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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创意产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战略及启示

◎李坤

摘要：创意产业促进了英国当代经济发展：1997年以来引领英国经济成功转型发展，2015年与数字

经济紧密融合继续承担着英国经济增长极的重任，2018年已形成了一套明晰高效的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战略体系。本文梳理了英国创意产业发展历程，剖析了创意产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主要战略，提出

我国应发挥第三方机构作用、创新重点产业人才培训、加强网络空间知识产权保护和制定创意产业出口

策略，进一步推动创意产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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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为全球最早推动创意产业与新兴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的国家，早在1998年就已发布相关政策推

动创意产业设备和技术的数字化升级，并在2018年形成了一套明晰高效的创意产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战略体系，其技术、人才、营商环境、空间和海外市场等管理与培育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与学习。

发展历程

英国创意产业目前包括电视和电影、音乐、时尚和设计、艺术、建筑设计、出版、广告、IT软件游

戏以及手工艺9个行业[1]，其对英国当代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1997-2014年英国创意产业迎来第一个高速发展期

20世纪90年代英国传统制造业逐渐衰落，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1997年该国将文化遗产部改组为

文化、媒体和体育部（简称“DCM”），总揽创意产业行政管理，并出台全球第一个专门用于创意产业

的政策——《英国创意产业纲领文件》，推动创意产业发展，引领国家经济转型。1997-2014年，英国构

建了行之有效、惠泽至今的创意产业支持体系：对内强化了政策、资金、科技、人才、品牌和市场等诸

多要素体系建设；对外不断完善贸易政策，消除国际壁垒。2005年英国开始建设“世界创意中心”，动

用国家力量推动创意产业在全球开展交流、合作和推广，其资源、技术、人才和资本也得以高效结盟，

创意产业成为英国发展最快的产业。2013年英国创意产业出口额仅次于美国，居于全球第二位[2]。

2.2015年以来英国创意产业进入数字化发展阶段

2015年2月，出台《英国2015-2018年数字经济战略》，推动创意产业与数字经济紧密融合，明确

提出创意产业向数字化转型、引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战略。2017年英国政府进一步突出数字经济的重要

性，将文化、媒体和体育部改组为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简称“DCMS”），推动英国创意产业

向全球产业和技术创新前沿迈进，促进其创意经济、就业和全球软实力持续增长。同年，英国创意产业

GVA（创业产业增加值）达1025亿英镑。2014-2017年英国创意产业GVA年均增长6%，对外竞争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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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提高。

3.2018年英国把创意产业确立为新时期经济优势

和国际竞争优势的核心

2 0 1 8 年英国出台《创意产业：行业协议》

（Creative industries： Sector Deal，简称《协

议》），规划到2023年全国创意产业GVA达到1500亿

英镑、创意产业出口额比2018年增长50%、新增600万

个就业岗位的发展目标。可以预见，与数字经济融合发

展的创意产业将在未来继续承担着经济增长极的重任。

主要战略

1.研发与应用两端发力，推动“产业+数字技

术”融合发展

（1）“创意产业+技术研发”重点突出、全链贯

通。英国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沉浸式体验技术确定

为新时期技术研发重点，同时推动创意产业从研发到生

产、传播、销售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英国政府拨款支

持企业与大学建立伙伴关系，鼓励大学根据企业需求开

展研究，《协议》为此承诺投资3900万英镑，2018年3

月英国已形成了700个研发伙伴组织。为了减少中小创

意企业技术创新压力，政府还拨款支持创意产业共性技

术研发，让创意企业都能利用共性技术（如沉浸式技

术）创造内容、产品和服务。同时还通过抵税、鼓励贷

款和投资等方式促进企业开展研发活动。

（2）扩充技术应用和消费场景。不断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提高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如建设遍及全

国的数字宽带、电视、广播网络，拨款实施图书馆、书

店、剧场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数字化升级，不断扩充创

意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培育国民购买数字创意产品和服

务的消费习惯。

2.教育与培训并重，培育技能人才和人才技能

创意产业是依靠人的独特的创造力、技能与天赋，

并能通过知识产权开发创造就业和财富的工业[3]，其最关

键的要素是人的创造天赋和技能。英国因此将人才战略

确定为创意产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战略的核心[4]。由高

等教育体系和技术教育体系共同承担起数字创意人才教

育的任务。在完成日常教学培育专业人才的同时，还广

泛提供开放、专业、高效和普惠的创意产业在职培训。

（1）积极推广创意产业现代学徒制度。借鉴德国经

验，英国号召创意企业与职业学校合作，共同培育创意

产业人才，形成创意产业现代学徒制度，并制定创意产

业学徒标准。学徒制度由企业主导、寓学于职，学徒的

职业教育内容和时间比例划分约30%在学校、70%在企

业，企业分摊部分教育成本。2018年英国推出“创意产

业职业方案”计划，两年内共有2000所学校和60万名学

徒参与其中。

（2）英国高校与企业建立在职培训伙伴关系。创意

产业行业组织经常更新产业职业人才短缺列表，高校根

据产业需求，与企业合作培训高等数学、物理、编程、

数字设计、绘图、影视、游戏制作以及内容创作等各类

短缺的在职人才，任何族群、性别、专业和职业背景的

民众都可报名受训，使得无业、自由职业和短期员工也

能进入职业培训体系，且能极有针对性地应时满足产业

和企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3）普惠性培训。英国通过彩票基金、电影基金等

资助女性、残疾人和少数族群等群体参与创意产业在职

培训，提高了创意产业就业公平性和性别均衡。

3.三方高效联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英国创意产业营商环境战略灵活高效，主要包括政

府与产业互动、知识产权保护与融资三部分。

（1）紧密高效的政府、企业和第三方组织合作联动

机制。政府、企业和第三方机构联动协作在英国创意产

业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创意产业行业立法、规划、

政策起草和执行都有三方紧密合作的痕迹。1998年，英

国组建由首相亲任主席的创意产业工作组，全面领导产

业规划、政策制定并推动相关立法，在这一顶层机构领

导下形成了特殊的产业运行管理模式：DCMS总揽创意

产业的行政管理权，统管文化政策制定和政府文化经费

预算以及使用监督，地方政府在执行DCMS政策的同时

也有权根据当地需求制定地方产业政策；社会公共文化

执行机构和行业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发挥“中介”作用，

联通政府与市场两端，参与规划、立法、政策执行、监

督、融资和培训等产业运行方面的工作；企业依法充分

参与市场竞争，通过第三方机构与政府保持紧密沟通，

反馈自身需求。

第三方组织在新时期创意产业数字化发展中仍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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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着联通各方的传动枢纽作用。英国政府和产业界都乐

于赋予各类第三方组织分配经费、促进投资和贸易、推

动人才培育、研究产业政策和发展方向以及开展多方交

流协作等产业运营职能，促成政府与行业紧密合作，高

效解决英国创意产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面临的各种关

键和瓶颈问题。如由政府和第三方机构组成的创意产业

研发工作组，负责审查创意产业的研发资金，探讨研发

的机会和挑战，判断是否增加研发税减免等措施以改善

现有政策等。贸易和投资委员会则负责举办论坛召集政

府和合作伙伴一起探讨贸易政策，监测和咨询海外贸易

等方面的工作。

（2）保护与转化并重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创意产

业高度依赖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但数字化时代知识产

权更容易被侵权，使得很多中小微创意企业难以实现盈

利和获得融资，因此保护知识产权是当代全球创意产业

营商环境维护的重点任务。英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与转化

并重。一是加强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强化网络版权执法

力度。2013年组建的警方知识产权专家组（PIPCU）专

职打击网络侵权，减少了64%的版权侵权网站广告。二

是给中小微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援助。版权局、知识产权

保护联盟等机构给中小微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培训，

提升其在网上监管自己知识产权内容和产品的技能，降

低知识产权网络维权成本。三是明晰网络平台责任。明

确在线平台对其网站上共享的内容所承担的法律责任。

四是政府拨款开展消费者版权教育，保护创意企业的IP

安全，引导消费者点击合法链接。五是召集在线中介和

权利持有人参加圆桌会议，商讨社交媒体、数字广告和

在线市场的业务规则，解决版权侵权问题，促进创意产

业知识的价值转化。六是发展“版权+”技术，引入区

块链和5G等数字技术提高知识产权确权、交易和保护水

平。                                                                        

（3）多元化的资金支持体系。创意企业多为小微

企业，如何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获得资金是全

球创意产业面临的共同难题。英国通过政府拨款、公

益机构、投资机构和企业投资等多元渠道满足了创意

企业的资金需求。一是通过政策优惠提供资金支持。

英国有一套成熟的创意税收减免方案，通过税收减免

增加创意产业投资。2017年英国电影产业因此增加了

4.5亿英镑的投资。2018年《协议》推动将创意企业

研发资金抵税占比提高到12%。二是公共基金直接投

资。如国家生产力投资基金（National Productivity 

Investment Fund，NPIF）计划于2021-2022年给创

意技术研发增加投资23亿英镑。三是国家财政或福利

基金给第三方机构、投资基金注资。如英国公益彩票和

慈善基金每年给英国电影学会（BFI）投资近7000万英

镑。2018年英国政府建立了一个25亿英镑的投资基金，

由英国商业银行孵化，撬动私营部门50亿资金投资创

意产业。四是市场化投资机构直接投资。英国有一批企

业、基金公司长期从事创意产业投资活动，如创意英国

公司、英国商业银行等，通过种子投资、天使投资、股

权融资、债券和贷款等各种专业的金融投资方式为创意

企业注入资金。五是政府或第三方机构搭建平台，如举

办融资论坛、技术竞赛，促成中小企业与大企业、投资

机构对接融资。

4.打造企业集群，带动区域创意产业发展

创意产业具有强大的经济带动力和就业吸纳能力，

但英国和我国一样存在着创意产业发展区域不平衡的问

题。为此，英国通过投资倾斜和产、地合作等举措，有

效推动了后发地区创意产业的更快发展。

（1）支持全国各地创建创意中心，打造世界级企业

集群，增加各地GVA和就业规模。经研究发现，2018

年英国有47个创意企业集群，其中接近一半企业集中在

伦敦等东南部城市。为了促进后发地区企业集群发展，

《协议》推动英国艺术委员会（ACE）、英国公益彩

票及慈善基金给伦敦之外地区的创意产业注入大部分赠

款；成立文化发展基金，投资能形成高度影响力的地

区；英国商业银行制定并实施商业投资方案，支持伦敦

以外的高增长企业的商业天使集群。

（2）鼓励地方发展创意产业伙伴关系和区域协作。

英国政府组织召开地方创意产业伙伴关系会议，加强地

方与创意产业团体的合作，其中包括建立地方与创意产

业联合会、创意产业理事会、创意企业、联合国和发展

中国家的伙伴关系，培育世界级创意产业集团，形成大

曼彻斯特、西米德兰兹和牛津-希尔顿凯恩斯-坎布里

奇增长走廊。

5.政产合作，推动创意产业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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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对提升国家软实力和经济实力都具有显著

作用。英国极为重视创意产业出口，并形成由驻外使馆

和商业代表处等机构通过文化外交开展品牌活动营造英

国文化产品的高端形象、由政府出面推动创意产品出口

的传统。《协议》提出2023年创意产业出口总值比2018

年增加50%。实际上2019年创意产业的货物出口已比

2018年增长了50%[5]。英国创意产业外贸战略最突出的

特点是高度重视第三方机构作用，并以此推动政府和产

业在海外出口事务上的紧密合作。

（1）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对创意产业出口的决策、

监督和促进作用。英国一方面成立第三方机构推动创

意产业出口。2018年国际贸易部拨款创建了第三方机

构——贸易和投资委员会来推动创意产业出口，该机构

由政府代表和创意产业每个子行业推选一名代表组成，

负责制定由企业主导的创意产业出口战略，并监督该战

略的执行。另一方面继续发挥老牌第三方机构作用，带

动创意产业贸易。

（2）英国政府继续发挥创意产业出口保障作用。一

方面通过第三方机构深化与创意企业联系，把握企业对

政府的支持需求。另一方面与中国、巴西等国家政府举

行创意产业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谈判，为英国创意产业

争取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机会。

（3）保障出口企业的流动性。英国出口金融公司推

出一种新的银行担保，可增加供应链中的流动性，支持

商业天使投资方案。

启示

我国政府积累了丰富的产业管理和规划经验。但在

数字化时代，技术和产业创新一日千里，产业领域面临

的问题和需求瞬息万变。为了更迅捷、准确地掌握产业

和技术的趋势、问题，有必要研究和学习英国经验。因

此提出四方面建议：

1.加强发挥第三方机构作用

成立社会公共机构改革委员会等机构，开展社会公

共机构改革试点，探索建立社会机构参与产业研究、政

策咨询、人才培训、投资与公共监督等事权的机制，推

动第三方机构深度参与产业运营管理，更准确地把握产

业发展趋势和政策需求，更好地承担企业与市场的联结

纽带作用，推动文创产业健康高效发展。 

2.创新重点产业人才培训

推行重点产业人才年度培训工程。产业主管部门

与第三方组织及企业紧密合作，委托第三方机构每年根

据产业发展趋势和发展需求梳理产业链短缺人才列表，

根据列表制定产业人才培训规划，依据产业发展需求面

向全社会开展技能人才培训，并建立政、企和第三方机

构共同参与的监督机构，监察培训进程和效果。深化和

推广现代学徒制度，支持产业界与高等院校开展紧密合

作，推动高等院校参与在职培训体系建设。

3.加强网络空间的知识产权保护

建议向中小微企业和自由职业者提供知识产权援

助。对中小微企业和自由职业者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培

训，传授网络维权技能，降低知识产权网络维权成本。

进一步细化网络平台的知识产权责任，明确网络平台对

其网站上共享的内容所承担的知识产权法律责任，支持

网络平台研发共性技术，引导消费者点击合法链接购买

正版商品。促进“知识产权+数字技术”融合发展，支

持“知识产权+数字技术”研发，推动大数据、区块链

等数字技术应用于提高知识产权确权、交易。

4.制定创意产业出口支持策略

召集重点产业管理部门、企业和地方机构，探讨

和制定出口策略，向出口企业提供政策、智力和资金支

持。培育和支持出口企业建立行业出口协会等第三方机

构，参与对外贸易政策研究、咨询和交流合作工作。

注释：

本文数据如无特别标注皆来自英国DCMS（或其

前身DCM）公开发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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