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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布局及动力机制：
伦敦与上海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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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伦敦是世界上公认的“创意之都”。从1998年伦敦政府首次提出“创意产

业”这一概念至今，很多国家和地区纷纷效仿并发展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

2005年，上海首批创意园区挂牌成立，文化创意产业随之蓬勃发展起来。本文在文化经

济和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选取伦敦和上海这两个国际化大都市，从文化创意产业的

空间布局及其动力机制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并对上海及其他城市完善文化创意产

业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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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文化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环境孕育

出了一种新兴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它以

个人和文化艺术的发展为基础，以创造

和创新为内核，以集聚的分布格局为空间

表征，推动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厉无畏，

2006；艾伦·斯科特，2010)。文化创意

产业的发展推动着城市的进步，也为城市

的再生提供了原动力。伦敦是世界上最

有创意的城市之一，它吸引着新的想法和

新的视角，鼓励创意的发展。在这样的社

会环境下，滋生了音乐、时尚、电影、艺

术、文学和设计等创意活动的多样性，而

多样性的繁荣反过来也孕育了更多的创意

诞生(Evans&Smith，2006)。伦敦的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在空间

分布上，它集中在伦敦城和伦敦的西部。

如今，一些逐渐成长起来的“城市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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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也成为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特色

空间。作为中国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其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历史不长，但是速度

却稳步加快。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分析伦敦

和上海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过程中的异同

点，总结伦敦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经

验，以期为上海及其他城市的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提供参考。

二、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及产业

组织

(一)概念

追溯文化创意产业的历史，其时间

沿革在文化产业之后。英国是最早提出文

化创意产业概念的国家，也叫作“创意产

业”：源自个人创造力、技巧及才能，通

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对财富和职业

创新有潜在影响的行业(DCMS，1998)。

伦敦是最早将这一概念付诸实践的城市。

在我国， “文化创意产业(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的概念较早出现于

台湾。2003年，台湾地区“文化建设委员

会”公布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草案》

中对文化创意产业定义为“源自创意或文

化积累，透过智慧财产的形式与运用，具

有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潜力，并促进整体

生活提升之行业”(陈华文，2013)。

(二)产业分类

根据英国“文化新闻体育部”(DcMs)

2014年发布的创意产业就业报告，伦敦文

化创意产业包含广告和营销业、建筑业、

手工业、设计业、影视业、软件开发与服

务业、出版业、展览业、音乐演出业等9

类，对应标准产业分类中的38个产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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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1)。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20l 1年发布的《上

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目录》，上海文化

创意产业分为文化创意服务业和文化创

意相关产业两大部分，下分出版业、艺术

业、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网络信息业、

软件与计算机服务业、咨询服务业、广告

及会展服务、休闲娱乐服务、文化创意相

关产业等10个大类，同时依照产业链和上

下层分类关系又分为28个中类和102个小

类(见表2)。

(三)产业链

由图l可以看出，文化创意产业的产

业链主要包含四个环节：创意研发一设计

生产一宣传推广一市场营销(孙莹、汪明

峰，2014)。其中，创意研发是最重要的

环节，主要是指产品的内容创意，这一过

程通常与创意者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且

往往发生在一些自由与创意气息浓郁的地

方。设计生产环节具有全球化的特性，除

了本地生产之外，还包含离岸生产。而企

业选择离岸生产的主要动机是当地廉价的

劳动力。因此，像印度、罗马尼亚等一些

发展中国家成为企业离岸生产的首选国家

(EvaJls&Smith，2006)。此外，宣传推广

环节也是尤为重要的。其中，广告是更接

近潜在消费者的一种宣传方式，它通过为

产品创造出一个形象，并将其销售给潜在

的消费者，而这些消费者会因为可支配收

入的差异或者消费倾向的不同而被分给不

同的消费市场(Pratt，2006)。市场营销是

直接接触消费者的环节。实体营销往往通

过一些产品的专卖店来实现，网络营销则

是通过产品的官网或者一些购物网站来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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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分类

行业大类 标准行业类别

公共关系和交流活动
广告和

广告代理机构
营销业

媒体推介

建筑业 建筑活动

手工业 珠宝和相关艺术品制作

设计业 专门的设计活动

电影、录像及电视节目生产

电影、录像及电视节目后期制作

电影、录像及电视节目发布

影视业 电影上映

无线电广播

电视节目和广播

摄影活动

电脑游戏出版

其他软件出版
软件开发与服务业

计算机编程

计算机咨询

图书出版

字典和通讯录出版

报纸出版
出版业

期刊、杂志出版

其他出版

笔译和口译

图书馆和档案管理
展览业

博物馆

声音录制和音乐出版

文化教育

表演艺术
音乐演出业

表演艺术的支持活动

艺术创新

文化设施运营

资料来源：根据DcMs(2014)创意产业就业报告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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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分类

《城市观察》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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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大类 行业中类

新闻出版服务
出版业

广播、电视服务

文艺创作、表演及演出服务

电影制作、发行与放映

艺术业 文化保护和文化设施服务

群众文化服务

文化艺术策划及代理服务

工业产品设计

工业设计 工艺品美术品制造

工程与技术设计

规划管理

工程勘察设计和管理服务
建筑设计

绿化管理

建筑装饰业

互联网信息服务
网络信息业

广播、电视、卫星传输

软件及计算机辅助设计
软件与计算机服务业

计算机应用服务

商务咨询

科技咨询
咨询服务业

社科咨询

其他咨询

广告服务业
广告及会展服务

会展服务业

旅游服务
休闲娱乐服务

文化消费及休闲娱乐服务

文化创意用品、设备的生产
文化创意相关产业

文化创意用品、产品、设备的销售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目录》(2011)整理所得。

创意研发 设计生产 宣传推广 市场营销

图1文化创意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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鳙燃慧

(四)空间组织

艾伦·斯科特(2010)强调空间在组

织经济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同时

他也指出，产业集聚一开始就产生了三

种益处：第一，降低了产业之间的交易成

本；第二，加快了产业体系内流动资本和

信息扩散的速度；第三，完善了以交易活

动为基础的社会凝聚格局，它在许多细微

方面巩固了产业综合体的机能。文化创意

产业的空间集聚并非凭空产生，它最初是

在创意氛围良好、物质及人力资源丰富、

文化底蕴醇厚的地区发展起来，然后以此

为增长极，在政府和行业协会以及个人的

推动下逐渐形成集聚区，最终在整个地区

形成各种有特色的创意园区或创意企业集

聚区。这种以点带面式的空间扩散，便简

要概括了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格局的形

成过程。

二、伦敦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一)产业概况

近年来，伦敦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数

总体呈上升的趋势(见表3)。从2009年

开始，文化创意产业的总增加值已经增

加了16．4％。2009至2012年的平均年增长

率为5．2％，其中，年增长率最大的年份在

2010至2011年间，为7．8％。同时，文化创

意产业占伦敦总产出的比重在2009至2012

年间保持稳定。在产业内部，2012年，软

件开发与服务业所占增加值比重最大，为

31．1％。紧随其后的是影视业，为25．0％。

然后是出版业，占15．4％。相比之下，展

览业的比值为最小。

(二)空间布局

伦敦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是以开放的

艺术工作室(workplace)为空间发展模

式集聚分布(田媛、高长春，2012)。据

统计，2014年伦敦共有80530个艺术工作

室。从图2可以看出，这些工作室有的独

立发展，有的通过合作发展而形成规模不

等的企业，分布在伦敦全市各区(Togni，

2015)。从不同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

较多围绕中央伦敦区(central London)和

里奇蒙德区集聚分布；而在伦敦南区、威

灵顿区、哈罗区、巴密特区和雷德布里奇

区则形成了中型企业集聚区；此外，在伦

敦东区、埃菲尔德区和布鲁姆雷区形成了

小型企业集聚区。

在集聚密度最大的伦敦城，即伦敦金

融城，是伦敦金融市场最为繁荣的地方。

其中，卡姆登镇是伦敦的影视业集聚区，

表3伦敦市文化创意产业总体分析

年份(年) 2009 2010 2011 2012

从业人员(人) 482200 466600 469600 492700

总产出(英镑) 282100 295658 314906 325613

增加值(英镑) 29725 31660 34140 34600

占伦敦国民增加值(GVA)比重(％) 10．6 10．7 10．9 10．7

资料来源：根据大伦敦政府经济报告(Togni 2015)数据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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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伦敦创意产业工作室的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大伦敦政府官网(http：／／
Ⅵ删．10ndon．gov．uk)资料修改。

它以多样的文化和宽容的氛围吸引了文化

消费者和创意生产者的集聚。此外，卡姆

登镇还高度集中了作为创意阶层代表的波

西米亚人(Gornostaeva，2009)。同样位

于伦敦城的还有著名的斯皮塔佛德市场

(Spitalfield’s Market)，王怡颖(2005)

将其定义为“创意市集”。这是伦敦比较

有特色的手工艺品制作市场，以艺术家工

作室、文化和休闲消费空间为主要产业组

织形式(Pappalepore et al，2014)。王怡

颖(2005)通过走访16家斯皮塔佛德市场

的店铺，对店主进行了访谈。从她的访谈

内容来看，艺术家和设计师愿意集聚在此

是因为这里是一个事业起步的好地方，同

时，通过与顾客的直接接触，能掌握目标

消费者的情况，进而使商品为大众了解和

购买。

从产业类型来看，音乐、电视以及影

视业多在伦敦西区分布；出版业、数字媒

体业以及广告业多分布在伦敦东区。因为

“社会信息流”的影响，即信息在创意部

《城市观察》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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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之间和创意部门内部的流动，使得伦敦

文化创意产业在“城市边缘区”也逐渐呈

现出集聚的趋势。比如在伦敦北区和伦敦

东区的霍斯顿一带。城市边缘区是一个过

渡地带，后工业化时期遗留下来的空置仓

库和工厂为这个地区提供了独特的空间和

机会结合的优势。廉价的地租使得这一地

区比伦敦城和伦敦西区更能吸引创意产业

和创意人才的集聚。随着平面设计师、咨

询计划师和建筑师以及谷歌学院的陆续进

驻，使得这一地区日益成为技术创业者的

代名词(F00rd，2叭3)。

(三)动力机制

伦敦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发展，使其

成为举世闻名的“创意之都”。这其间，

除了产业结构更替的内部推动之外，政

府、行业协会以及个人的外部动力也显得

尤为重要。

首先，政府的作用。1997年，布莱

尔担任英国首相后成立了创意产业小组，

并发布了《创意产业勘察报告》，将创意

产业发展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王立丽，

2012)。2000年，伦敦市政府推出“创意

伦敦”计划，并设立多项基金，鼓励创意

产业从业人员进行创意工作。2012年伦敦

奥运会期间，皇家造币厂向公众征集奥运

纪念币设计，伦敦政府再次提倡“全民参

与”。将艺术融人普通人的生活，这是伦

敦充满创意氛围的原因之一，而将普通人

拉人创意活动，这是伦敦成为创意之都

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在政府的支持

下，有些高校设立了创意学院，通过艺术

及设计等专业的学习培养创意人才。与此

同时，伦敦对于艺术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也

尤为重视，健全完备的相关法律体系为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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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家们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其次，相关行业协会的作用。英国的

文化新闻体育部(Dep耐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为伦敦创意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对内支持、对外宣传的

平台。该部门及时发布关于创意产业的相

关报告，从总体上把握伦敦创意产业的发

展。创办于1983年的英国时尚协会(Brit—

ish Fashion Council)是伦敦时装周的主办

方，作为世界四大时装周之一的伦敦时装

周引领着世界时装创意的方向，打造媒体

与时尚界直接交流的平台。此外，于1908

年成立的伦敦剧院协会(Society of London

Theatre)通过剧院产业的管理以及与观众

的沟通，共同推动伦敦西区歌剧院经济的

发展。

第三，个人的推动。作为伦敦创意产

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个人的作用越来越突

出。理查德·佛罗里达(2010)曾指出，创

意阶层的区位选择在创意中心形成中的重

要性。在伦敦的各大创意市集，涌现出越

来越多的原创设计师，他们不仅亲手制作

创意产品，更成立了自己的品牌，将创意产

品推销至更大的消费市场。伦敦是一个多

元化的城市，有各种不同的人来到伦敦，给

伦敦灵感，分享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创意。

一些毕业生从设计学院毕业之后会来到伦

敦创业，因为伦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创业

环境，且有长期“锁人”效应。而许多企业

不愿意离开伦敦，因为一旦离开伦敦会面

临设计师短缺的局面，他们担心招募不到

足够的娴熟设计师(Reimer et al，2008)。

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一)产业概况

近年来，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从业人

数逐年上升，产业增加值也持续上涨(见

表4)。2012年，软件与计算机服务业、建

筑设计业、咨询服务业经济规模较大，占

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17．4％、

13．3％和11．3％。此外，文化创意产业占上

海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增加，对上海

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超过20％。

(二)空间布局

与伦敦文化创意产业以开放的艺术

工作室形成的集聚空间不同，上海的文化

创意产业是以园区的形式在空间上形成集

聚。自2005年开始，上海市政府陆续在各

区挂牌成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见图3)。

园区集中分布在黄浦、徐汇、长宁、

表4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总体分析

年份(年) 2010 201l 2012 2013

从业人员(万人) 108．94 118．02 129．16 130

总产出(亿元) 5499．03 6429．18 7695．36

增加值(亿元) 1673．79 1923．75 2269．76 2500

占上海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 9．75 10．02 11．29 11．5

对上海经济增长贡献率(％) 14．0 15．5 20．2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政府官网资料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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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东方文创网(http：／／shcci
eastday．com／)数据绘制。

静安、普陀、闸北、虹口、杨浦等中心城

区，并主要依托废旧老厂房或者高校建

立而成。各区的园区类型也各具特色。其

中，浦东新区由于拥有强大的技术和人才

支撑，创意产业类型多样，并发展了具有

本土特色和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创意产业，

产业园区具有全球性。黄浦区拥有影视

业、会展业、时尚产业等园区，并吸引艺

术家和设计师入驻，他们有自己的工作室

和工作基地，文化创意产品类型多样化。

静安区的产业园区大部分以广告、文化传

媒业为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且娱乐

性、综合性较强。与静安区类似，徐汇区

的产业园区是集设计、文化传媒和会展业

于一体的综合性园区。长宁区的文化创意

产业园区以多媒体创意园区为主。普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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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尚设计产业园区较为突出。闸北区的

集设计、服装、会展等于一体的园区体现

了时代性。虹口区的大部分产业园区以数

字媒体产业为主，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节能

环保的艺术机构。杨浦区依托高校资源，

以设计、信息、科技、纺织、工艺品文化

创意产业园区为主。此外，宝山区的动漫

产业园区、闵行区的网络设计业园区、嘉

定区的广告设计业园区、金山区的传统文

化开发业园区、松江区的影视业园区、青

浦区的纺织业园区、奉贤区的陶瓷艺术园

区以及崇明县的民间民俗民族村落也各具

特色．。

(三)动力机制

首先，政府的推动。2005年，上海市

经委为首批18家创意产业集聚区揭牌，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全面启动。至今，上海市

政府陆续发布《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十二五”规划》、《关于促进上海市

创意设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上海市

设计之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 l 3—2叭5

年)》等政策文件，对上海市文化创意产

业的发展起到了宏观的指导作用。此外，

上海市政府还支持上海戏剧学院设立创意

学院，培养创意人才。与此同时，上海市

政府设立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财政扶持资金，为产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

础。

其次，行业协会的促进。如2005年成

立的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是全国创意产

业领域诞生的第一家协会。协会为上海

市的创意阶层提供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

促进创意人才的集聚。它还为艺术家和设

计师们提供良好的知识产权保障以及相

关的服务。此外，通过建立创意产业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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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完善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的评估工

作。与此同时，相关的行业协会如上海市

创意制作行业协会、上海市会展行业协

会、上海市多媒体行业协会以及上海市工

艺美术行业协会等也在各方面服务整个产

业的发展。

第三，公共服务平台的引领。一方

面，公共服务平台的推广建设是推动文

化创意产业面向市民的一项举措；另一方

面，它促进了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孙福

良，2014)。据统计，上海目前具有“设

计之都”展示和交流平台、上海国际文化

服务贸易平台、上海市创意产业展示和服

务平台、上海市动漫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

设计创新材料展示和服务平台等。通过平

台的服务，新兴的中小企业得到了强有力

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支撑，使产

业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四、伦敦与上海的对比分析

综合以上对伦敦和上海的分析，可以

发现两个城市之间的异同点。首先，伦敦

和上海都是国际化大都市，它们都具有发

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物质基础和国际化视

野。其次，两个城市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的重视程度比较相近，不管是政府的决

策还是行业协会以及个人的作用，都推动

着两个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一)关于空间布局

从产业的空间分布来看，伦敦和上海

的文化创意产业都有集聚分布的趋势，但

空间组织方式存在差异。首先，空间组织

单位不同。伦敦是以艺术家为导向而形成

的艺术工作室组织。这些艺术工作室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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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规模不等的企业，并发展成各类创意产

业集聚区。而上海则是以政府为导向而形

成的创意园区组织。创意园区组织相对来

说比较容易管理，更规范化且更有秩序。

而开放式的工作室为艺术家们提供的是一

种更自由的工作和创作环境。

其次，产业链完整性存在差异。伦敦

的文化创意产业链以SOHO区为代表，其

内容创意的独特性、生产方式的国际性、

宣传方式的多样性以及销售渠道的延展性

成为世界上目前创意产业链最为完整的创

意产业集聚区。相比较而言，上海在创意

研发环节因为大量原创设计师和新锐设

计师的涌人，呈现出越来越完整的发展状

态。而在宣传推广环节，目前主要借助新

媒体和网络进行引导消费，但在国际上的

推广才刚刚起步。

第三，产业集聚区位类型不同。伦敦

的文化创意产业选址区位更为多元化。其

中，有以创意市集形式出现的集聚区，比

如位于伦敦城的斯皮塔佛德市场；还有围

绕大学形成的集聚区，比如中央圣马丁艺

术设计学院的新校区就是建设在创意园区

内部。而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三分

之二是凭借废旧老厂房建立起来的(He&

Gebhardt，2014)，且这些废旧老厂房集中

分布在中心城区。

(二)关于动力机制

首先，政府的作用。文化政策的完善

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汪明

峰，2001)。伦敦之所以能吸引优秀的艺

术家、设计师人驻其中，就是凭借其多元

和包容的社会环境，而这与政府的作用密

切相关。同样，上海的“世界性”声望也

正在吸引世界各地年轻的艺术家们，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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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和企业家集聚在上海这个重新觉醒

的大都市(0’Connor＆Gu，2014)。在保

护艺术家的知识产权方面，上海也积极推

出相关政策，但相较而言，伦敦政府出台

的相关政策更为完整。在对待艺术家的态

度方面，伦敦市政府主张为其提供一个平

台，引导其自由发展。同样，上海市政府

也逐渐从主导其发展转变为引导其发展。

其次，行业协会的作用。在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中，行业协会的作用不容小觑。

伦敦的创意产业发展小组每年会定期在

官网上发布伦敦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报

告，并将其与英国其他城市进行对比，查

漏补缺，以完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同样，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网站的内

容也较为完善，但是信息更新的速度以及

与市民互动的频率略不及伦敦。同时，伦

敦时装周作为世界四大时装周之一，在每

年举办期间会吸引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参

与其中，带动了伦敦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展。同样，上海时装周近年来也积极与国

际接轨，其知名度和关注度以及全球设计

师的参与度也正在逐渐提升。

第三，个人的作用。文化创意产业的

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理查德·佛罗

里达，2010)。在伦敦，有很多原创设计

师，他们在政府扶持的基础上，自发成立

工作室。而上海的一些小众设计师则大多

在园区内的工作室工作，与市民的合作互

动机会相对来说小一些。此外，伦敦市民

从小接受到的文化教育培养了他们对待艺

术的热情，形成了定期去博物馆和展览馆

观展的习惯。而在上海，主动融入艺术领

域的市民比例相对来说略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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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梳理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

并从产业空间布局和动力机制两个方面

对伦敦和上海进行了类比。在空间布局方

面，伦敦文化创意产业空间组织单位比上

海更为开放，产业链结构更为完整，产业

集聚区位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动力

机制方面，政府主要起到了扶持并鼓励艺

术家发展的作用，行业协会为艺术家们的

合作交流提供了平台。其中，创意人才是

发展创意产业的核心，离开了这个基础，

产业发展就缺少了活力与竞争力。相比较

而言，伦敦更重视对创意人才的引领和培

养，这也是伦敦创意产业屹立于世界顶端

的重要推动力。

以伦敦为鉴，在推动上海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的时候，如何通过政府、行业协会

以及个人的作用而营造一个充满创意氛围

的环境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植根地方文

化，营造创意环境。可以把握上海不同区

县的文化底蕴，将其融人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中，使各区县都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文

化创意产业。其次，重视创意教育，培养

创意人才。可以在各高校设立文化创意相

关院系和专业，将创意融入教育，为创意

人才的培养打牢基础。最后，丰富创意活

动，创造创意生活。可以多开展“全民参

与”活动，将创意融人普通人的生活，让

整个城市凝聚创意氛围。总之，上海需要

利用自身优势，积极营造一个更为包容、

多元的大环境，吸引创意阶层的集聚。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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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aI Distr．bution and Dynamic Mechanism 0f CuIturaI and Creative l ndust r．es
A C0mparatiVe AnaIysis between L0ndon and Shanahai
Zbao Ne，wang Min毋ng

Abstract：IJ0nd。n is c。mm。nly known as a w。dd’s creative capital．Ever since the London

authority defined the“creatiVe industry’’in 1998，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been devel一

。ping the specifi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s IJ0nd。n d。es．In 2005，the 6rst range of

creatiVe parks was re舀stered in Shanghai，which 叩ened a gateway to the丑ourishing develop—

ment 0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In the era of cIlltural ec。n。my and kn。wledge econ。my，

we ch。。se L。nd。n and Shanghai as。ur research。bjects t。c。nduct a c。mparative analysis。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within these

‘wo intemational metropolises．Furthe瑚ore，we put forward some countemeasures for Shanghai
o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0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Keywords：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spatial distribution；dyn啪ic mechanism；

London；shan曲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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