚 ？ 萨森 （
Ｓａｓｋ ｉａＳａｓ ｓｅｎ

） 认为 ，
全球化 的城市资产包括常规性 的城 市资产

（
ｓ 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ｚｅｄｃ ｉ ｔｙ

ｃａｐ ｉ ｔａ ｌｓ
） 和高度特殊的城市资产 （

ｈ ｉ
ｇ
ｈ ｌ

ｙ
ｓｐｅｃ ｉａ ｌ ｉｚｅｄｃ ｉ ｔｙ

ｃａｐ ｉ ｔａ ｌｓ
） 两部

分 。
？其中高度特殊的城市资产是全球城市区别于

一

般城市的核心所在 ， 是从
一

般城市资产

中提取出来的全球城市专有的 、 具有全球对话功能的专业资产 。 根据萨森对全球城市资产的

定义 ， 本研究认为全球城市文化资产可看作是城市文化资产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概念升级 ， 更

加侧重于表现城市文化资产的全球性影响和全球性价值 ， 能够在
一些典型的全球城市 中得

到显著展现 。 因此 ， 本文将全球城市文化资产定义为 ： 全球城市专有的区别于
一

般城市的 ，

且拥有全球影响力和国际对话功能的城市文化资产 。

２ ．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的特征

在科尔尼咨询公司发布的 《 ２〇 １ ８ 年全球城市指数报告 》 及 《２〇 １ ９ 年全球城市指数报告 》

中 ，
纽约 、 伦敦 、 巴黎、 东京连续两年蝉联全球城市前 四 ， 是公认的全球城市代表 。

？其城

市特性和文化发展实践充分体现了全球城市文化资产形成 的条件基础 以及全球城市文化的

内涵特点 。

（
１

） 高増值性 。 纽约 、 伦敦 、 东京 、 巴黎等城市均拥有强大的文化产业经济实力 ， 城市

文创产业呈现高増长趋势 。 全球每天创意经济的产值为 ２２０ 亿美元 ， 以 ５ ％ 的速度递増 ， 在

全球城市 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 美国 自 １ ９９６ 年开始 ， 文创产业増长率超过其他传统产业 ， 其

创意经济的产值递増速度为 １ ４％
； 英国创意经济产值递増速度为 １ ２％

， 其文化创意产业的

増加值占英国整个经济总量的 ９％ 。 法国创意经济递増速度为 １ ３％
， 仅巴黎就贡献了其 中 的

６０％ 以上 。

＠
日本的文化创意产业大多集中在东京 ， 东京是 日本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集聚区 ，

其规模和产值约占 日本文化创意产业的 ６０％ 。

④

（
２

） 高功能性 。 纽约 、 伦敦 、 巴黎 、 东京等城市在快速发展中 ，
逐渐成为文化跨国公司

总部和具有全球功能性的文化机构的首选地 ， 文化功能机构数量众多 。 如纽约在 ２０ 世纪 ８ ０

①


②

③

④

０９ ８



年代就确立了世界
“

总部中心
”

的地位 ， 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功能性机构在纽约得到快速发

展 。 超过 １ 〇〇 家的欧洲 ５ ００ 强企业在伦敦设立总部 ， 超过 ３ ／ ４ 的世界 ５ ００ 强企业在这里设立

分公司和办事处 。 巴黎是欧盟高尖端人才最为集 中 的地区 ， 各大高等院校每年培养 ６０ 余万

名大学生 。 东京则聚集了超过 ２３ ００ 家外资企业总部 ， 占 日本的 ７６％
， 世界 ５ ００ 强总部数量

居全球第 ２ 位 。

？

⑶ 高影响力 。 纽约 、 伦敦 、 东京 、 巴黎等城市均拥有高连通性的城市文化产业 ， 其特色

文化产业在全球有极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 纽约以
“

文化大熔炉
”

而著称 ， 拥有高度的文化包容

性 。 伦敦被称为
“

国际设计之都
”

， 英国 １ ／ ３ 以上的设计机构在伦敦聚集 。
？巴黎是法国的文化

中心 、 政治中心 ， 同时也是世界的时尚 中心 。 日本则在动漫、 卡通以及游戏等文创产业领域

拥有世界
一

流的竞争力 ， 其动漫产业占国际市场 ６２％
，

？而东京则是 日本的动漫产业集中地 。

（
４

） 高创新性 。 纽约 、 伦敦 、 东京等城市的科技创新 、 文化创意等极为发达 ， 是全球的

科技创新中心 。 澳大利亚咨询机构 ２ ｔｈ ｉｎｋｎｏｗ 发布的 《 ２０ １ ９ 年全球
“

创新城市
”

指数 》 报

告显示 ，
纽约 、 东京 、 伦敦在全球

“

创新城市
”

排名 中 占据前 ３ 名 ， 在综合创新能力 、 科技

服务功能 、 创新环境 、 文化创造力等方面领先世界 。

＠东京早在 １ ９４９ 年就开始鼓励和推动 当

地企业的全球创新网络布局建设 ， 设立东京亚洲总部特区 ， 巩固东京亚洲总部基地及研发中

心的地位 。 伦敦作为全球
“

创意之都
”

， 其颁布实施的专利盒政策、

“

知识天使
”

创新指导网

络等政策制度极大地激发了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 。 纽约推出 的
“

经济适用房计划
” “

科技天

才管道
”

等政策制度都助力纽约的创新经济发展 。

（
二

）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评估评价指标设计

Ｂ ｌｏｏｍｂｅｒ
ｇ
Ｐｈ ｉ ｌａｎ ｔｈ ｒｏｐ ｉｅｓ 发布的 ２０ １ ８ 年 《世界城市文化发展报告 》 从人与人才 、 文化

与 自然遗产 、 艺术表演活动 、 电影游戏 、 城市活力等方面对全球 ３ ５ 个城市的文化发展情况

作了 详细评价 。

？上海交通大学徐剑 学术 团 队与 美 国 南 加 州大学教授 汤 姆斯 ？ 古 特 内

（
Ｇ ．Ｔｈｏｍａｓ Ｇｏｏｄｎ ｉ

ｇ
ｈ ｔ

） 学术团队 ２〇 １ ９ 年联合发布的 《国际文化大都市评价报告 》 对 Ｈ 个

国际性文化大都市进行了全球评价 。

？周振华在 《全球城市 ： 演化原理与上海 ２０ ５ ０ 》

一

书 中

提到 ， 全球化正在成为
一

股重要力量重塑世界城市的发展 。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是城市竞争

力的重要 内容 ， 是城市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 。 拥有高质量城市文化的城市对人才有着更强大

的吸引 力 ， 城市文化要素往往协同城市经济要素共同促进城市发展 。 因此 ， 厘清全球城市文

化资产的组成 、 建立全球城市文化资产的评估体系 ， 对实现全球城市文化资产保值増值 、 提

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

①王丹 、 彭颖 、 柴慧 、 谷金 ： 《上海增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思路与对策 》 ， 《科学发展 》 ，

２ ０ ２ ０ 年第 １ １ 期 。

② 汪菲 ： 《世界城市创意产业发展及经验总结 》 ， 《城市观察 》 ，

２ ０ １ ４ 年第 ３ 期 。

③ 王乾厚 ： 《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及启示》 ，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

２〇 １ ５ 年第 ４ 期 。

④Ｍａｉ
ｇ
ｏｏ

： 《２０ １ ９
年全球创新城市指数排行》 ，

２０ １ ９
年 

１ １月 １ ４日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ａ ｉ
ｇ
ｏｏ ． ｅｏｍ／ ｎｅｗ ｓ ／ ５ ３ ３ ４ ２ ２ ． ｈ ｔｍ ｌ ［

２ ０ ２ １ ０ ２ ０ ２
］

．

⑤Ｂ ｌｏｏｍｂｅｒ
ｇ 
Ｐｈ ｉ ｌａｎ ｔｈｒｏｐ ｉｅ ｓ

，
“

Ｗｏｒ ｌｄＣ ｉ ｔ ｉｅ ｓＣｕｌ ｔｕｒｅＲｅｐｏｒ ｔ２ ０ １ ８
，

’ ’

ｈ ｔ ｔｐ ： ／ ／ｗｗｗ ． ｗｏｒ ｌｄｃ ｉ ｔ ｉ ｅ ｓ 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ｆｏｒｕｍ ． ｃｏｍ／ｐ
ｕｂ ｌ ｉ ｃａ ｔ ｉｏｎ ｓ ／

ｗｏｒ ｌｄ ｃ ｉ ｔ ｉｅ ｓ 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ｒｅｐｏｒ ｔ ２ ０ １ ８ ［
２ ０ ２ １ ２ １

 ］
．

⑥ 徐剑 ： 《国际文化大都市指标设计及评价 》 ，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

２ 〇 １ ９ 年第 ２ 期 。

⑦ 周振华 ： 《全球城市 ： 演化原理与上海 ２ ０ ５ ０ 》 ， 上海 ： 格致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７ 年 ， 第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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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指标设计的原则

一

是 目 的性与科学性原则 。 城市文化资产评估体系的构建是为更好地实现城市文化资产

保值増值 ， 指标的选取必须具有科学性 ， 抓取最本质 、 最重要 、 最有代表性的 因 素 ， 更好地

服务于实现城市文化资产保值増值这
一

目 的 。 二是系统性与全面性原则 。 城市文化资产涵盖

多个方面 、 多个领域 ， 是各个要素组合效应的反映 。 因此 ， 城市文化资产指标的选取必须坚

持系统性评价原则 ， 所构建的指标要能对城市资产的各个要素做出全面评价 。 三是可行性与

可比性原则 。 测量结果应尽可能标准化 、 规范化 ， 具有可比性和可测评性 。 指标体系的建立

应简繁适当 ， 采用易于操作的计算 、 评价方法 ， 便于各城市进行横纵比较 。 四是数据权威性原

则 。 在确定城市文化资产指标评估体系时 ， 应尽可能増强数据的论证强度和排名结果影响力 。 因

此 ， 评估所用数据均 弓 １用 自可靠度高 、 声誉好以及具备权威影响力的各大网站和机构组织 。

２ ． 具体指标的评价维度

通过大量的文献参阅和实地调研 ， 本项 目研究形成文化及其相关产业 、 固定文化资产和

无形文化资产等 ３ 个
一

级指标 ， 文化产业、 文化旅游 、 文化教育产业、 城市固定文化资产 、

文化 自然遗产 、 文化艺术活动 、 文化全球影响和文化活动参与等 ８ 个二级指标以及文化产业

政府投资 、 公共绿地百分比 （公园和花园 ） 等 ３３ 个三级指标构成的全球城市文化资产评价

指标体系 ， 并从全球范围 内选取了２６ 个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城市作为本研究的评价对象 。

在现有数据基础上 ， 尽可能实现城市文化资产的量化评估 ， 为城市文化资产发展提供具

象的努力方向 。 评价体系所采用的统计数据均来源于世界文化论坛 、 城市文化年鉴 、 政府官

网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权威机构的统计结果 以及研究 团队通过对全球互联网进行搜索取

得的相关数据 ， 数据搜集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至 １ ２ 月 。

三 、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是建设全球城市増强城市竞争 力 的重要 内容 ， 是城市创新发展的动

力源 。 基于城市文化资产各要素 ， 构建全球城市文化资产评价指标有助于进
一

步厘清全球城

市文化资产内涵 ， 实现城市文化资产保值増值 。

（

一

）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为实现全球城市文化资产的可评估 ， 本研究结合全球城市文化资产的概念界定 、 《世界

城市文化发展报告 》 和 《国际文化大都市评价报告 》 等相关权威报告 ， 将城市文化资产分为

文化及其相关产业 、 固定文化资产 、 无形文化资产三大类 ， 按照上述研究方法 ， 课题组拟建

立如下城市文化资产综合评价体系 ， 对 ２０ １ ９ 年 《全球城市报告 》
？ 中上榜的 ２６ 个全球城市

进行城市文化资产综合实力对比分析 。 评价体系共包括 ３ 个
一

级指标 ，

８ 个二级指标 ，

３３ 个

三级指标 （表 １
） 。 根据 ３ ３ 个具体可衡量指标对全球 ２６ 个影响较大城市 的城市文化资产进

行评估 ， 判定各个全球城市文化资产在全球城市 中 的具体排名 ， 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

①Ａ ． Ｔ ． Ｋｅａｒａｅ
ｙ ，

“

２ ０ １ ９Ｇ ｌｏｂａ ｌ Ｃ ｉ ｔ ｉｅ 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Ｍａ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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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 ．１Ｇｌｏｂａ ｌ Ｃ ｉ ｔｙ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Ｅｖａ ｌｕａ ｔ 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 ｔｅｍ

一

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文化及其

相关产业

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政府投资

文化产业私人捐赠与赞助

城市文化产业政府投资占全国文化产业总投资百分比

文化创意产业就业百分比

文化旅游

公共绿地百分比 （公园和花园 ）

米其林星级餐厅数

集市数量

每年国际游客人数占城市人 口 的百分比

文化教育产业

私人文化高等教育机构

文化产业留学生数

专业艺术与设计公共机构的学生数

非专业类艺术培训机构数

固定文化资产

城市固定

文化资产

每 １ ０ 万人的公共图书馆数

每百万人剧院数

电影院数

每百万人音乐厅数

每百万人博物馆数

每百万人书店数

每百万人艺术画廊数

文化 自 然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迹

其他遗产 ／历史古迹

无形文化资产

文化艺术活动

年度剧院演出场次数

年度音乐演出场次数

重大文化节庆活动数

年度舞蹈演 出数

文化全球影响

境外旅游者数量

外国 出生人 口 百分比

Ａ 类电影节数量

国际知名智库数量

文化活动参与

每年所有剧院的入场人数

每年看 电影的人数

主要电影节的入场人数

主要嘉年华 ／节 日 的预计出席人数

其中 ， 城市文化资产中的文化及其相关产业资产主要体现于
“

文化产业
”“

文化旅游
”

“

文化教育产业
”

等二级指标 。 固定文化资产为
“

城市固定文化资产
” “

文化 自然遗产
”

２ 个

二级指标 。 无形文化资产主要包括
“

文化艺术活动
”“

全球文化影响
” “

文化活动参与
”

３ 个

（
二

）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评价方法

为对全球城市的文化资产进行客观的评价 ， 结合熵值法与灰色综合评价法来完成各全

球城市文化资产水平 的评价 。 其 中 熵值法 用 于对三级指标赋权值 ， 该方法 与 德 尔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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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ｅ ｌｐｈ ｉ

） 、 层次分析法 （
Ａｎａ ｌ

ｙ ｔ ｉｃＨ ｉｅｒａｒｃｈ
ｙ
Ｐｒｏ ｃｅｓ ｓ

，ＡＨＰ
） 等主观赋权法相比 ， 能更真实

地反映事物间客观存在的现实关系 ； 灰色综合评价法通过对客观数据进行分析 ， 即计算各个

对象对理想 （标准 ） 及对象的接近次序 ， 并对评价对象的进行排序 。 熵值法和灰色综合评价

法均是从客观数据的角度分别对指标进行赋权以及对研究对象进行量化评价并排序 。 因此 ，

这两种方法的结合能客观有效地对研究对象进行评价 ， 并且其评价结果相比于主观赋权和

主观评价方法更加贴合实际 。 本项 目 的计算实现流程是依托 ｐｙ ｔｈｏｎ３ ． ８ 完成的 。 基于上述 内

容 ， 下面具体给出熵值法和灰色综合评价法操作步骤 。

１ ． 熵值法的具体操作步骤

设进行全球城市文化资产评价的城市有 《 个 ， 每个城市有 ｍ 个三级指标 ， 并将第 ／ 个

城市的第 ７

＇

个三级指标的数值表示为 ｉ
＝

ｌ
，

２
， ７

＝
１

，

２
，

…

，

ｍ 。 现给出熵值法的

具体步骤 ， 如下 ：

步骤
一

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 即异质指标同质化 ） 。 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

Ｘ
ｔ

ｊ
ｍ ｉｎ （

ｘ
ｔ

ｊ
）

Ｘ
 ｌ

ｉ
ｍａｘ（

Ｘ
ｌ

ｊ
） ｍ ｉｎ （

ｘ
ｔ

ｊ
）

＇■ ／
１

，

２
，

＿ ？ ．

，ｍ

＼＜ ｔ＜ ｎ ７ ＼＜ ｔ＜ ｎ ７

其中 ；

＝
１

，

２
， ７

＇

＝
１

，

２
，

…

，

ｍ
） 为第 ｉ 个城市的第 ７

＇

个三级指标数值的标准

化结果 。 为 了方便起见 ， 将第 ｉ 个城市的第 ７

＇

个三级指标数值的标准化结果４记为ｈ 。

步骤二计算第 ７

＇

个三级指标下第 ｉ 个城市占该指标的比重 ， 即

ｐ ｔ

ｊ

＝

ｎ

１

＇

 ，ｉ
＝

ｌ
，２

－ － －

，ｎ ；７

＝
１

，２
－ － －

，ｍ

ｋ
＝

＼

步骤三计算第 ｙ 个三级指标的熵值 ， 计算公式如下 ：

ｎ

 ｌ
ＰＩｎ

Ｐ 
ｉ

ｊ
， ｊ

１
，

２
，

’  ’  ’

，

ＦＨ

ｉ 

＝

 ｌ

其中 ， ／
？＞〇 且

／
？

＝
１ ／ ｌｎ（

？
） ， 容易看出

步骤四计算第 ７

＇

个三级指标的差异系数 ， 定义差异系数的公式如下 ：

Ｅ ｉ

＝
＾ ｅ

ｉ

步骤五利用第 ７

＇

个三级指标的差异系数计算其权重值 ， 公式如下 ：

Ｑ 

Ｗ
ｊ

＝

＾Ｔ

＾
，７

＝
１

，２ ，
？ ？ ？

，ｍ

Ｙｊ ｇ ｋ

ｋ 

＝

 ｌ

以上就是熵值法利用实际数据对各三级指标进行赋值的过程 ， 其 ％ ，ｙ

＝
ｌ

，２ ，

…

，

ｍ

为各指标的赋值结果 ， 并记为权重向量 （
Ｗ

ｌ ，

ｗ
２ ，

…

，

ｗ
ｍ ） 。 对于第 ｙ 个三级指标 ， 其

对应权重值 ％ 越大 ， 则在综合评价过程中该值所起的作用就越大 ， 即对评价城市的重要性

１ ０ ２



就越大 。

２ ． 灰色综合评价法的具体操作步骤

与对熵值法进行介绍时相同 ， 设进行全球城市文化资产评价的城市有 《 个 ， 每个城市

有 ｍ 个三级指标 ， 并将第 ｆ 个城市的第 ｙ 个三级指标的数值表示为ｈ ，

ｆ
＝

ｌ
，

２
， ｊ

＝

１
，

２
，

…

，

ｍ 。 现给出灰色综合评价法的具体步骤 ， 如下 ：

步骤
一

进行数据的归
一

化处理 （ 即异质指标同质化 ） 。 数据的归一化公式如下 ：

Ｘ
ｉ

ｊ

＝

，７

＝
１

；２ ，
？  ？  ？

，ｍ

ｋ 

＝

 ＼

其中 ；

＝
１

，

２
， ｙ

＝
１

，

２
，

…

，

ｍ
） 为第 ｉ 个城市的第 ｙ 个三级指标数值的标准

化结果 。 为 了方便起见 ， 将第 ｉ 个国家的第 ７

＇

个三级指标数值的标准化结果４记为４ 。

步骤二根据灰色系统理论 ，
选取用于综合评价的最优参考对象 ， 并记为

ｊｃ

＊
＝
（

ｘ ｌ ，ｘ ２

＊

 ，
？ ？ ？

，ｘ ； ）

其中 ｘ
ｆ （ ｙ

＝
ｉ

，２ ，

…

，

ｍ
） 表示第 ｙ 个三级指标的最优数值 。

步骤三利用关联分析法计算第 ｉ 个城市的第 ｙ 个三级指标数值与参考对象ｆ 的第 ｙ 个最

优三级指标数值的关联系数 ， 其计算公式如下 ：

ｍ ｉｎｍ ｉｎ 
ｘ 

＊

ｘ
ｕ 

＋
〇ｍａｘｍａｘ

 
ｘ 

＊

ｘ
ｕ

ｌ

ｊ

 
ｘ Ｔ ｘ

ｕ 
＋

〇ｍａｘｍａｘ
 
ｘ  Ｔ ｘ

ｕ
１ １ １

 ｌ＜ ；＜ｍ
１ １

式中 ＂
ｅ ［

〇
，ｌ

］ ，

一

般取尸 〇 ． ５ 。 在后续的实际评价过程中 ， 本项 目 也将 卢 取为 ｏｉ

步骤四利用上述得到 的关联系数和熵值法进行矩阵计算得到 的各个三级指标的权重 向

量 （
１４＾ ，

Ｗ
２ ，

…

，

Ｗ
ｍ ） ， 计算各个城市综合评价结果 ， 结果如下 ：

Ｒ ＝

（
ｒ

， ，ｒ
２ ，

■ ■ ■

，ｒ
ｎ ）

其中 ＾ （
ｆ
＝

ｌ
，

２
，

…

，

《
） 为第 ｆ 个城市的综合评价结果值 ， 该值越大表明 与最优参考

对象越接近 ， 即该城市的文化资产水平越高 。

上面分别对熵值法和灰色综合评价法的原理和操作步骤进行 了评价 ， 其 中 Ａ ＝ （ ＾ ，

…

， ＾ ） 是这两种方法计算的最终的本项 目选取的 ２６ 个城市的文化资产水平 ， 接着对

这 ２６ 个评价结果从大到小进行排序 ， 便得到 了它们的排名结果 。

（
三

）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综合排名

结合熵值法与灰色综合评价法 ， 在构建的三级具体可评价指标下 ， 对 ２６ 个全球城市的

文化及其相关产业、 固定文化资产和无形文化资产进行综合和分项评估 ， 为全球城市文化资

产的管理和建设提供直观的 、 可参照比较的数据分析 。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排名从现实指标中产生 ， 从各个方面评估 了全球 ２６ 个著 名城市的城

市文化资产综合实力排名 。 这些排名在未来可能会影响建设全球城市的努力方向 、 组织和政

１ 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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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 门对城市文化资产的管理和提升等要素 ， 从而进
一

步促进城市文化资产综合实力 的増

强 。 就此而言 ，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评估可能成为影响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工具 。

图 １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排名词云图
Ｆ ｉ

ｇ ，  １Ｗｏｒｄ Ｑｏｕｄ Ｍａ
ｐ 

ｏｆ Ｑｏｂａ ｌ Ｃ ｉ ｔ
ｙ 

Ｃｕｌ ｔｕｒａ ｌ Ａ ｓｓｅ ｔ ｓ Ｒａｎｋ ｉｎ
ｇ

资料来源 ： 课题组根据计算整理 。

本课题结合熵值法与灰色综合评价法 ， 对选取的 ２６ 个全球著 名城市的城市文化资产水

平进行评估 ， 具体主要从文化及其相关产业 、 固定文化资产和无形文化资产三个维度展开评

价 。 综合比较 ２６ 个典型全球城市在各个具体指标上的得分情况 ， 得到如表 ２ 所示的全球城

市文化资产水平排名 ， 为后续的讨论和研究提供了相应的数据支撑 。

表 ２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综合排名

Ｔａｂ ．２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 ｉｖｅ Ｒａｎｋ ｉｎ
ｇ 
ｏｆ Ｇｌｏｂａ ｌ Ｃ ｉ ｔ

ｙ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 Ａｓｓｅｔｓ

排 名 城 市 国 另
Ｉ

Ｊ 排 名 城 市 国 另
Ｉ

Ｊ

１ 纽 约 美 国 １ ４ 阿姆斯特丹 荷 兰

２ 巴 黎 法 国 １ ５ 米 兰 意大利

３ 伦 敦 英 国 １ ６ 香 港 中 国

４ 东 京 日 本 １ ７ 新加坡 新加坡

５ 旧金山 美 国 １ ８ 墨尔本 澳大利亚

６ 洛杉矶 美 国 １ ９ 多伦多 加拿大

７ 北 京 中 国 ２ ０ 爱丁堡 英 国

８ 罗 马 意大利 ２ １ 布鲁塞尔 比 利 时

９ 上 海 中 国 ２ ２ 斯德哥尔摩 瑞 典

１ ０ 维也纳 奥地利 ２ ３ 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根廷

１ １ 悉 尼 澳大利亚 ２ ４ 蒙特利 尔 加拿大

１ ２ 莫斯科 俄罗斯 ２ ５ 深 圳 中 国

１ ３ 首 尔 韩 国 ２ ６ 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

资料来源 ： 课题组根据计算整理 。

１ ０ ４



在最终的全球城ＩＩ文化资产评价排名 中 ，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综合得分位居前十的城市

分别是鈕釣 、 巴黎 、 伦敦、 东京 、 旧 金 山 、 洛杉矶 、 北京 、 罗 马、 上海、 维也纳 ３ 作为顶

类的金球讓ｆｃ巴黎 、 瘡＿、 东倉藝徐＿为均鲁 ＊ 在分类＃＃审的＿名也很崇前 Ｂ

在 ３ 项
一

级指标中 ，
纽约在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和固定文化资产 ２ 个掌标蹲偉濟擊

一

， 香５３

形文化资产指标位居 第二 ； 巴黎在无形文化资产这项一级栺标中靡于榜首 ； 伦餘和东Ｊｌ在

３ 个一缴指标中均隹列前五 ，
整体实 ：力靠前 ！

＾ 在 ８３１二级级指标 中 ，
纽约仅在文 全球影

＿力和文化产业综 ＆排 名 中占据 第二 ， 其余 ６ 项二缀指标均荣膺榜首 ？ 巴黎和伦敦分 别在

文ｆｔ全球影响力和文４Ｓ产业综合排名 ２ 项二藪磨标上舊于榜首 ， 东京崔 个二级指标中 有

４ 项排名在前五 ？

无形文化资产
—纽约 － － － 伦敦 一 巴黎东京

Ｗ 

２ 全球城市文化资户ｉ平价 指标蛛關
Ｆ ｉｇ ２Ｃｏｂｗｅｂ Ｍ＾ ＞ ｏｆ  ｔｈｅ Ｆ ｉｒｓ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Ｑｏｂａ ｌ Ｑｔ
ｙ 

Ｃｕ ｌ ｔｕ ｒａ ｌ Ａｓ ｓｅｔ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竣軸源 侧嫌

根据图 ２ 结果显示 ， 绎过侧＾ 在文化及其相餐产业和画定文ｆｔ资产两个一级指标中 ，

纽约均排名箄
一

， 无形文ｆｔ资产排名第二 ； 巴黎位列无形文ｆｔ焚产第＾ 文 ｆ
ｆｃ及其相关产业

＿名第二 ； 伦敦在菌定文ｆ％资产这一项排名第二 ， 东京的文ｆｔ及其相关产业排名第三 。 》个

全珠城市在文化资产这个
一

级指标的排各臟雾中各有优勢 。

根据图 ３ 结果显示 ， 经过測算 ， 纽约在 ８ 个二级指标中有 ６ 项ｆｅ到第一 ， 与科尔Ｍ

《２０ １ ９ 全球域韋＿数》 报告的＿果
一

致 ， 其文化资 ．产实办十分雄厚， 论敎和ｆｉ黎螫体寒力

均修 ， 伦敦在文银产业这
一■标上排名蕙一＞这离不开怆敦政府的大力支费， 其玄化产业

发展欣欣向 ．

秉 ； 巴黎在文ｆｔ全球影响这一＿标襟列案一 ，
这是 由于其文化氛围的包容性使

得孙来文化可Ｅ较好地融入本地 ， 同时也着利予巴黎的文化在世界范围 内传播Ｑ 东京在四

个城 Ｉｆ中稍 些 ， 但它的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两项表现较好 ， 与其强大的动漫产业不无

关系 ｓ

１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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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文化旅游

图 ３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评价二级指标蛛网图
Ｆ电 

３Ｃｏｂｗｅｂ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
ｙ 

Ｉｎｄ 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Ｑｏｂａｌ Ｃｉ ｔ
ｙ 

Ｃｕ ｌ ｌｉ ｉｒａｌ Ａｓ ｓｅｔ ｓ Ｅｖａ ｌｕａｔｉｏｎ

齡 鑛她獅遞龜

（ 四 ） 全球城市文化资产保值增值经验总结

基于上述禱 ５
本文选取了排名前観饱纽钧 、 ＆黎、 伦敦、 东京为标杆城市 ， 总 纳其

文雜产保值增舰麵． 为全繼＿文嫌产保值、 供思路 本森纪念财ａ发布的

《２０ １３
全球域１￥＾為＿数＿＾｜（

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ｗｅｒ Ｃ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２０ １ ９
，

ＧＰＣｌ
Ｊ
？
＾ 伦 、 东离

和巴黎再次被通为全兼憂具综儀３ １力的城市 。 科尔尼臂葡公司 （
Ａ

，
Ｔ

，
Ｋｅａｒｎｅｙ ）２０ １９ 年 ５ 月

最新发布的 《２
０ １ ９ 年全球城市指数报告》 （

２０ １ ９Ｇｌｏｂａｌ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ｄｅｘ
， 简称 ＧＣＩ

） 中 ， 这些域市

也 名列全球城市排名前茅 ， 进
一

步验证了 Ｉ

Ｓ大全球城市的典型性 本文通过对这四 个全球城

謹？资产保值增值的纖总结 ， 以全球撕 ， 碧析和Ｍ ｌ未来全球墟歡化節的麵方商 後

１ ．从
“

Ａ Ｇｒｅｅｎｅｒ
，Ｇｒｅａ ｔ 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

”

到
“

Ｃｒｅａ ｔｅＮＹＣ
＂ ’

纽约被誉为
“

世界文化太熔炉＇ 在科尔愿 《２０ １ ９ 全球墟市推数》 报禽中 ，
钮 ：约排名第

—

１
．在森纪念财 团发布的 《２〇ｗ 年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报告 （

ｇｐｃｉ
） 》 中 ，

ａ约俊ｇ第二 ，

城市文化资产综合实力强劲 《 纽约的城市文化资产发展经验总结详 见表 ３
。

表 ３ 纽约獅文化资产雛增值麵经验借鉴
Ｔａｂ ．３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 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ｅｃ ｉａｔ ｉｏｎ ｏｆ Ｃ ｉｔｙ 

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典型全球城市 主要措施 经 验 总 结

纽约
１ ． 发布 ＣｒｅａｔｅＮＹＣ 文化规划 ，

引领城市文化发展潮流

２ ０ １ ７ 年 ７ 月 ， 纽约发布了城市历史上第一个综合性文化战略规划 《创造纽 约 》

（
Ｃｒｅａｔｅ ＮＹＣ

） 。 该战略从纽约市总体发展的角度出发 ， 构建城市完整的文化发展

蓝图 。

“

Ｃｒｅａｔｅ ＮＹＣ
”

计划在纽约作为国际知名文化大都市的基础上 ，对纽约文化

建设的创新举措和典型案例进行归纳 ， 分为八个领域 ，并给出 了各 自 的典型案例 。

这些优秀文化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未来展望为纽约的城市文化资源保值增值提供

了重要指导 。

①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
ｇ

ｉｅｓ
，

“

Ｔｈｅ Ｍｏｒｉ Ｍｅｍｏｒｉａ 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 ｉｏｎ
，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Ｃｉｔ

ｙ 
Ｉｎｄｅｘ （

ＧＰＣＩ
）２０ １ ９

，

”

ｈｔｔｐ ： ，／ｍｏｒｉ
－ｍ－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ｒ ．

ｊｐ／ｐｄｒ／ＧＰＣＩ２０ １ ９
＿

ｓｕｍｍａｒ
ｙ

．

ｐｄｆ ［
２０２ １

－２ －

１ ９
］

．

②Ａ ． Ｔ ． Ｋｅａｒｎｅｙ ，

“

２０ １ ９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 ｔｉ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 ．

”

１ ０６



续表

典型全球城市 主要措施 经 验 总 结

２ ． 增强政府公共财政资金抉持 ，

强化文化资产保值增值

纽约市文化事务部 （
ＤＣＬＡ

） 负责监管文化方面的公共资金 。
２ ０ １ ７ 年 ，

纽约文化事

务部花费高达 ３ ． ３ 亿美元的资金来发展文化艺术 。 就文化方面的资金投入来说 ，

全美只有联邦政府高于纽约市文化事务部 。 每年纽约会有上百多家文化艺术组

织能得到纽约文化事务部的抉持 ， 资金投入有千万美元 。

纽约
３ ． 组织非营 利文化机构 ， 促进城

市文化资产可持续发展

纽约城市文化的高质量发展除了政府的大力抉持 ， 非营利机构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

支撑作用 。 目前 ，美国已有超过 １ 〇 〇 万个非营利组织 ， 其中有资产上千万的大学 ， 也

有以社区服务为宗 旨 的小组织 ， 其成员均为志愿者 。 非营利文化机构在纽约的大量

存在 ， 极大地促进了纽约城市文化艺术的发展和公共文化设施规模的扩大 。

４ ． 加大高新科技企业入驻 ， 激发

老城区文化资产活力

“

硅巷
”

的兴起使得纽约很多传统商业或者工业区重新迸发 出 文化创新活 力 。 纽

约
“

硅巷
”

通过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 ， 建立互联 网行业的细分市场 。 纽约的布

鲁克林 日 落公园工业城 、威彻斯特郡扬克斯 、传统住宅区 的长岛市和工厂货栈 区

转型的 ＤＵＭＢＯ 区等都是
“

硅巷
”

效应下激发老城区文化创新活力的典范 。

２ ． 巴黎 ：

‘

大巴黎计划
”

助推 巴黎
‘

全球文化与创意之都
”

建设

巴黎一直以来以浪漫时尚而 闻 名 。 巴黎市政府每年发布 《文化政策 》 作为文化行动纲

领 ， 确立了
“

活力 、 民主和空间
”

三大战略 ， 推动建设
“

全球文化与 创意之都
”

， 将保护和

利用好城市的历史文化作为城市文化増值的重点 。 其具体城市文化资产保值増值经验总结

详见表 ４ 。

表 ４ 巴黎城市文化资产保值增值国 际经验借鉴

Ｔａｂ ．４Ｐｒｅｓｅｒｖａ ｔ 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ｅｃ ｉ ａｔ ｉ ｏｎｏｆ Ｃ ｉ ｔ
ｙ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ｉｎＰａｒ ｉ ｓ

典型全球城市 主要措施 经 验 总 结

１ ． 支持传统工艺和奢侈品产业 ，

更新城市文化面貌

传统工艺和奢侈品
一直以来都是巴黎十分看重的传统文化产业 ， 有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高附加值的经济特性 。 为在全球城市竞争中 占据优势 ， 巴黎市政府相继提

出
“

大巴黎计划
” “

巴黎创新计划
”

等项 目 ， 探寻文化领域方面 的新优势 ， 致力于将

巴黎建设成为城市更新的典范 。 巴黎将在 ２ ０ ２ ４ 年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 ， 在此期

间 ， 这座城市正在加快在整个大都会区融入文化的计划 。

巴黎

２ ． 降低进入文化资源的 门槛 ， 鼓

励民众参与艺术塑造

为提升城市的文艺水平 ， 巴黎政府将城市中废 旧建筑遗址转租给私人机构 ， 进行

文艺改造 ， 以 此来培育创意文化空间 。 法国人全身心都渗透着对文化 的热情 ， 从

政府到 民众都对一切形式文艺抱有开放包容的 心态 ，
经常能够在街区 、街道以 及

地铁看到艺术家 、文艺工作者们的行为艺术表演 ； 博物馆 、 画廊等文化艺术场所对

公众免费开放 。 这种 自 由多元的文化创作交流氛围 ， 使民众参与到 城市文化的创

作中来 ， 增加了城市的吸 引 力与活力 。

３ ． 打造文化 空 间格 局 ， 焕发城市

历史文化魅力

巴黎市政府
一方面呼吁保护古建筑 ， 另

一方面注重对城市的历史遗产进行开发再

利用 。 政府重新改造废弃的车站 、花园等 ， 将历史文化空间置于城市建设发展中 。

旧历史建筑的再利用不仅具有历史意义 ， 而且有
一

定 的社会和文化价值 ， 这一方

面节约了社会资源 ， 焕发了历史建筑的魅力 ， 另
一方面优化了城市的 空 间格局 ， 促

进了文化资产价值的提升 ， 适应 当今打造绿色城市的要求 ， 符合 巴黎政府文化 空

间构建的理念 。

４ ． 收容国际流浪艺术家 ， 加强 向

难民社区提供文化服务

巴黎倡导文化艺术跨越国籍 ， 给全球热爱艺术 的人提供创作的机会 。
２ ０ １ ５ 年的

移民危机导致世界各地的难民人数增多 ， 其 中也包括法国 。 作为 回应 ， 巴黎承担

起作为避难城市的责任 ， 推行了
一

系列计划来支持巴黎的难民进行艺术创作 。 巴

黎政府每年都会与艺术家居住地 国际艺术城 （
Ｃ ｉ ｔ ６ Ｉｎ ｔ ｅ ｒ ｎａ ｔ ｉｏｎ ａ ｌｅ Ｄ ｅｓ Ａｒ ｔ ｓ

）进行

合作 ， 为国外无法 自 由工作或创作的艺术家提供容身之地 ， 鼓励他们来到 巴黎 。

５ ． 建设服务型特色城市 ， 推进文

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巴黎主要旅游景点的旅游路线设计科学合理 ， 游客来来往往 、秩序井然 。 残疾人

座椅的精心设计 体现 了 景点 的人文服务 。 巴黎每年吸 引世 界五大洲 的游客 达

５ 〇 〇 〇 万人 ， 仅埃菲尔铁塔就吸 引 了２ ０ ０ ０ 万游客 ， 其高质量的服务和人性化的设

计给游客们带来了独特的旅游体验 。 全面提升城市生态环境 ， 树立绿色发展理

念 ， 将全域旅游发展作为城市建设中 的一部分 ， 使巴黎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 。

１ 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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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伦敦 ：

“

工业之城
”

向
“

金融之都
” “

仓憶之都
”

的完美转型

伦敦从
“

工业之城
”

向
“

金融之都
” “

创意之都
”

的两次完美转型 ， 使得其在全球城市

文化竞争中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 。 其基于城市复兴的文化资产保值増值战略经验归纳总结

详见表 ５ 。

表 ５ 伦敦城市文化资产保值增值国 际经验借鉴

Ｔａｂ ．５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 Ａｐｐｒｅｃ ｉ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Ｃ ｉ ｔ
ｙ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 Ａｓｓｅｔ ｓ ｉｎＬｏｎｄｏｎ

典型全球城市 主要措施 经 验 总 结

１ ． 设立文化风险办公室 ， 保护快

速变化的城市文化资产

伦敦市长于 ２ ０ １ ６ 年建立文化风险办公室 ， 以保护从历史遗迹到 夜生活场所等备

受市民喜爱但有丢失危险的城市文化资产 。
２ ０ １ ７ 年 ４ ５ 个新项 目被列入

“

历史英

格兰遗产风险名录
”

， 其中包括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堂和一名划艇冠军的墓地 。

此外 ， 该办公室还寻找可以经改造就拥有新文化用途的建筑 。 文化风险办公室鼓

励社区团 体和企业与规划部 门更紧密地合作 ， 以保护伦敦现有资产 ， 并将文化融

入城市的新发展 。

２ ． 创设伦敦文化区奖 ， 提升城市

居民文化创新活力

伦敦 ２ ０ １ ７ 年推出 了伦敦文化 区奖 。 伦敦文化 区奖的 灵感来 自 欧洲文化之都项

目 ， 该项 目 展示了这种复兴城市的方法的主要经济和社会效益 。 伦敦文化区奖特

别关注社区领导 ， 目标是将文化融入该地 区 的长期规划 中 。 该奖项涉及伦敦 ３ ２

个行政区或社区 ， 对所有人开放 。 这个奖项非常受欢迎 ， 在比赛的第
一年就有 ２ ２

个行政区提出 申请 。
２ ０ １ ８ 年 ， 两个获胜的市镇分别获得了 １ ３ ５ 万英镑的奖励 ， 用

于发展社区主导的文化项 目 。

伦敦 ３ ． 支持文化项 目 的资金投入 ， 留

住创意文化人才

２ ０ １ ８ 年 《伦敦市长文化战略》强调了
“

今天以及未来全球创意强城
”

的愿景 。 伦敦

文化推动着创意产业发展 ， 英格兰艺术委员会 、英格兰遗产委员会等都是伦敦文

化方面的资金支持机构 。 大伦敦政府通过
“

引 导
”

和
“

抉持
”

两项战略发展文化事

业 ：

“

引导
”

策略主要 目 的是提升伦敦城市文化形象以 及丰富城市居 民文化生活 ，

政府鼓励争取得到外部的资金赞助 ；

“

抉持
”

策略主要适用于创业期 、能够提供就

业机会且有助于营造社区文化的产业项 目 。

４ ． 融合文化 与重大基础设施 项

目 ， 鼓励文化创意消费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大伦敦政府 出版发布 《伦敦全民文化 》计划 ， 伦敦市长提出将伦敦的

文化发展置于城市开发项 目 的核心 ， 通过将文化融入主要 的基础设施和重建项

目 ， 以支持新的文化生产和创意消费 中 心 。
２ ０ １ ９ 年在伦敦

“

文化
一

英里
”

区 内筹

建的音乐中心就是政府支持的
一

个重要项 目 ， 该音乐中心位于伦敦的
一

个重要文

化轴线上 ， 涵盖了所有的音乐流派 ， 会是一个顶级的表演和教育场所 ， 推动伦敦的

文化发展 。

５ ． 利用夜店文化和夜间 经济 ， 推

进城市文化资产增值

在城市规划建设中 ， 文化资产对于城市无比重要 ， 大型倶乐部及夜店等能够带动

其地方的经济发展 。 伦敦鼓励民营空间和
“

夜间市场
”

的私人开发 ， 建造城市
“

空

间经济
”

或
“

场所经济
”

， 将夜间经济融入城市发展中 。 在伦敦的文化资产增值项

目 中加入夜店元素 ， 这每年为伦敦带来 ２ ０ 万游客 。 夜店不仅是
一个商业上的成

功 ， 也是一个良好的经济驱动力 ， 能够积极地融入伦敦的全面建设中 。

４ ． 东京 ： 从
“

文化立 国
” “

酷 日本战略
”

到
“

东京 ２０２ ０ 发展计划
”

日本
一

向重视城市文化建设 ， 在 日 本森纪念财 团 发布的 《 ２０ １ ９ 年全球城市实 力指数报

告 （
ＧＰＣＩ

） 》 中 ， 东京总体城市实力指数位列第三 。 东京在 ２〇 １ ６ 年出 台 了 《打造
“

都民优

先
”

的新东京 东京 ２０２０ 发展计划 》 ， 提出将东京建造成
“

传统与现代相融合 ， 世界范围

内独
一无二的文化都市

”

， 提高东京在全球城市 中的国际影响 力 。

？东京城市文化资产増值保

值经验总结详见表 ６
。

① Ｉ ｎ ｓ ｔ ｉ 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Ｓ ｔ ｒａ ｔｅ
ｇ

ｉ ｅ ｓ
，

“

Ｔｈｅ Ｍｏｒ ｉ Ｍｅｍｏｒ ｉａ ｌ Ｆｏｕｎｄａ ｔ ｉｏｎ
，

Ｇｌｏｂａ ｌ Ｐｏｗｅｒ Ｃ ｉ ｔｙ 
Ｉｎｄｅｘ （

ＧＰＣＩ
）２ ０ １ ９ ，

１ ０ ８



表 ６ 东京城市文化资产保值增值国 际经验借鉴

Ｔａｂ ．６Ｐｒｅｓｅｒｖａ 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Ａｐｐｒｅｃ ｉ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Ｃ ｉ ｔ
ｙ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 Ａｓｓｅｔ ｓ ｉｎＴｏｋ

ｙ
ｏ

典型全球城市 主要措施 经 验 总 结

１ ． 实行政府主导发展模式 ， 加速

文化强国崛起

实行政府主导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 ， 是 日 本能够在全球国际竞争中 占据
一席

之地的主要原因之一 。 该模式通过发挥政府干预和市场配置的联合作用 ， 推动文

化产业发展 。 如 ２ ０ １ ９ 年 １ ０ 月 到 ２ ０ ２ ０ 年 １ 月 ， 在伦敦 、洛杉矶
“

日 本屋
”

相继策划

了
“

浦泽直树的漫画艺术
”

展 ， 将 日 式漫画介绍给西方读者 。 日 本以文化振兴 、 文

化产业 、文化外交三方面战略实现其强大文化形象的塑造 。

２ ． 凸显动漫文化产业特色 ， 推动

城市文化资产增值

日 本始终将动漫等特殊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首要方 向 。

“

东京动漫节庆业
”

有效

利用了城市的独特文化 ， 促进了文化事业的成长 ， 提升了 东京城市的文化全球形

象 。 近年来 ， 日 本的
“

东京动漫展
”

也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动画主题创意展览

会之
一

， 每年举办
一

届 ， 引来了世界各地的 日 本动漫文化爱好者 ， 粉丝们的线下集

聚 ，促进了 日 本的文化旅游经济 ， 也为传播东京城市文化带来了机会 。

东京

３ ． 注重城市 空 间结构规划 ， 提升

城市文化资产利用率

东Ｍ中城 （
Ｔｏｋ

ｙ
ｏ Ｍ ｉｄ ｔ ｏｗｎ

）是东京继 ７＾本木新城之后最新 的都市
■

体化文化项

目 ，于 ２ ０ ０ ７ 年 ３ 月开业 ，
已经成为东京的商业和城市文化的代表性建筑 。 从东京

中城 （
Ｍ ｉｄ ｔｏｗｎ

）设想提出和建立开始 ， 这一设计就持续发热 ， 为东京城市文化发

展增光添彩 。 东京中城规模至今仍在持续扩大 ， 除早年的东京中城六本木 Ｔｏｋ
ｙ
ｏ

Ｍ ｉｄ ｔｏｗｎ
， 于 ２ ０ １ ８ 年正式开放的著名的东京中城 日 比谷现也已成为东京国际化的

地标级文化建筑 。

４ ． 打造东京都文化资源区 ， 践行

永续环保理念

“

东京文化资源区
”

的 构想于 ２ ０ １ ４ 年被提 出 ， 文化资源 区主要展示带有
“

遗产
”

和
“

创意
”

内涵的文化艺术作品 ， 保护那些经历了 城市快速发展 的历史文化资源 ， 如

日 本桥等重要历史文化景观 。 该构想原本是希望基于东京奥运会这
一

壮大的 国

际性赛事 ， 发掘这些历史文化在其他方面的新价值 ， 从而提高东京的城市文化影

响力 。 同 时结合 日 本国土资源有限的特点 ， 大力开发立 体式建筑 ， 增强东京都市

区的空间利用 ， 结合永续环保的理念打造具有东京特色的文化资产 。

５ ． 进行 日 式文化推广 ， 扩大 日 式

文化全球影响力

２ ０ １ ９ 年 ９ 月 ３ 日 ， 日 本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发布 《酷 日 本战略》 。 作为 日 本知识产权

保护的重大策略措施 ，

“

酷 日 本
”

意在提高 日 本的整体文化形象 。 通过 日 本政府对
“

酷 日 本
”

战略的全力支持 ， 使得 日 本经济得到 快速发展 ， 日 本民众的凝 聚力逐渐

增强 ， 日 本民族文化特色愈发明显 。 借助
“

酷 日 本
”

战略向全球推广
“

日 本魅 力
”

，

树立和提高 日 本的整体形象 ， 逐渐提升 日 本文化在全球文化中 的地位 。

四 、 结论

从全球竞争的历史来看 ， 文化资产对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无法忽视的巨大影响 。 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 ， 通过文化资产保值増值提升国家竞争力 已经成为 当前世界的高度共识和迫

切期望 。 纽约 、 巴黎 、 伦敦和东京的发展规律表明 ， 提高文化软实力 、 实现城市文化资产保

值増值是成为真正全球城市的不二选择 。 城市文化资产早 已是推动经济健康长远发展的强

劲动力 ，
目前国际上学界和业界从不同维度对城市资产进行了

一

定程度的研究 ， 但城市文化

资产作为
一

个衡量全球城市文化发展的新兴概念 ， 目前国 内 、 外对城市文化资产这方面的研

究成果还处于较为贫乏的状态 。 本研究通过进
一

步厘清全球城市文化资产的概念 ， 以及全球

城市文化资产与
一

般城市文化资产的区别 ， 提取全球城市文化资产的特性 ， 并 以此为基础 ，

构建全球城市文化资产的评价指标体系 ， 以便进
一

步衡量全球城市文化资产 ， 为全球城市文

化资产保值増值提供可借鉴的建议 。

要实现城市文化资产保值増值 ， 离不开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 。 彼得 ？ 霍尔 （
Ｐｅ ｔｅｒＨａ ｌ ｌ

）

提出 ，
全球城市发展需要经历技术 生产创新 、 文化 智能创新 、 文化 技术创新这三个阶

段 ， 在后两个阶段中 ， 文化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更为重要 。
？探索全球城市文化资产保值増值

①Ｐｅ ｔｅｒ Ｈａ ｌ ｌ
，

“

Ｃｒｅａ ｔ ｉｖ ｉ ｔｙ ，

Ｃｕ ｌ ｔｕｒｅ
，Ｋｎｏｗ ｌｅｄ

ｇ
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 ｉ ｔｙ ，

”

你 ｉ ／ ｆ ，

ｖｏ ｌ ＿ ３ ０
，

ｎｏ ＿ ３ （
２ ０ ０ ４

） ， ｐｐ
． ２ ５ ６ ２ ５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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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 不仅能够为全球城市提升城市文化资产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 而且为城市文化资产保值

増值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测算方法和思考途径 。 首先 ， 不存在哪个全球城市能够在所有的测

量指标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 全球城市各有优势 ， 也需要互相借鉴 。 要想在全球城市竞争中处

于不败之地 ， 就需要挖掘 自身优势 ， 充分利用特色资源 ， 找到适合 自 身发展的绝佳道路 。 其

次 ， 不能忽视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作用 ， 它是文化产业及旅游业等新领域的发展要素之
一

，

也是文化创意的核心竞争力之
一

。 同时 ， 对于
一些移民城市来说 ， 提高社区经济以及实现社

区融合等也需要借助文化的力量 ， 对多元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更好、 更快地实现移民城

市的稳步发展 。 最后 ，
全球城市不仅是发展的 目标 ， 同时也是提高竞争力的手段之

一

。 城市

一

方面要利用优势 ， 整合资源 ， 努力在全球竞争 中 站住脚跟 ； 另
一

方面也需要借助全球城

市 ， 对城市发展建设开展全面的策略改进 ， 进
一

步提高城市的国际地位 ， 増强城市的国际形

象 。 从这方面来看 ， 政府的 引导和资助就起到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在借鉴顶尖全球城市的文化资产保值増值经验的基础上 ， 本文对全球城市加强文化资产増

值和増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 第
一

， 借鉴国际经验 ， 加强全球城市文化发展的

顶层设计 。 伦敦的
“

新伦敦计划
”

、 纽约
“

ＣｒｅａｔｅＮＹＣ
”

计划等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顶层设计

配合 。 通过政府的大力扶持 ， 进
一

步増强全球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吸引力 。 第二 ，
积雛行区域

联动 ， 形成文化要素齐备的全球大都市群 。 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
±成市群带动区域发展 ， 推动

区域板块的联合发展 ， 或将成为全球城市实现文化资０増值， 保值的重要手段 。 第三 ， 拓展文化

产业发展载体 ， 打造高级别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 东京中城 、 巴黎左岸工业开发区等国际文化交流

平台 ， 都利用产业聚集优势 ， 发挥产业基地辐射带动效应 。 第四 ， 充分开发城市文化资源 ， 打造

高标识度全球城市文化品牌 。 巴黎的卢浮宫 、 纽约交响乐团和大都会歌剧院等历史建筑都成为了

闻名全球的城市文化基础建筑 。 全球城市应利用 自身丰富的历史文化 ， 鼓励文化创意成长 ， 引进

文化创意人才 ， 做大做强文创产业 。 第五 ， 把握多元产业跨界融合发展大趋势 ， 推动全球城市文

化产业创新发展 。 充分发挥全球城市资源优势 ， 把握多元产业跨界融合发展的大趋势 ， 借助大数

据、

“

互联网 ＋

”

等现代科技 ， 深度推进
“

文化 ＋

”

跨界融合产业发展 。 第六 ， 建立完善的数字

文化产业体系结构 ， 借助新媒体融合传播全球城市特色普罗文化 。 文化传播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主

要方式 ， 全球文化大都市拥有众多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媒体 、 软件、 娱乐等产业 的商用使得

大数据、 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更广泛的应用于新文化产业中 ， 带动文化产业生产要素与产品的

数字化 ， 实现高效流通 。

城市文化资产如今已成为推动全球城市发展的动力源 ；
同时 ， 全球城市展现了文化融合

的力量 ， 在文化的引领和创新方面 ， 本研究为创建全球城市提供了借鉴 。 审视全球城市文化

资产保值増值的现状与手段 ， 有利于全球城市更新文化资产的塑造模式 ， 为其他城市提升城

市文化形象 、 营造城市文化氛围和打造城市文化品牌等提供经验参考 。

（责任编辑 ：
王赞赞 ）

① 陈晨 、 杨辰 、 贾正哲 ： 《基于跨国电獅某体视角的全球城市文化网络研究》 ， 《国际城市规 ：？〉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６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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