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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技术与文化创意产业
  互动关系的多维度分析 * 

 文 | 沈 阳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在我国取得了迅

猛的发展，产业门类、规模和产业增加值都

有了显著的提升，在部分地区已经逐渐成为

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以新媒体技术为代

表的高新科技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巨大

动力。

科技、文化、经济的互动分析

首先，科技是文化经济时代的根本动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科学技术从经济

发展的实践中被提炼出来、并运用到文化产

品生产中时，就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量。文化产品从原始的手工操作、

口头上的讲述与流传，演变到今天的影视、

动画、数字音乐等采用先进技术的文化产品，

这一过程实际上印证了科技与文化相互关系

的变化轨迹（如图1）。科学技术的进步，使

得人们收入水平提高、闲暇时间增多，因而

人们用于文化产品方面的消费相对增加；在

基本物质层次满足的基础上，人们会更多地

关注文化上、精神上和心理上的需要。例如，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电影、文化旅游、信

息与网络服务等在消费结构中占的比例将逐

步提升，而文化消费又助推文化创意产业的

迅速发展。

其次，文化创意产业是文化与经济的结

晶。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经济与文化

的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市场经济、文化的

双向合力作用，促使文化、经济一体化，并

形成了一体化结晶——文化创意产业。文化

创意产业作为一种以文化资源为生产要素，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满足人们的文化和精

神需要为基本特征，从事物质和精神文化产

品的生产、流通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

业的集合，集中反映了世界范围内文化经济

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新媒体技术与文化经济
互动关系的多维度分析

美国学者大卫 .赫斯蒙德夫对于新媒体

的界定是这样的：如果把各种相互冲突的关

于新媒体的定义摆在一块，寻找相同点的话，

核心的一条便是“数字化”。按照美国学者帕

夫利克的归纳整理，新媒体技术主要包含采

集和生产技术、处理技术、传输技术、存储

技术和播放显示技术，涵盖了围绕着互联网

和移动通信的输入、处理、输出全过程的各

项技术。这也是本文研究对新媒体技术的定

位。

文化创意产业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载

体，而媒体技术的不断创新是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的基础。不断运用新媒体技术提升文化

创意产业的内在张力和外在传播力，实现科

技与文化在各个环节中的高度交融，需要我

们从不同维度发掘新媒体技术与文化创意产

业的交互。

首先，从产业资源来看，新媒体是实现

文化创意产业格局中分工角色的关联。应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构建一个产业

格局各方角色对话的资源共享与交互平台是

非常必要的。在文化创意产业格局中，新媒体

（及相关技术）作为分工角色的重要关联节点，

成为信息交流互动、创意成果展示、产品推

介的载体、构架了社会、经济、政治、生态

系统相关要素的互通网络，从而充分发挥创

意产业对于其他经济产业的驱动、联动和辐

射效应。

如图2所示，政府作为提供相关文化资

* 本文受陕西省软科学项目支持：陕西省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编号：2009K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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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科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变化轨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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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基础；企业作为产品的生产、推介、展

示主体；研究机构作为资源更新的智库；社

会团体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服务者；创意人

群作为文化产业的开发者；各个环节均离不

开新媒体这一载体的联结。

其次，从产业结构来看，新媒体技术是

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力量。

新媒体促使了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结构

升级。日本将我国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

称为“内容产业”，英国将其称为“创意产业”，

美国将其定位为“版权产业”，这都无比体现

文化创意产业的特质。新媒体技术促使文化

创意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内容的

创意与生产逐渐突显出愈加重要的作用。新

媒体促使文化创意产业将重心向内容的创意

与生产转化，从而调整并优化了原有的产业

结构。总体上讲，新媒体成为促使文化创意

产业整合、重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催化剂，

它为文化创意产业带来的变化是深刻的结构

性变化，也是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生态系统的

演进和更新。

第三，从产业关联基准来看，新媒体技

术延伸产业链条、加强产业关联度。从图3

中可以看出，B产业为文化产业提供中间产品，

文化产业又向C产业提供中间产品，新媒体

技术的发展，诱发文化产业向B产业扩张，

从而产生后向关联效应；对于C产业，则产

生前向关联效应。

衡量文化产业关联效应的重要指标——

文化产业影响力系数，亦离不开新媒体技术

的重大贡献。影视业就是最好的例证。海尔

投资文化产业的卡通片《海尔兄弟》为推广

海尔品牌价值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从而

联动了其他产业领域的发展。由此可见，科

技赋予文化产业的特质——高关联度、高联

动性产业，与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发生普

遍的渗透和融合，形成以文化内容为纽带的、

关联度日益密切的庞大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依托新媒体技术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思考

首先要依托新媒体技术驱动产业集群。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在新媒体技术的驱动

下，企业不仅仅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更重

要的是在合作中追求整体利益与合作共赢。

这就形成了产业集群。以新媒体技术为依托，

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的柔性集聚，往往具有更

强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软件方面，为创意

工作者提供舒适的创作环境，激发创作灵感，

培育园区内浓烈的艺术气氛，在此基础上形

成产业链条形态的企业集聚，提高园区的文

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硬件方面，推进新

媒体技术的引入，通信网络设施、多媒体展

示平台环境、数字媒体、激光扫描技术平台

等建设完善，提高产业发展的承载能力。

其次，依托新媒体技术加速产业融合。

所谓产业融合，是指由于技术进步、规制放松、

管理创新及需求拉动等原因，带来不同产业

之间相互渗透、彼此交叉，进而演化为产业

之间产品、业务与市场的融合，从而导致产

业边界的模糊化，甚至重新划定的动态发展

过程。

根据莫多克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

定义，包括文化形态的融合、公司产权的融

合以及媒体技术的融合。依托新媒体技术，

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繁荣，最重要的体现

就是加速“融合”。首先，新媒体技术为多元

文化的展示和推广提供了基础的载体，而多

元文化的逐步融合又对新媒体技术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其次，主要针对知识产权的融合。

采用数字化技术建立知识产权信息平台，提

供包括专利、著作权在内的各类信息检索，

避免侵权和重复创作，为创造一个低成本、

高效率的文化产业格局提供重要保障。最后，

不同产业之间的交融、文化产业“跨界”发展，

均依赖新媒体技术层面的融合。

第三，依托技术创新引领全方位创新。

首先，加强内容创新。对于“内容为王”的

文化创意产业，内容创新是首屈一指的。以

动漫、传媒、影视、演艺等为代表的文化产业，

必须依托高新技术对传统文化资源实现现代

表达，增强产品吸引力，提升产品价值。其次，

加速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

活力，大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公益性

文化事业单位内部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

强化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形成公共文化服务

运行机制。第三，增强投融资创新能力。配

合新媒体技术激烈竞争，政策扶持重点支持

中小文化创意企业，目的在于促进中小文化

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形成富

有活力的优势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作为文化、科技和经济融合发展的产物，

文化创意产业凭借其创新性、高科技、高增值，

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

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文化产业

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涉及的新媒体技术

主要应用有文化展示技术、文化产品制造技

术和文化传播技术；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繁荣

发展，必须加强新媒体技术与文化的高度交

互，两极融通，迸发合力。

（作者沈阳为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

博士生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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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新媒体与文化产业的产业链条延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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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文化创意产业网络格局中的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