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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文化产业崛起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魂，文以铸之。”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使人类告别野蛮与愚昧，形

成民族、国家、社会的精神支柱，催生了无穷无尽的

创新力、创造力，推动人类社会从蛮荒进入高度发

达的文明阶段。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到一轮紧

似一轮的工业革命，文化不仅是民族的图腾、国家

的标识，更成为一民族、一国家、一群体生生不息、

自强奋进的核心支撑——文化始终是人类文明不

断攀升的助力和云梯。

今天，信息化推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使人类

文明进入文化社会、文化科技、文化产业、文化经济

的新境界；以文化软实力为重要支撑的“互联网＋”

构建的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和现实产业的融合，催

生了全新的创意产业、创意经济、创意社会、创意国

家的创客、极客时代；虚拟世界和现实产业联姻孕

育的产品承载着物质与文化的双重属性，满足人们

的物质需求，也传递着价值理念——人类的文化自

觉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文化＋”的概念应运而生，

“文化＋”的思想理念及其社会形态、科技形态、产

业形态、经济形态，正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

可阻挡的历史大势扑面而来。人类已经进入“文

化＋”的时代，文化产业正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产

业之一。谁有了“文化＋”的自觉，谁抢占了“文

化＋”的先机，谁乘上了以“文化＋”为引擎的快车，

谁就可能是未来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主宰。

一、“文化＋”的力量

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

由的一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版，第 3 卷，

第 492 页）事实上，人类社会前进的每一步都是“文

化＋”的累计与递进。

“文化＋”，不是 1＋1等于 2，不是传统数学概

念上简单的程式化加减，而是文化与其他事物从不

自觉到自觉的融合，是由一种观念、理论和合理的

构想进入到实践的一种行动纲领、计划和模式，是

文化更加自觉、主动地向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渗透。

“文化＋”的“＋”，是文化的植入、融合、渗透、主导，

核心是赋予事物活的文化内核、文化属性、文化精

神、文化活力、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是给事物植入

文化的DNA。有人提出“＋文化”行不行？回答是

否定的，因为“＋文化”，只是表象的包装、附着、粉

饰和牵强附会。“文化＋”与“＋文化”，有着主体与

客体的倒置。比如，文化产业之“文化”，文化是主

体，是能动的、处在主导地位的；而产业文化之“文

化”，文化是客体，是产业的寄生物、衍生物，是被动

的，是标签式的附着着的东西。

文化＋民族，为民族注入凝聚力、向心力和内

生力；文化＋社会，使人类社会成为文化自觉下智

慧能动、有机有序、不断进步的文明社会；文化＋中

国，中国由农耕文明走进工业文明，又由中国制造

走向中国创造；文化＋城市，使城市由遮风挡雨的

居所成为智慧的家园；文化＋文化，催生更加能动

的文化自觉，在包容多元中推动文化繁荣，融合人

类精神血脉，滋润和谐社会；文化＋旅游，赋予旅游

人文的魅力和乡愁的慰藉；文化＋产业，搭建起产

业攀缘上升的云梯，注入老产业新的活力，催生雨

后春笋般的新产业、新创意、新业态；文化＋商品，

商品承载了思想的内核和精神的重量，赋予商品物

质与精神的双重价值；文化＋经济，使经济由自然

经济走入自由经济的天地，催生出“互联网＋”等崭

新的经济空间，打造出强劲的超级经济引擎；文

化＋科技，催生出文化科技的新境界，科技在文化

的滋养下加速裂变，人类社会迎来高度智慧的信息

时代；文化＋互联网，赋予机械的互联网以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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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智慧、内涵和坚挺的软实力、诱人的吸引力；文

化＋“互联网＋”，赋予“互联网＋”生命源，提升“互

联网＋”的附着力，使互联网的触角延伸到人存在的

每个角落，也使文化渗入人类社会的每个毛孔，成为

经济社会“云”运转的润滑剂……“文化＋N”，拓展无

限空间、注入无穷潜力、催生不尽的创意创新创造。

人类自从走出自然经济的旷野而迈进自由文明

的天地，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化的相伴相随。今天，当

文化产业迅猛兴起并逐步成为主导产业，当文化产

业逐步向创意产业、创意经济迈进，经济的高地，一

定是文化的高地；文化的高峰，一定推动多元裂变的

经济高原的抬升；“文化＋”越丰富、越深入、越广泛，

经济越强劲、越发达、越繁荣；文化＋经济，成为当今

时代天作之合的佳配，有了文化与经济的联姻，经济

在文化的基因中裂变，文化在经济的承载下绽放，其

构建形成的产业，产业为“体”、产品为“桥”、文化为

“魂”，融入社会、链接市场、亲和大众，以其超凡的融

汇性、永不止步的创新性、自我调适的柔性、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而充满旺盛的生命力。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是文化

的新自觉、是一个时代引擎的升级版、是经济社会划

时代的新标识；“文化＋”，提升一个民族的重量、一

个国家的分量、一个社会的体温、一个时代的发展力

和竞争力。在“文化＋”的时代，没有注入文化内核、

文化元素、文化细胞和文化支撑的经济、产业、商品、

城市乃至社会和民族，都必将面临没落的命运。

二、“文化＋”的自觉自信

我们正处在“文化＋”的时代，“文化＋”虽然方

兴未艾，却展现出必然的历史大势和无限广阔的发

展前景。先觉者已经在享受“文化＋”的盛宴，迟觉

者还需要“惊蛰”般的“文化＋”启蒙。能否抓住机

遇、乘上“文化＋”的“早班”车，需要我们树立敏锐的

“文化＋”自觉、昂扬的“文化＋”自信和落后就无

“车”可乘的“文化＋”忧患。

“文化＋”的自觉，源于人类不自觉的“文化＋”，

人们其实早就享用着“文化＋”的恩惠。中国的“王

麻子”剪刀，因为注入了“王麻子”手艺文化而名利双

收；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因为注入了“CHINA”而历久

弥新并使古老中华誉满全球；二战时美军的野战罐

头，兼容自动加热和饭、菜、汤、咖啡、香烟等多重要

素，因为充满对士兵温饱和人文的双重关怀而倍受

青睐。

“文化＋”早已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悄然兴起，

并成为其先驱们决胜市场的秘密武器。文化＋产

业，使产业孕育出新概念，日本的汽车工业早已摒弃

“交通工具”的单一理念而注入流线型感官设计、舒

适度人文关怀和微空间通讯、办公、娱乐等多重功

能，文化汽车成为日本汽车工业的杀手锏，“新概念”

汽车正风靡世界；“文化＋”使产品极富竞争力，云量

的创新、创造和发明使全球进入知识产权时代，创造

还是制造，决定着全球经济板块的海拔高度；“文

化＋”催生广告业在全球市场铺天盖地，使产业和产

品的竞争演变成文化的竞争。

“文化＋”衍生的文化产业，成为朝阳支柱产

业。在国际，目前主要发达国家文化产业产值占

GDP的份额分别是：美国 31%，日本 20%，欧洲国家

10%—15%、韩国 15%。在国内，文化产业产值占

GDP 较大比重的是北京和上海，北京 2014 年为

13.1%，上海 2013年为 11.5%。在宁夏，全省合力打

造穆斯林文化产业，2015年上半年完成产值近 200

亿元，吴忠县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清真食品

和穆斯林用品集散地。

“文化＋”，承载着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功能。一

方面，“文化＋”孕育出的文化产业，成为“互联网＋”

和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和国内发达地区的支柱

产业和核心经济支撑。文化产品作为兼容物质和精

神双重价值的商品，作为全球多样的物质文化和不

同的精神文化风云际会的媒介，作为人们改造自然

也改造自己的工具，作为人类的“精神氧气”和人们

的“心灵鸡汤”，凸显出打破民族、国家、肤色、宗教、

语言等各种禁锢的世界性的巨大社会需求，繁衍出

五光十色的样态和海量的商品，拓展出广阔的市场，

展现出巨大的商机和经济能量。阿里巴巴、淘宝网

的大行其道，正是因为有全新的文化消费观作支

撑。另一方面，“文化＋”打造的文化产业，不仅是经

济输出和市场占领的比拼平台，也是文化精神和价

值观输出和较量的意识形态战场。在文化的餐桌

上，人们的消费不仅是物质的满足和身心的愉悦，更

是思想灵魂的涤荡。在西方世界，文化产品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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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的经济产业和国力支撑，更成为他们输出价

值观、策动他国“颜色革命”的重要工具。一部美国

大片，使人们享受着感官的刺激，同时，也悄无声息

地使人们遭受西方价值观的滴灌侵蚀；一部韩剧，不

仅占据了中国人夜生活的黄金时段，而且潜移默化

地改变着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语言习惯。日本制定的

《文化产业国家战略》则更加直白地说：“文化产业不

仅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利益，更关系到我国的外

交利益。”

中国从来不乏文化资源，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

精美绝伦的中国手艺、神话般的中国故事、多民族的

文化传承、树大根深的文化体量，都是举世不二的文

化资源优势；中国从来不乏“文化＋”的智慧，粉黛＋

丝绸、国画＋瓷器、泥人张＋雕塑、舌尖上的中国＋

餐饮、中国工艺＋装备百货，哪样不是世界争相购

买；中国从来不乏“文化＋”的实践，从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到今天的中国模式、中国

道路、中国智慧、中国特色，那个不是“文化＋”的经

典。在“文化＋”的博弈中，我们需要居安思危，但不

必妄自菲薄，只要我们树立“文化＋”的自觉，保持

“文化＋”的定力，“文化＋”的时代一定属于中国。

三、“文化＋”与“互联网＋”

谈到“文化＋”，必然关联到“互联网＋”。“互联

网＋”已经蓬勃兴起，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创新

发展的方向，因此，需要厘清“文化＋”与“互联网＋”

的相互关系，使二者更为自觉地相互促进，共生共荣。

“文化＋”与“互联网＋”的内在联系十分紧密。

“文化＋”，是母体、是根据地、是动力源、是灵魂、是内

容，“互联网＋”因“文化＋”而生、而兴、而荣；“互联

网＋”，是子体、是路径、是工具、是载体，“文化＋”因

“互联网＋”而充满无限张力。一方面，文化是互联网

的云根地母，没有科技文化的高度发达，就没有互联

网，“互联网＋”是“文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物，

是“文化＋”的实现形式和实际运用；“文化＋”是“互

联网＋”的生命之魂、立身之本、动力之源，没有“文

化＋”作为支撑和涵养，“互联网＋”只能是信息的“包

打听”、商家的“婚介所”和商品的“大卖场”。另一方

面，互联网是文化的集散地、蓄水池和中转站，“互联

网＋”为“文化＋”提供了平台、场域、手段、工具和路

径，“文化＋”因“互联网＋”而海阔天空。

当今时代，互联网带来的大数据、云计算、移动

网和自媒体，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使信息、技

术、创意和人、财、物等各种资源实现了“全链接”和

“零距离”，为“文化＋”提供了广阔平台和施展空间；

互联网带来的小企业、微方式、新业态、酷特色、融思

维等新概念，为“文化＋”提供了新思路、新通道和多

样、高效、低廉、方便的实现形式。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创客”和“互联

网＋”及其一系列新理念和行动计划，国务院办公厅

又接连印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

的指导意见》等多个配套性政策文件，预示着中国正

兴起以文化科技创新、创意、创业为战略引擎的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第三次创业浪潮，预示着中国正迎

来文化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互联网＋”作为“文

化＋”的超级引擎，必将推动“文化＋”快步走向欣欣

向荣的春天。

四、以“文化＋”的理念推动文化产业崛起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互联网＋”的助推下，

当今的文化产业早已打破传统的演出、广播、电视、

电影、出版、文化旅游等固有的概念及其领域和板

块，进入“文化＋”“全链接”的大文化产业视野。

2014年《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

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文化创意与

设计服务要为装备业、轻工业、信息业服务，还要为

旅游业、农业、甚至体育产业服务。这预示着大文化

产业必将进入创意产业、创意经济即文化经济的新

阶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文化＋”的理念推

动文化产业发展乃至崛起，必须着力把握这样几个

重要方面。

第一，牢固树立“文化＋”的意识。我们已经进

入了“文化＋”的时代，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传统的产

业经济都在向创意产业、创意经济转变，“文化＋”已

渗入经济社会的每个毛孔，文化经济成为势不可挡

的发展大势。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把创意产业、

创意经济提升到国家创新竞争力的战略高度，宣布

每年 6月 18日为国家创客日。在我国发达地区，文

化＋城市、文化＋产业、文化＋物流、文化＋各行业

的“文化＋”风起云涌，已经取得巨大的经济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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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因此，“文化＋”，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

然趋势，也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和保增长的战略选

择。从三次产业到社会治理、城市建设、民生服务、

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色生态等各个领域，都要有

“文化＋”的治理经营理念，没有“文化＋”的理念和

支撑，发展必将滞后。“文化＋”，应该成为国家意

识、全民意识和时代主旋律，我们必须站在国家发

展战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审视“文化＋”

的意义，强化“文化＋”的自觉。

第二，牢固树立“文化＋”的战略思维。顺应文

化产业发展的历史潮流，以“文化＋”“全链接”、“零

距离”的理念看待“文化＋”，实施“文化＋”战略，把

文化产业上升到创意产业、创意经济、文化经济的

时代潮流中加以认知和把握。在经济社会发展顶

层设计中，以“文化＋”为指导和前瞻，高度重视提

升社会发展中文化的重量、经济结构中文化的体

量、各产业产值中文化的分量、商品价值中文化的

含量，真正使“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全领域的治

理、经营和发展理念。

第 三 ，牢 固 树 立“ 文 化 ＋ ”的 市 场 意 识 。“文

化＋”要快速发展，必须顺应市场经济规律、与市场

各要素实现无缝对接。要善于统筹国际国内两大

市场，把握宏观经济与区域经济不同走势和需求，

准确选择“文化＋”的内容及其切入点、结合点、增

效点，创新适应市场、富有吸引力、竞争力、生命力

的新业态和新产品，赋予劳动力更高文化素养，赋

予生产资料更多文化元素，赋予生产工具更强文化

塑造功能，赋予产品更多文化内涵，使“文化＋”加

出特色、加出亮点、加出卖点、加出市场竞争力和占

有力，在“＋”中实现内质和边际裂变式的剧增效

应。“文化＋”孕育的文化产业，其生命力在于文化

创意，要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立足

市场高端前端，加快“文化＋”的力度和节奏，推陈

出新，使最新的文化创意及时从工厂走向市场，保

持“文化＋”的主动权、主导权和衍生力。

第四，充分发掘文化潜力。中华文化博大精

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科技文化、精神文化、军事

文化自成体系又独具中国特色；不同民族、不同地

域、不同领域的文化，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竞相绽

放、美轮美奂；散落于神州大地和民间的海量非物

质文化，附着在农林牧渔等林林总总精美物产上的

特色文化，千姿百态的地质文化，都蕴藏着巨大的

“文化＋”资源，也是难得的文化商机。与之形成反

差的是，我们文化资源的利用即“文化＋”，还处在

启蒙阶段。当今，在各地、各领域、各行业和浩如烟

海的产品之中，有多少城市没有文化标识，有多少

产业没有文化符号，有多少产品没有文化识别，有

多少地方特产没有地域特色文化标注，又有多少国

货起着“洋名”、挂着“洋品牌”，还有多少商品推崇

着“国际口味”、“美国工艺”、“欧美典范”之类的“洋

奴”文化；因为文化的不够自信，更有多少“中国发

明”、“中国创造”、“中国老字号”成为他国的专利；

因为缺乏文化自觉和自信，我们还有多少地方、领

域、行业、产业、产品在守着文化金山过文化的穷日

子。为此，树立并践行“文化＋”的理念，推动文化

产业发展繁荣，要深入发掘、精于选择、善于利用文

化资源，使“文化＋”扎根沃土，迸发出文化的潜在

力量。

第五，兼顾社会与经济两个效益。“文化＋”催

生的产业、产品，必然承载着文化和经济双重属性，

这是“文化＋”的显著特征；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是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必须遵从的基本法则。因

此，社会责任必须是文化产业的第一责任，社会效

益必须是文化经济的第一效益。这就要求“文

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弘扬社会主义

文化精神，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加

入的必须是中华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而不是为了

单一经济效益而不分良莠的文化“加注”，更不是一

味满足低俗文化口味的低俗文化或文化糟粕“加

注”。一个时期以来，充斥于文化领域和演艺市场

的“三俗”现象，是当代文化产业的毒瘤，以之来发

展文化产业无异于饮鸩止渴、自毁其道，对此必须

坚决予以取缔。

（作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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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点推荐

《对时代和时代主题的辨析》

作者：李慎明

科学判断时代性质，是制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战略

策略的根本依据。如果在时代性质及时代主题上发生误判，将会对“党和国家

的全局事业”、“长远事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重大的消极影响甚至犯下不

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列宁所讲的“金融帝国主义时代”决不是一种暂时现象，

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的也是最高即最后的阶段。尽管时代的主

题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当今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

《准确把握互联网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新形势》

作者：李江静 徐洪业

当前，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互联网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呈现出许多新特

点、新趋势。准确把握当下互联网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新形势，对于维护马

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要把握互联网意识

形态话语权，根本还在于促进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更好地回应和妥善解决我国

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西方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张力将动摇西方社会的根基》

作者：陈 尧

近年来，西方社会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一再爆发，愈演愈烈的社会运动和街

头政治使得政府难以招架。同时，西方政治舞台上极端政党开始崛起。这种政

治体系内部的政党碎片化、极化与政治体系外部的街头政治结合起来，无疑将危

及西方的政治秩序。在时代发展面前，西方民主制度理论落后于实践，观念滞后

于发展。缺乏必要的改革，不管是哪种民主制度，均可能面临衰亡的命运。

《“文化＋”与文化产业崛起》

作者：郭永辉

今天，文化催生了人类智慧的裂变，使人类文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信息

化推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使人类文明进入文化社会、文化科技、文化产业、文

化经济的新境界；以文化软实力为重要支撑的“互联网＋”构建的虚拟世界与现

实社会和现实产业的融合，满足着人们的物质需求，也传递着价值理念——人

类的文化自觉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