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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创意产业的增长及其集聚已经成为发生 

Abstract 在国际大都市内部最为重要的经济空间现象之一 英 

国作为全球创意产业的发源地．其首都伦敦始终以各 

种创新理念站在当今时代的最前沿。以伦敦为研究对 

象，在厘清伦敦创意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E—G 

指数的计量方法分析了伦敦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程度 

和特征 ，并深入剖析了伦敦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动力 

机制 ，以期为国内外太都市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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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是 源于个人创造力、技能和才华，通过知识 

产权的开发和利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m。 

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大背景下 ．创意产业的迅速 

成长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以创 

新、创意为核心的创意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 ，正成为衡 

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经济活力、城市功能的重要 

标志之一。 

英国作为全球创意产业的发源地，其首都伦敦始终以各 

种创新理念和创意活动站在当今时代的最前沿。本文以伦敦 

为研究对象0．在厘清伦敦创意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通 

过E—G指数的计量方法分析了伦敦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程度 

和特征 ，并深入剖析了伦敦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动力机制， 

以期为国内外大都市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1．1伦敦创意产业的地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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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Hagget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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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式： 

区位商= 

可计算获得2010年伦敦地区创意产业及其各部门区位商表 

(表1)。 

由此可见．伦敦创意产业的发展水平高于英国的整体水 

平，专业化水平较高。其中，电视与广播，电影制片和音 

乐表演艺术三个部门的区位商分别为3．05 2．68、2．36，远 

远大于1．5，成为带动伦敦地区创意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也体现出本土文化和高新技术行业在伦敦创意产业中的重 

要地位。另据伦敦政府统计 ，截至2010年，在伦敦提供工 

作总量仅占全国1 5％的情况下．伦敦创意产业所容纳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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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EG模型的伦敦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分析 

2．1伦敦创意产业的地理集中度 

2．1．1产业地理集中的EG指数 

EG指数是Ellision和GIaeser于1997年建立的一种厂商 

区位选择的模型。该模型将引起产业地理集中的原因归结 

为自然优势和知识外溢两大作用，在此基础上 ，对厂商区 

位选择的da rtboa rd~_论。进行检验。EG指数的优点在于： 

(1)不受厂商数量及其分布的影响 ，便于在不同的产业 

之间进行比较： (2)只需要产业的就业数据： (3)EG指 

数基于da rtboa rd理论．可以从严格意义上定义产业地理集 

中，即可以检验观察到得产业地理集中是否比厂商在完全 

随机分布时所呈现的地理集中程度高 ．只有当结论是肯定 

时．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地理集中。衡量产业集聚分布的 

地理集中度指数G的计算公式为： 

G=∑ ：1(Sk—Xk) 

其中．K为地理单元的个数， 为第K个地理单元中某行 

业就业人数占整个地区该行业所有就业人数的比重： 为第 

k个地理单元所有行业就业人数占整个地区所有行业就业人 

数的比重。G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G值越大，代表该行业 

厂商的地理集中水平越高．反之则水平越低。 

2．1．2伦敦创意产业地理集中度的计算结果 

根据官方网站的研究报告所提供的就业数据，可以获得 

2010年伦敦地区主要产业地理集中度计算表 (表2)~D2010 

年伦敦创意产业各部门地理集中度计算表 (表3)。 

2．2伦敦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特征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可以发现伦敦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 

部分特征： 

(1)相比金融、交通等产业，伦敦创意产业整体上的 

空间集聚并不明显 

伦敦创意产业表现为 跨领域 跨专业的选择性集聚 

特征。相比其他产业 创意产业涉及更广泛的领域 ，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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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上更多地受到其他产业的牵制，区位选择与发展方向上 

也更多地依附于其所服务的企业。因此 ，就创意产业整体 

而言，集聚性并不明显．更多的是面向所服务的产业呈现 

出有选择性的产业集聚。 

(2)伦敦创意产业的内部行业呈现高密集度集聚态势 

尽管整体而言创意产业的集聚性不强 ，但是创意产业 

的内部各行业却相对独立，表现出较强的集聚特征。由于 

创意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并没有必要的联系．发展相对独 

立．如电视与建筑业两者之间并无太多业务往来，故在分 

布上集聚性也并不明显：但在行业内部 ．如电视行业、建 

筑行业内部却倾向于集聚．其往往表现为 “建筑邻里 ． 

广告街” 戏剧西区”等形式 ，即以高密度的形式集 

聚在相对狭小的街区内。 

(3)伦敦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发展态势 

随着伦敦创意产业集聚的不断扩大，市中心乃至其边缘 

的土地租金的持续上涨、环境恶化等因素促进创意产业纷 

纷向城市外围集聚。一方面．一些艺术家进入一些 不适 

宜居住的地方”，并给这些老仓库等注入新的美学价值 ， 

同时形成了新的边缘地区的复兴：另一方面，基于网络指 

向的虚拟集聚出现 ，尤其是以软件、电脑游戏及电子出版 

物等依赖数字技术的创意产业。 

3伦敦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动力机制 

创意产业空间集聚是一个复杂的空间过程。作为复杂适 

应系统 ，主体的自组织行为是创意空间集聚的根本动力． 

但其在集聚中也受到了以政府为主的各方力量的干预 ，在 

发展过程中又带有明显的他组织痕迹。本文以从 自组织机 

制和他组织机制两方面阐述伦敦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动力 

机制 ，并注意到．这两种作用交互作用形成 创意伦敦 

战略，促成了伦敦创意产业空间网络组织的形成。 

3．1产业结构转型促成创意产业空间的自组织演进 

2O世纪80年代末以来 ，伦敦产业结构升级态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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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逐年上升，显现出典型的后工 

业时期的特征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金融保 

险业发展迅速 ．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20世纪7O年代 

后，在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背景下．伦敦率先进行金融 

创新 、变革 ，金融保险业迅猛发展 ，不仅使金融保险业成 

为伦敦最大的就业、经济部门，也使伦敦成为全球规模最 

大的金融中心。 (2)专业服务业发展迅速 专业服务业包 

括法律、会计、咨询、广告 设计、高等教育、科研 卫 

生等 ，这些产业发展与信息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也是金融 

服务业不断细化分工的结果 (3)伦敦文化娱乐业发展迅 

猛。文化娱乐业发展不仅是金融服务业、专业服务业分工 

细化 、联系深化的要求 ，同时也是伦敦国际化程度提高， 

外籍人员增加 ．多元文化融合．城市居民对多样性文化娱 

乐的需求的体现。 

伦敦产业结构的演替和更新是城市内部系统自发产生 

在一定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稳定的有序结构 ，体现了一种 

自组织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创意产业在内的新的 

行业部门不断增加和更新，并由此带来相应的空间规模扩 

张。因此，自组织演进成为伦敦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根本 

动力 

3．2公共政策催生创意产业空间的他组织集聚 

他组织动力机制是指那些在特定外部作用干预下获得有 

序结构的演化过程 ，其主要行为人是当地政府。在伦敦创 

意产业的发展和空间集聚过程中，伦敦政府在机构设置和 

相关政策上都给予了支持。 

(1)成立专业机构 

英国政府将主管包括文化在内的 国家遗产部 更名为 

文化新闻体育部 ，并成立了创意产业工作小组。这个 

小组分别于1998年：~[12001年两次发布研究报告．分析英国 

创意产业的现状并提出发展战略 ，并于1998年首次给创意 

产业进行了规范化的定义。 

(2)推出相关政策 

创意工作小组于1998年出版了研究创意产业的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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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做法：1999年发布研究创意产业的地区发展状况：2000年 

从教育培训、扶持个人创意以及提倡创意生活方面，研究如 

何帮助公民发展及享受创意：2004年8月发布 《创意产业经 

济估算统计公报》，公布了创意产业的产出，出口以及就业 

等方面的统计数据 介绍了产业发展的现状。这些基础研究 

为伦敦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完整的信息支持，保证了政府 

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连贯性和一致性。 

3．3 创意伦敦”战略主导创意产业空间的网络组织构架 

在 “创意伦敦 战略指导下．伦敦市成立 创意伦敦” 

工作小组，并开发了涵盖融资、人才开发、房地产和促销 

等各个环节在内的一系列项目。伦敦发展局支持开发的10 

个 创意中心”．通过社区和文化团体 ，与政府、教育机 

构和房地产商的齐心协作，初步勾勒出伦敦创意产业空间 

的网络雏形。为建设 创意伦敦 ，伦敦发展局还配套了 
一

系列的支持措施： 

(1)鼓励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作为 “创意伦敦”计 

划的一部分．2005年3月伦敦设立了 创意之都基金”．为 

创意产业中有才华的企业家或商人提供原始资本投入和商 

业支持以激发他们的创意潜力，并对创意产业从业人员进 

行技能培训 给予企业财政支持、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出 

口鼓励，推动中小企业创新。 

(2)培养公民的创意生活和创意环境。通过教育培训 

为居民提供接触创意产业的机会 ，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 

良好的外部环境。创意产业之所以能在伦敦蓬勃发展，除 

了城市拥有的丰富文化内涵与创造力．伦敦市政府对创意 

产业的高度重视外．相关机构提供的具体支持服务也起到 

了重要作用 这些被称为 ”第三部门 的相关机构与民间 

的许多相关组织、学校和财务支援单位共同为创意产业在 

伦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积极探索国际合作与交流。英国积极；bD~J6,与其他 

国家在创意产业方面的交流合作，促进相互间的进步。英 

国当代艺术中心、外国政策研究中心、盖普理暨科技顾问 

公司等组织在其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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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 

创意产业是伦敦最具竞争力的支柱产业，是伦敦新经济 

发展的生力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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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体而言．伦敦创意产业空间的集聚 

性并不显著 ，但是在创意产业内部的各行业却呈现出较强 

的．有选择性的集聚。伦敦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动力机制 

主要有两方面：产业结构转型是伦敦创意空间集聚的根本 

动力，但其在集聚中也受到了以政府为主的备方力量的推 

进．这两种作用交互作用促成了伦敦创意产业空间网络组 

织的形成。伦敦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这些规律无疑对我国 

蓬勃发展的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墨 

(本文由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B410))。 

注释 

① 英国特别工作组， <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1998，转引自蒋三庚等 <文 

化创意产业集群>p36。 

② 伦敦的行政区划分为伦敦城和32个市区，城外的12个市区称为内伦敦，其它 

2O个市区称为外伦敦。伦敦城、内伦敦和外伦敦构成大伦敦市，即为本文研 

究的区域范围。 

③ Dartboard理论认为，各厂商即便不受任何特定区位因素的影响，也能够在地 

图上随机选择区位，最终也会形成地理分布的不均衡 (Ellision和Glaeser，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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