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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文化创意产业是文化、科技和经济深度融合的

产物,其凭借独特的产业价值取向、广泛的覆盖领域

和快速的成长方式,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和现代产业

发展的新亮点。 伦敦的创意产业是最具竞争力的支

柱产业,是伦敦新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相比之下,北
京在近几年才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与伦敦这样

的先驱城市相比难免存在一定的差距。 因此,有必

要将北京与伦敦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情况进行比较

研究,找出目前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并加以解决,从而达到使之更好更快发展的

目的。

　 　 二　 北京与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概况

　 　 1.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分类及发展现状

北京对文化创意产业是这样定义的:文化创意

产业是指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

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

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

联系的行业。 根据《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

准》,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包括九大行业:文化艺术;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

务;广告会展;艺术品交易;设计服务;旅游、休闲娱

乐;其他辅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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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5 年至 2010 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增

加值从 700. 4 亿元增加到 1697. 7 亿元,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从 10. 05%提高到了 12. 03% ,领跑了北

京经济发展。 2010 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人均产

值约为 8653 元。 2011 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总收

入已超过 9000 亿元,增长 20% 以上。 目前全市有

30 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实现了 9 大行业、
16 区县“双覆盖”,且北京全口径文化创意产业从业

人员已增加到 120 多万人,从业规模居全国之首。
2012 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预计将突破

2000 亿元,收入可望突破万亿元大关。 北京还力争

在“十二五”末期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占 GDP 的比重

提升到 15% ,2020 年达到 18% 。
2. 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分类及发展现状

根据英国文化传媒体育部对创意产业的定义,
创意产业是指源于个人创造力、技能与才华的活动,
这些活动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和利用,可以创造财

富与就业机会。 创意产业包括:广告;建筑;艺术品

古玩;工艺品;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与录像;互动休

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软件与计算机服务;电视与

广播[1]。
1997 年至今,英国整体经济增长了 70% ,创意

产业增长了 90% 多,其发展速度远高于总体经济。
伦敦的创意产业总值占英国创意产业总值的比重非

常大,在 2000 年就达到了 24. 68% 。 2001 年伦敦的

创意产业人均产值约为 2500 英镑,几乎相当于英国

的两倍。 伦敦创意产业凭借着每年 210 亿英镑的产

出值,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金融服务业的第二大支

柱产业。
2010 年伦敦创意产业从业人数为 65. 8 万人。

当前英国全部约 1100 个独立电视制作公司中,近
700 个(包括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位于伦敦。 伦敦

还拥有全国 85%以上的时尚设计师,40% 以上的出

版业从业人员。 更为重要的是,伦敦已经成为全球

的创意中心,被认为是全球三大广告中心城市之一,
三分之二的国际广告公司的欧洲总部都设在伦敦。

　 　 三　 北京与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比较

　 　 1. 北京与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上的相同点

首先,北京与伦敦这两座国际化大都市都有着

丰富的历史与文化。 两市政府都很重视文化创意产

业的发展,为产业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资金等方面

的支持。
其次,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上,两市都强调创

造性、价值性以及知识产权的运用。 在文化创意产

业行业类别上都包含广播电视电影、软件与计算机

服务、广告、艺术品交易和设计这几大类别。 同时广

告、设计、出版、电视广播这些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

都相对较多,发展速度相对较快。
再次,从 2005 年到 2007 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10%左右,伦敦文

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伦敦各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7%左右。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两市文化创意产业增

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最后,北京和伦敦都注重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的建设,拥有富于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文化

创意产业集聚区的产业集聚和辐射带动效果也十分

明显。
2. 北京与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差异比较

(1)民族文化对文化创意产业影响的差异

北京和伦敦都有着悠久的文化,但中西方文化

上的差异对两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影

响。 中国人历来尊崇集体主义,思维倾向于追求正

统,保持一致。 中国的这种民族文化传统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人们的创意思维,人们往往不积极创新,
生怕偏离群体,被别人视作“另类”。 因此,北京受

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的影响,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时往

往受到约束,缺乏创造力,不易形成具有突破性的创

意成果。 而英国人崇尚自由,又具有较强的个体主

义倾向,从文化上强调自我,追求个性的解放,强调

个性化发展。 因此,伦敦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时,文
化传统为创意灵感的形成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容易

激发人们的创新意识,从而更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

的发展。
此外,由于文化认识和偏好上的差异,北京和伦

敦文化创意产业的分类也存在差异。 如伦敦没有将

旅游、休闲娱乐单独划分出一类,这与两者的风俗文

化和生活习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同时,伦敦将

时装设计单独分为一类,因为早在 1852 年英国政府

就设立了应用艺术部,而中国大学开设艺术设计专

业则是近 30 年的事。
(2)政府支持文化创意产业上的差异

北京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虽然起步晚,但是政

府高度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 2005 年确立了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打造创意之都”的发展战略,
并制定了相关管理办法,同时还致力于提供扶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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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优化文化创意产业环境以及设立各项文化创意

资金等。 随着地方税收减免政策的逐步实行,文化

创意产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断增强[2],但其仍然

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方面政府和金融机构对民营中

小文化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的政策还比较少;另一方

面,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涉及到的创意产业行业也

只有出版、电影、音像制品、软件开发等,覆盖面还比

较窄;更为重要的是,现行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税收优

惠政策持续时间过短,这种临时性的政策对产业持

续发展的鼓励作用是很有限的。
相比北京而言,伦敦政府对创意产业的政策架

构更为完整,主要体现在融资和税收政策上。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伦敦政府利用其文化、人才以

及金融服务方面的优势,先后颁布了《创意产业融

资地图》、《融资一点通》等政策,对伦敦创意产业直

接进行投融资支持;此外,政府还用公共基金来弥补

私人投资的不足,每年来自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可

以达到 77% 。 在税收方面,伦敦从未对图书、期刊、
报纸征收过任何增值税;同时,为了刺激电影业的繁

荣,从 2006 年开始凡制作成本在 2000 万英镑以下

和以上的电影公司可分别获得成本 20% 和 16% 的

税收优惠。
(3)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程度上的差异

产业集聚区可以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集

聚区内企业之间信息传播迅速,人才交流便捷,产业

链条间互动互补性强,正外部性明显,能够降低企业

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在政府规划和政策扶持下,

集聚区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形成了一批产业特色

鲜明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如中关村创意产业先

导基地、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北京 798 艺术

区等,空间分布逐渐合理,产业功能配置逐步优化,
产业集聚效应逐渐凸显。 伦敦拥有伦敦西区文化艺

术聚集区、伦敦 SOHO 传媒产业聚集区、伦敦东部霍

克斯顿区等多个创业产业集聚区,发展特色鲜明,产
业链条完整。

尽管北京和伦敦的文化创意产业都体现出较强

的集聚特征,但在集聚程度上还存在一定的差异。
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产业集聚群识别方法,区位商

能够较好地衡量某一产业在特定区域的相对集中程

度。 根据哈盖特的区位分析理论,区位商值越大,专
业化水平越高。 当区位商大于 1 时,意味着某一产

业在该地区拥有扩张能力,具有优势地位;当区位商

大于 1. 5 时,则该产业在当地具有明显的比较优

势[3]。 通过对 2010 年的数据整理分析及公式计算

可得:
北京的区位商 LQ =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就业人口 /北京总就业人口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就业人口 /中国总就业人口

= 7. 3

伦敦的区位商 LQ =
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就业人口 /伦敦总就业人口
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就业人口 /英国总就业人口

=2. 68

可见,北京和伦敦创意产业的发展水平均高于

其国家的整体水平,专业化程度较高。 与伦敦相比,
北京的区位商数值较大。 主要原因是中国文化创意

产业的发展水平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均衡现象,除了

北京等一些重点城市外,其他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程度较低,不像英国注重整体发展。 同时也说

明北京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领头羊,发展水平

名列前茅,专业化程度高,扩张能力强,优势地位明

显,产业集中度高。
另据伦敦政府 2010 年统计,在伦敦提供工作总

量仅占该国 15%的情况下,其创意产业容纳的就业

人口就占到英国创意产业总就业人口的 43． 92% 以

上。 伦敦的创意产业是典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其发

展依赖于私人企业的兴衰,并且产业融合化、规模小

型化的趋势明显。 总体而言,伦敦创意产业内部各

行业呈现出较强的集聚特征,但是创意产业空间的

集聚性并不显著。
(4)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化程度的差异

北京是国际化大都市,尽管 2010 年北京文化创

意产业增加值占北京进出口总值的比重约为 8% ,
但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化程度上,北京远不及伦

敦。
伦敦创意产业国际化发展程度高于北京,企

业国际竞争力强。 这主要由于伦敦创意企业创意

能力强,注重知识产权的维护和文化创意人才的

培养与吸纳。 伦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

一,也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全球规模最大的

金融中心。 伦敦的金融保险业具有鲜明的国际化

特征,拥有 70 多个国家的 500 多家银行的分支机

构,在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中位居第一。 金融业的

带动使伦敦经济发展水平优于北京,2010 年伦敦

人均 GDP 为 514518 元人民币,而北京仅为 75943
元人民币①。

(5)市场规模与发展潜力的差异

在城市面积、人口数量以及文化创意产业从业

人数方面,伦敦均不及北京,但是北京文化创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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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值却不及伦敦(如表 1 所示)。 北京作为文

化创意产业后发城市,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逐

步提高。 相比而言,伦敦创意产业的市场需求及发

展潜力均不如北京。

　 　 表 1　 2007 年北京与伦敦创意市场规模比较

北京 伦敦

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亿元人民币) 996. 2 1813. 5
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数(万人) 90 29
人均 GDP(万元人民币) 5. 8 51. 5
面积(平方公里) 16410. 5 1577. 3
人口(万人) 2018. 6 755. 7

　 　 资料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11)》;伦敦政府网站 http: / / www.

london. gov. uk。

　 　 (6)知识产权保护的差异

目前我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尚

不完善。 尽管我国已出台包括 《商标法》、 《专利

法》、《著作权法》、《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知识产

权海关保护条例》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
但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现状仍然存在不适应、不
协调的情况:大量民族品牌被国外抢注,自主版权文

化精品少,对衍生的外围知识产权开发不够,盗版侵

权行为屡禁不止;企业内部则普遍重视有形资产的

保护,忽略无形资产被模仿的可能性,缺少知识产权

保护的战略规划,等等。 目前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

广告、建筑、时尚设计等行业由于设计作品同质性

强,相关法律、法规在商标权、专利权、版权保护的内

容与范围以及如何界定侵权等方面还留有空白。
相反,伦敦是世界上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最完善

的地区之一。 英国早在 1996 年就颁布了新的《广播

电视法》,此后又陆续颁布了《电影法》、《著作权法》
和《英国艺术组织的戏剧政策》等。 健全的文化法

规体系为伦敦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市

场环境和公平的竞争氛围。 近年来,英国在知识产

权保护中还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如实现专利商标事

务所与一般法律事务所的跨领域合作,鼓励降低知

识价格水平、加快信息流动、加强技术和应用的结

合、实现知识的总收入最大化等。

　 　 四　 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北京
的启示

　 　 1. 营造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重视人才培养

伦敦是多元文化的汇聚和共生地,囊括了来自

世界各地的时尚、艺术等元素,伦敦街头艺人、摄影

工作室等艺术形式众多,使整个城市充满了浓郁的

文化创意气息。 此外,伦敦拥有高密度的博物馆、画
廊和剧院,给前沿艺术、建筑、夜生活和节日庆典提

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这为北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提供了以下启示。
首先,北京应该注重丰富街区文化,为市民提供

学习、交流创意文化的场所,比如开放更多的博物

馆,激发市民的创意灵感。 其次,我国和创意及艺术

设计相关的高等教育应该学习英国高等教育的经

验,结合我国创意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为学生在高

校中搭建知识创意和市场运作的平台,培育具有创

意思维和市场意识的优秀人才。 再次,北京的文化

创意企业应积极引进各类复合型人才,同时可以通

过与伦敦等世界顶级文化创意产业城市的机构进行

人才交流与合作,有针对性地培养自己所需的人才。
2. 加强政策支持,全面营造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的经济环境

伦敦政府的文化产业政策注重为企业建立优质

健康的环境,可供借鉴的举措主要集中在三个方

面[4]:首先,政府就组织管理、人才培养、资金支持、
生产经营等方面加强机制建设,对创意文化产品从

研发、制作、销售到出口,实施全方位的系统性扶持,
特别是在融资方面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不

可或缺的作用。 其次,规划创意产业蓝图,倡导创意

产业概念,为公民培养创意生活与创意环境,发掘大

众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 再次,建议各地政府与民

间广泛合作,以伙伴关系解决创意产业面临的问题,
为创意产业提供补救对策,如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文

化产品输出、提供从业者教育培训等。
3. 加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

产业结构转型是伦敦创意空间集聚的根本动

力,同时在集聚过程中也受到了以政府为主的各方

力量的推进,这些力量交互作用促成了伦敦创意产

业空间网络组织的形成。 相比伦敦的文化创意产业

园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特色不够鲜明,除了

少数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园区以外,其他园区的集聚

效应还不明显。 因此,北京应加强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的集聚能力建设,将分散的企业集中起来,完善产

业链条,从而促进彼此间的交流与协作。
4. 完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法制环境———保护

知识产权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智力密集型产业”,其
产品和服务的开发需要投入大量的 (下转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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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1 页)智力、人力及财力,然而由于被模仿

的可能性大,创意产业比一般的产业对知识产权保

护的要求与依赖程度更高。 因此,北京乃至全国都

应该向伦敦学习,重点关注知识产权的法制建设,形
成尊重知识产权的良好法制环境。 有关部门应督促

企业自觉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己和其他企业的切身利益。

　 　 五　 结语

　 　 与伦敦相比,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还不够

完善,表现在社会文化环境、人才培养、政策资金扶

持力度、各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以及法制环

境等方面。 未来北京还需要在营造社会文化环境,
建设一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和园区,实现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和扩大产业规

模效应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同时,还可以通过

与伦敦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开展广泛的合作,实现

共同发展,引领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潮流。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Beijing cultural creative in-
dustry has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but it has a big gap com-
pared with London which is the global creative center. In order

to make Beijing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get better develop-
ment, this essay adopts comparison analysis method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in Beijing and
London, and finds out Beijing’ 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London. In the end it gives suggestions to Beijing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Beijing; London; cultural creative indus-
try;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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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于世界银行、《北京统计年鉴(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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