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冶[1]袁阐明了野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冶的行动指南和前进方向遥 中国式现代化

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伟大实践袁为
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遥 高质量发展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遥 近年来袁学界对于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意义与现实路径尧数字技术赋

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话题给予了积极关注遥
而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探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袁需要明晰价值取向尧行动方向尧发力靶向尧目标

导向袁使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

典型体现和重要成就袁为全球文化产业的互鉴尧共
进尧繁荣贡献中国范式及经验遥

一尧价值取向院彰显中国文化
产业特色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中国式现代化总结为野人口

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冶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冶
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冶野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冶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冶遥
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5 个中国特色袁蕴含着适应中

国国情的明确的价值追求[2]遥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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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袁其鲜明的价值取向彰

显了中国文化产业特色遥

渊一冤统筹兼顾的区域协调发展

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袁14 亿多人

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所面对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前所未有袁需要以更大的智慧和力量探索具有中国

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袁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必然要在统筹兼顾中解决好整体性问题遥
我国地域面积广阔尧人口众多袁但是经济发展水平

和人口分布不平衡袁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之间尧城
市和乡村之间差异大袁这既是现代化的难点袁也是

我国文化产业区域发展水平呈现严重不均衡的真

实写照遥 从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尧法人单位数尧从业

人员数尧创新指数尧活跃度等指标综合来看袁广东尧
北京尧上海尧江苏尧浙江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遥遥领

先于其他地区袁并且文化产业的主要贡献来自大城

市或区域中心城市袁而一些低线级城市尧偏远地区

和部分乡村尚未形成完整的文化产业体系遥 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在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袁在统筹兼顾中动员并协调

好各方面的关系袁不断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寻求

整体性破局良策遥 十八大以来袁京津冀协同发展尧长
江经济带发展尧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尧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

区域重大战略构建了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

格局袁持续深入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了城乡之

间人口尧技术尧资本等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袁长城尧
大运河尧长征尧黄河尧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总体建

设布局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产业统筹兼顾的区域协

调发展袁有利于在更大的空间形成规模效应遥 此外袁
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尧巨大的消费

活力尧深厚的发展潜力袁有助于文化新业态尧新模

式尧新消费的形成遥 由此袁统筹兼顾的区域协调发

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必要的

价值原则遥

渊二冤共创共富的文化创新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袁人民

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分享者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遵循遥 共同富裕不是整齐

划一的平均主义袁并不意味着同时尧同步尧同等富

裕袁而是鼓励全体人民尧市场主体尧社会组织发挥积

极性尧主动性尧创造性袁通过辛勤劳动尧合法经营尧公
平竞争袁共同创造社会财富并通达共同富裕遥 数字

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新型平台和平台经济

模式的崛起袁大量的组织和个体依托平台将创意尧
技能尧产品尧服务转化为社会价值和经济收益袁为许

多社会群体提供了创业型就业的新场景和实现自

我价值的机会遥 比如袁目前全国各类文学网站的注

册作者约有 2000 万人袁签约作者达到 100 万人袁持
续写作的活跃作者超过 10 万人遥 网络文学拥有庞

大的读者群袁是影视尧游戏尧动漫等文化产业的重要

内容源头遥目前热播影视剧的 60%-70%尧上线动漫

约 50%由网络文学作品改编袁网络文学的海外市场

规模突破 30 亿元袁网络文学网站订阅和阅读 APP
用户超过 1 亿袁覆盖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3]遥文化

发展不是少数人的权利或责任袁而是大众的尧全民

的尧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袁需要人人都能参与发展过

程袁人人都能享受发展成果遥 文化创造主体的多样

化才会满足人民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遥 中国式

现代化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必然要着力维护和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袁
使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劳动创造获得合法合理的回

报袁通过共创达成共富袁合力推动文化创新发展遥

渊三冤双效统一的产业健康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仅是物质富足袁还包括

精神富有袁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遥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立场是把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袁精神

生活的充实与富足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内

涵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产业发展

的主要目标遥 作为一种产业形式袁追求经济效益无

可厚非袁但文化产业需要关照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

群体的价值观念袁实现社会效益比获得经济效益更

为重要遥 文化产业的从业者如果依靠哗众取宠尧制
造噱头尧迎合少数人的低级趣味而博取短期的经济

效益袁必然会损害社会效益曰如果心无旁骛地追求

社会效益袁短期内又很难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遥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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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矛盾曾在一段时期内困扰过部分文化产业的从

业者袁但从近些年来文化产业实践领域的表现来看袁
急功近利者大都成为匆匆过客袁而那些生产好产品尧
提供好服务尧获得好口碑尧形成好品牌进而实现良

好社会效益的从业者成为了长期受益者遥 文化产

品服务应该经得起广大人民群众和市场的双重检

验袁是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成果遥 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并非对立关系袁而是有机统一的关系袁二
者可以相互促进尧相互转化遥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袁需要坚持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

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袁文化产品服务供给的文化

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统一袁推动产业健康发展尧人的

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相统一遥

渊四冤和谐共生的资源集约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袁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袁坚
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尧生活富裕尧生态良好的绿色

发展道路遥 文化产业的主要优势在于低能耗尧可持

续尧创意性袁符合野质量变革尧效率变革尧动力变革冶
的经济发展新要求[4]遥 中国文化产业主要有集约化尧
融合化尧数字化 3 种典型的发展路径袁即以文化产

业园区建设为主要方式的集约化发展袁以推动相关

资源要素及产业跨界整合为主要手段的融合化发

展袁以产业转型升级为主要目标的数字化发展遥文化

产业园区建设旨在推动资源集约利用和文化企业

集聚袁激发文化创新活力袁丰富文化产品供给袁形成

文化产业规模效应遥 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文化

产业园区建设袁2020 年和 2023 年分别公布了 9 家

和 15 家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名单袁对各地建设文

化产业园区发挥了示范作用遥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

以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为龙头尧省市级文化产

业园区为骨干尧众多特色文化产业园区为支点的发

展体系遥 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文化尧科技尧资本尧创
意尧管理等多种资源要素的综合利用袁文化产业内

部上下游行业的跨界重组以及文化与旅游尧工业尧
农业尧建筑尧商贸等行业的跨界融合已经成为趋势袁
并衍生出丰富多样的新业态遥 目前以数字化为主

要方式的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日益加快袁数字阅读尧
数字动漫尧数字视听尧数字会展尧在线直播等新产

品尧新场景尧新体验在满足多元化文化需求的同时

进一步降低了有形资源的消耗袁强化了文化产业的

生态化特性遥 文化产业的集约化尧融合化尧数字化

都是在充分并合理利用资源的基础上袁以提高发展

效率和效益为目标袁实现利益相关者与生态环境和

谐共生的发展方式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价值底色遥

渊五冤合作共赢的文明多元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袁高
举合作共赢旗帜袁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袁既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袁也为世界谋大同尧为整个人类社

会谋进步袁在构建多种利益共同体尧责任共同体的

基础上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袁推动建设一个开放

包容尧共同繁荣的世界袁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

未来遥 文化产业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遥 阅文

集团旗下的起点国际 Webnovel 自 2017 年上线以

来袁累计向海外用户提供了 1000 多部中文译文作

品和超过 20 万部当地原创作品袁首开中国网络文

学在海外市场付费阅读的先河遥 字节跳动旗下 2017
年上线的 TikTok袁以短视频与直播为主要呈现形式袁
革新了传统社交平台的图文形式袁带动了全球社交

平台的发展袁目前其用户遍布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

地区袁加速了信息和内容的全球分享与传播袁逐渐

对人们的生活尧工作和娱乐袁甚至对国家的政治尧
经济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遥 中国式现代化

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袁需要坚持合作共赢的文明

多元发展的价值选择袁培育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和海

外影响力的文化企业袁产出更多优质的具有中华文

化特色的文化产品服务袁与世界共享文明发展成果

以及有借鉴意义的文明发展路径遥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人类现代化的一般特征袁更

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遥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既需要遵照文化产业发展的一般规

律袁更需要彰显中国文化产业特色的价值取向袁即以

统筹兼顾的区域协调发展为价值原则袁以共创共富

的文化创新发展为价值遵循袁以双效统一的产业健

康发展为价值立场袁以和谐共生的资源集约发展为

价值底色袁以合作共赢的文明多元发展为价值选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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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行动方向院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
提质增效

产业数字化是以数字技术驱动产业组织变革袁
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率的过程[5]遥 文化产业数字

化是产业数字化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具体实践遥 2020
年 10 月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野实施文化

产业数字化战略冶袁此后野文化产业数字化冶被写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曳以及中共中央办

公厅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叶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

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曳遥 随着国家的战略部署及实

施推进袁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力度和速度得到显著提

升袁但目前依然面临质量和效率提升的问题遥

渊一冤实现文化产业结构整体性数字化转型

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产业结构的现代性是衡

量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

系是当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遥
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框架下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

体系需要推动文化产业整体向数字化转型袁实现文

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遥 目前文化产业存在的数字

化程度参差不齐的结构性矛盾是制约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遥 文化产业的部分领域对于

数字技术的应用较为充分袁动漫游戏尧网络文学尧网
络音乐尧网络视频尧网络表演尧数字艺术等数字文化

产业发展迅速并展现出广阔的前景袁但也存在部分

传统的文化产业领域依然游离于数字化进程之外袁
落后产能尧无效供给尧低效运营的现象亟须改观袁这
也是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面对和

攻克的难题遥
数字文化产业是依托数字技术进行文化内容

创作尧生产尧传播尧服务的新型文化业态袁文化产业

数字化是指文化产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和产品服务

整体实现数字化遥 数字文化产业的运营逻辑可为

传统的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照袁即形成野资
源开发-创意生成-产品生产-经营服务冶产业链上

下游数字化贯通遥 首先袁在资源开发环节袁依托在

建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工程实现各级各方文化

资源的数据采集尧分类尧整理尧输出尧反馈尧再生袁建
成中华文化资源数据库和展示利用平台遥 其次袁在
创意生成环节袁赋予并发挥中华文化资源数据库和

展示利用平台的聚合性尧开放性尧互动性尧扩展性功

能袁建立政府部门尧文化机构尧文化企业尧行业协会尧
创意工作者尧技术服务商等主体的多元互动尧创意

协作和价值共创机制袁深度挖掘并有效利用文化资

源的价值袁使创意可以在开放包容协同的环境中生

成袁保障优质的创意得以不断涌现遥 再次袁在产品

生产环节袁加大文化领域专用的核心技术的开发与

利用袁推动音视频尧动漫制作尧游戏开发尧电影拍摄

及特效等传统文化生产领域的数字化技术进步袁引
导从业者加强数字技术的学习和使用袁利用不断创

新的前沿技术提供更具特色的高质量文化产品[6]遥
最后袁在经营服务环节袁利用大数据尧云计算等技

术提升文化经营服务的精准匹配度袁综合利用多种

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尧互动式的文化消费场景袁提供

更加优质和丰富的消费体验遥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袁必须化解当前文化产业存在的

结构性矛盾袁实现文化产业整体性数字化转型袁建立

起真正健全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遥

渊二冤提升文化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

数字化创新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数字化产品尧
流程和商业模式创新[7]遥 数字化创新能力是实现数

字化创新的综合素质遥 企业是产品服务供给与产

业价值创造的核心主体袁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影响

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效遥 中国文化产业数字化转

型不仅在不同行业领域之间有较大的差距袁在不同

区域和类型的文化企业之间同样存在差距遥 不同

区域之间的差距主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袁南方和

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大城市的文化企业数字

化创新能力普遍高于东北和中西地区以及中小城

市遥 不同类型的文化企业之间的差距主要与企业

的主营业务和企业文化有关遥 从事数字化产品服

务和文化领域技术应用的企业尧数字平台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进度及数字化创新能力明显优于其他业

务类型的企业遥 大型国有企业资金雄厚袁数字化转

型投入较大袁而民营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资金尧技
术及人才短缺以及投入回报率不确定性高等难题[8]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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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缺乏数据掌控能力袁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不想

转尧不敢转尧不会转的窘境遥 尽管人类当前已经深

处数字技术建构的场景之中袁但还有一些人尚未做

出适应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变化的

决策选择和行为习惯遥 企业文化变革是企业数字

化转型成功的前提遥 很多企业数字化转型失败的

原因追根溯源是包括认知尧思维和行为方式在内的

企业文化没有做出适应性的改变袁数字化转型自然

会被旧有的惯习拉回原来的轨道遥
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非技术问题袁而是系统性问

题[9]遥 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系统性问题的有效方式

是提升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10]遥 提升企业数字化创

新能力需要同步推动企业文化变革和管理变革遥
企业文化变革需要企业决策层意识到数字化的机

遇与挑战袁对照企业实践状况做出数字化转型的决

策袁同时营造积极的数字化转型氛围袁加强员工对

数字化的认知和理解袁引导员工建立适应数字化的

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袁在企业内部形成自上而下的

共识袁将数字化理念深植于企业文化遥 企业管理变

革需要重新配置人力尧物力尧财力等基础资源袁增强

数字技术开发及其在产品生产尧市场服务尧组织管

理等环节的运用袁推动组织结构调整尧流程再造尧制
度完善袁进而实现管理实践的优化遥 概言之袁提升

文化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就是将企业领导能力尧决
策能力尧组织能力转化为企业变革能力尧执行能力尧
经营能力袁适应并满足数字时代价值创造的特征和

需要遥

渊三冤建构价值共创的数字文化产业生态

互联网技术让人类尧组织机构实现了信息的高

效互联互通袁数字技术让人类尧组织机构实现了产

品服务的快捷精准触达与交换袁改变了消费与供给

的关系袁驱动了行业之间的跨界融合袁促使那些依

托数字技术进行生产和交易的组织及个体身不由

己地进入了数字经济建构的生态系统遥 数字技术

同样改变了文化产业的运营逻辑和演进轨迹袁产业

组织不再是线性的产业链式分工结构袁而是个体尧
群体尧群落共生演化的生态结构袁由此形成的数字

文化产业生态重新定义了当前和未来中国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11]遥 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建

构了新的文化生产关系袁人人都可以在数字技术搭

建的信息或内容平台上发布创意内容尧表达个人意

见袁影响甚至直接参与专业机构的文化内容创作和

文化产品生产袁显著提升了全社会的互动水平尧创
新意识和创造能力袁推动了数字文化产业需求与供

给的对接遥 消费者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参与能力的

增强拉高了文化供给和消费体验的品质要求袁驱
使文化供给方进行多元主体协作共创和行业跨界

融合以产出更加丰富尧优质尧新颖的文化产品服务遥
比如袁依托数字平台传播演艺活动的文化新业态野云
演艺冶袁需要兼具高质量的内容尧精心的舞美设计尧
超高清的画质与音频尧快捷的视听传输尧深度的交

互和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元素袁这是典型的多元主体

协作共创和行业跨界融合的文化产品服务形态遥
数字文化产业生态不仅重构了文化生产及消费关

系袁更促成了多主体尧跨行业的价值共创遥
价值共创是指多元主体通过资源交换及整合

共同进行价值创造的动态过程[12]遥 数字文化产业生

态拓展了多元文化主体获取资源的渠道袁提升了资

源交换及整合的效率袁重塑了资源配置方式袁使得

文化供给主体能够与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更加广泛

的主体结成协作关系以实现价值共创遥 在数字文

化产业生态中袁每个价值创造的参与者都具有资源

提供者和价值受益人的双重身份袁但这并不意味着

价值共创者是一种平等关系遥 事实上袁数字文化产

业生态是由核心企业主导袁各利益相关者通过竞合

互动和资源整合而形成的具有松散耦合和自组织

特性的价值创造共同体袁而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的稳

定性和持续竞争优势依赖于核心企业与各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价值共创能力遥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袁需要从产业生态治理的角度加强

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的环境支撑袁形成多样包容尧价
值共享尧协作共生的生态关系袁维护既竞争又互补

的生态秩序袁培育更多数字素养深尧技术专业性强尧
参与活跃度高的价值创造主体袁提升数字文化产业

生态整体性的价值共创能力袁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遥
文化产业数字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袁必须解决好行业尧企业尧区域

之间数字化转型差异过大的问题袁通过产业结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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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尧企业能力提升尧产业生态建构袁提升文化产业发

展质量和效率袁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遥

三尧发力靶向院扶持新型文化企业
持续发展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曳在文化产业

数字化战略框架下提出发展 3 个新型袁即野发展新

型文化企业尧文化业态尧文化消费模式冶[13]遥 文化产

业数字化尧新型文化业态尧新型文化消费模式在以

往政策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表述袁而首次出现在中央

文件中的新型文化企业袁既是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

的产业主体袁也是新型文化业态尧新型文化消费模

式的创新主体袁我们必须给予高度关注遥

渊一冤明确新型文化企业的内涵意义

新型文化企业的本质是企业遥 新制度经济学

的创始人罗纳德窑科斯于 1937 年发表文章叶企业的

性质曳袁将企业定义为野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冶袁此
后袁交易费用理论尧产权理论尧代理理论尧激励理论

中对于企业边界尧资本结构尧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尧
企业组织结构等方面的讨论逐渐形成了现代企业

理论遥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企业

成为从事生产尧流通或服务活动的独立核算经济单

位袁国有企业实现了野自主经营尧自负盈亏尧自我约

束尧自我发展冶袁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崛

起袁多元化的企业构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市场主体遥
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催生了虚拟企业尧平台企业尧
社群组织尧线上创业公司等组织形式袁丰富了企业

的角色袁使企业成为以系统能力与客户连接尧为社

会服务的价值创造者遥
新型文化企业的核心是文化遥 各界对文化企

业的定义主要源于对文化产业的理解袁将其界定为

从事文化产业活动的企业遥 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叶文
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曳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定义是为

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

动的集合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化产业界定为

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

的一系列文化活动袁并且于 2022 年发布叶重塑创意

政策曳报告袁呼吁文化产业的目标是确保文化表现

形式的多样性遥 文化企业与其他产业类型的企业

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经营对象和主要形式的不同袁
文化企业的生产经营对象是文化成果袁主要形式是

文化活动遥 由此袁文化企业突显的是文化意义袁它
是以文化为核心资源尧以文化创意为核心能力尧以
文化价值创造为核心业务的企业组织遥

新型文化企业的表征是新型遥 新型的含义是

指不同于以往的类型遥 互联网时代造就了一批平

台企业袁它们通过聚合与分发信息和内容袁连接供

给者尧用户尧商家袁利用野眼球效应冶和野流量资源冶
获取经济租金袁实现了业务流程尧商业模式尧组织形

态创新[14]遥 但是袁部分平台企业存在不当使用市场

支配地位和用户信息袁以及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不

均衡等问题袁并不能代表新型文化企业遥 依据国家

统计局颁布的叶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

渊2018冤曳叶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渊2021冤曳
的描述袁新型文化企业必须具备数字化的核心能力尧
持续性的创新投入尧履行社会责任的突出贡献遥 因

此袁新型文化企业不应该是单方面的标新立异袁也
不能谋求行业的一家独大袁而应该是以数字化能力

形成内容尧产品尧技术尧服务尧组织尧管理集成创新优

势袁实现自身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式创新的文化企业遥

渊二冤发挥新型文化企业的主体作用

新型文化企业是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引领

者遥 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要求提供数字化产

品尧服务及交易方式袁更为重要的是将数字技术充

分应用于企业组织架构和价值创造过程袁提升组织

绩效和运营效率遥 工业时代盛行的科层组织结构

难以满足数字化时代对个体价值尧自主管理尧合作

共赢的诉求[15]袁文化企业的组织结构需要增强与外

部环境的适应性和包容性袁与外部资源尧内容供给

者尧用户及利益相关者连接的广泛性和便捷性袁通
过整合及利用不同层级的资源进行价值创造遥 新

型文化企业应当以数字化为核心能力积极探索业

务和组织变革袁为更多的企业提供可参照的经验并

发挥明显的带动作用袁进而引领文化产业数字化发

展遥
新型文化企业是文化价值创造的拓展者遥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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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拓展了价值创造的主体尧时间尧空间的边界

范围袁丰富了价值创造方式袁为文化资源和产品提

供了多样化尧生动化的表达方式袁增强了文化的创

造力尧传播力和影响力遥 新型文化企业应当利用数

字化能力优势袁连接文化资源的所有者尧管理者尧开
发者尧使用者尧消费者袁创造更高质量尧更加生动的

内容产品和更有效率尧更可持续的传播方式袁打造

文化新业态尧新场景尧新体验尧新消费袁满足高品质尧
多样化尧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袁提升人们的文化

获得感与文化幸福感袁拓展文化价值创造的广度尧
深度尧强度尧精度尧速度尧效度袁释放中华民族的文化

创造活力遥
新型文化企业是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的赋能者遥

在数字文化产业生态中袁企业的生产经营更多地受

到外部因素的牵制袁不仅要提升自己袁还要关照价

值共创伙伴[16]遥 文化产业的经营主体包含大量资源

和能力有限的小微文化企业及个体从业者袁需要借

助野外力冶补给其短缺的人才尧技术尧信息尧资金尧服
务资源遥 新型文化企业应该发挥数字化能力优势袁
创新业务模式尧改善经营效率袁承担野数字化服务

商冶的职责袁积极对外输出数字化能力袁创造更多数

字化场景袁将业务辐射到更多的价值共创伙伴袁推
动建立开放尧分享尧协同尧共赢的关系袁赋能数字文

化产业生态的有序运行和提质增效遥

渊三冤实现新型文化企业的长期价值

新型文化企业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主体袁不能野单兵突破冶袁更不能野昙花

一现冶袁而应该坚定地奉行远大的使命愿景袁持续创

新尧自我进化尧自我超越袁形成具有长期价值的企业

特性尧企业能力尧企业文化遥
培育协同共生的新型文化企业特性遥 人类所

有非凡的进步并非出自竞争袁而是来自人们在组织

中的合作遥 工业时代的企业专注于竞争以及如何

获得竞争优势袁而在产业边界逐渐消弭尧创新范式

持续变革的数字时代袁任何企业都难以独自应对和

独立存在袁企业与外部的共生发展尧企业之间及其

与个体之间的协同共生凸显出价值优势遥 网络视

频尧有声读物尧数字音乐尧云课堂尧云演艺以及互动

式尧沉浸式体验等文化新业态袁无一不是多个组织

和个体价值共创的成果遥 新型文化企业需要建立

符合协同共生理念的企业战略尧组织设计尧业务模

式袁注重自身与外部的连接袁增强组织韧性和业务

弹性袁实现与合作伙伴的资源共通尧价值共创尧利润

共享尧协同共生袁提供更加优质和丰富的产品服务袁
谋求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尧更加互动的关联尧更加开

放的格局下获得整体价值最大化袁造就更多优秀的

经营主体袁共同推动文化创新和繁荣发展遥
塑造自我更新的新型文化企业能力遥 资源和

能力是企业开展经营管理活动的基础袁拥有丰富的

资源并不能保证企业的高绩效袁是否具备高效配置

资源的能力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遥 新型文化企

业通过数据的采集提取尧智能分析尧挖掘利用尧流动

互通尧循环反馈袁更新业务模式和流程管理袁经由创

意将文化资源转化为产品服务袁完成文化价值创造遥
动态能力理论强调企业需要具备依据环境变化做

出快速反应并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遥 在复杂多变

的环境中袁新型文化企业必须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

应变能力袁提升对外部关联性机会的感知与识别能

力和对高效编排多主体资源关联性机会的利用能

力和重构能力袁即具备与时俱进的自我更新能力袁
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和长期价值创造遥

形成长期主义的新型文化企业文化遥 数字化

给予人们便捷尧高效获取信息的同时袁也让人们卷

入了信息过载的洪流尧难以预估的变化和不确定性

加大袁而专注度和稳定性成为更加珍贵的品质遥 新

型文化企业保持专注度和稳定性袁需要笃定的信念

和稳定的价值观袁也就是长期主义的企业文化遥 长

期主义的企业文化特征是开放尧创新尧分享尧诚信尧
耐心袁理性和系统地思考未来袁推动企业与内部成

员尧合作伙伴的共同学习和持续成长袁关注长期价

值和社会价值袁担当社会责任遥 新型文化企业不是

朝三暮四尧随波逐流的机会主义者袁而应当是笃行

日新尧行稳致远的长期主义者袁坚持不懈地做重要

并且正确的事袁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袁持续呼应社会

与时代的需要袁与不断进步的社会共生共荣遥
扶持新型文化企业持续发展袁重在发挥其引领

示范和产业赋能的作用袁以新型文化企业为核心形

成多元主体互补性资源高效协调与配置尧能力共进

与利益共享的数字文化产业生态袁并在多元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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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尧互动尧演进过程中袁共同创造长期价值袁促进

数字文化产业生态跃迁袁进而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遥

四尧目标导向院增强中华文明
传播力影响力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袁讲好中国故事尧
传播好中国声音袁展现可信尧可爱尧可敬的中国形

象袁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袁是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袁而其关键点在于

内容生产尧叙事方式尧传播路径 3 个方面遥

渊一冤创造具备共情力的精品内容

文化产业的核心业务是内容生产袁中国式现代

化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具备共情力的精

品内容讲好中国故事遥 共情是人际互动过程中的

一种心理现象袁恰当的共情可以减少群际之间的误

解与冲突袁有利于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良好互动袁
增强文化交流效果[17]遥 喜欢听故事是人类的共性袁
好故事能唤起人的情感共鸣袁讲好中国故事能够提

高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认同感和影响力遥 讲好

中国故事的关键是找到野晓之以理冶与野动之以情冶
的平衡点袁将中国韵味尧中国情趣尧中国审美尧中国

形象精妙地融入故事内容袁呈现中国的历史传统与

社会发展整体风貌袁让中国实践尧中国创造尧中国价

值尧中国贡献唤起受众强烈的共情和共识遥
具备共情力的精品内容要有真善美高度融合

的价值取向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袁为不同时代尧
不同国度尧不同民族的人们所珍爱袁能够穿越时空

而愈增其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遥 讲好中国故事的

精品内容袁需要找到野中华文化立场冶与野人类共同

价值冶的平衡点袁精心挑选和创作承载中华文明精

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内容袁主题从美丽乡村到现代

城市袁从自然风景到人文景观袁从美食文化到风土

人情袁从传统工艺到尖端技术袁从休闲娱乐到社会

风貌袁向世界展现真实尧全面尧立体的中国袁让海外

受众认识过去的中国尧理解现在的中国尧照见未来

的中国[18]遥精品内容通常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创意

团队在有效沟通基础上形成的野共识冶创意袁是深谙

中国文化精髓和时代精神及时尚元素的创作者尧熟
稔先进技术应用的高技能人才尧精通市场运作并具

有现代管理能力的经营管理者紧密协作的集体创

意结晶[19]袁而符合价值共创特征的数字文化产业生

态使其具有可能性和必然性遥 具备共情力的精品内

容结合适应现代化的叙事方式尧依托恰当的产品载

体形成消费市场认同袁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本

然之理袁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应然之道遥

渊二冤创新适应现代化的叙事方式

精品内容的有效传播需要广大受众听得进尧听
得懂尧能接受的叙事方式遥 适应现代化的叙事方式

是以现代化技术创设契合现代受众需求的载体袁从
而获得理想的叙事效果遥 成长在科技不断创新环

境中的年轻人袁乐于拥抱数字产品给生活带来的变

化袁他们目前也是信息传播尧内容消费最为活跃的

群体遥 现代信息传播媒介日趋多样化袁相较于文字尧
图片等信息内容传播方式袁短视频的内容丰富尧节
奏明快尧形式生动袁更加契合当下受众的快节奏生

活和多元化需求袁使得短视频的信息内容传播力度

大尧范围广尧效率高尧交互性强遥 目前 19 亿 YouTube
用户每天观看短视频的时间总计超过 10 亿小时袁
72%的受众倾向于浏览短视频获取信息袁86%的产

品营销会借助短视频展开[20]遥 与短视频相伴而生的

网络直播袁通过视频平台突破了时空阻隔袁建构了信

息和内容供给方与受众实时性尧互动性的连接袁使
受众可以获得更为快捷尧全面尧真实的信息和内容袁
增强了受众的体验感知袁成为拉动网络视听行业市

场规模的重要力量遥 此外袁云展览尧云演艺尧云课

堂尧云体验等新兴数字文化内容受众的广度和热度

持续增加袁丰富了精品内容的现代化叙事方式遥
适应现代化的叙事方式需要中国文化与时尚

和国际接轨遥 近年来兴起的野国潮冶实现了中国文

化尧潮流元素尧时代需求的结合袁形成了既根植传统

又追求时尚的潮流袁呈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

精神风貌[21]袁也让中国文化插上创意与科技的翅膀

加速出海袁形成了全球范围的野华流冶遥 中国的书法

绘画尧音乐舞蹈尧饮食习俗尧服饰建筑等文化符号袁
都可以在保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袁更加关注当代人

的生活态度尧生命情调尧人生愿望和理想追求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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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元文化的深刻理解袁与现代时尚及国际市场进

行巧妙结合袁借助文学尧影视剧尧动漫尧游戏尧演艺

等载体袁成为具有广泛深远传播力影响力的文化精

品遥 时尚可以土生土长袁潮流能够风起本土遥 文化

数字化时空联结袁让中国的本土企业可以和更多志

同道合的伙伴创新能够让受众理解尧尊重尧欣赏尧
认同的叙事方式袁推进文化价值共创和文化传承创

新袁共同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图景遥

渊三冤创设多元化的传播路径

多元化能够为协同创新提供更多可能性袁文化

传播更加需要多元化的传播路径遥 着眼于数字时

代信息和内容传播的移动化尧社交化尧可视化趋势袁
借力新兴网络新媒体平台袁寻找既能展现中国文化

标识性尧本土性尧独特性又能够为全球人民所共享

的价值点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袁才会让文化传播

更贴近海外受众的日常生活遥 比如袁Bilibili渊B 站冤
有超过 23 万内容上传者通过虚拟形象和用户交流

互动袁很多内容上传者在视频里制作传统美食尧展
示非遗技艺尧演奏传统乐器袁用影像记录日常生活

细节袁向海外用户讲述丰富多彩尧生动可感的中国

故事袁促进了各国青年的交流与对话遥 此外袁多元

化的文化传播需要构建全媒体传播新格局袁采用精

准传播方式袁推进中国文化全球化传播尧区域化传

播尧分众化传播的合理搭配与结合袁全面提升国际

传播效能袁增强文化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遥
数字文化贸易是数字时代文化传播的重要方

式遥 近年来袁中国影视剧尧网络文学尧网络视听尧网
络游戏等领域出口发展迅速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开发与传播提供了多元路径遥 比如袁风靡全球的

国产游戏叶原神曳袁将中国的山水尧建筑尧音乐尧戏曲尧
节庆尧民俗融入游戏情景袁让众多海外玩家感受到

野各美其美冶的文化多样性魅力遥 更令人欣喜的是袁
数字平台成为数字文化贸易的重要渠道袁短视频行

业的抖音海外版 TikTok尧网络文学行业的掌阅海外

版 iReader尧数字音乐行业的腾讯音乐流媒体海外平

台 JOOX和全民 K 歌国际版 WeSing尧影视行业的爱

奇艺 iQIYI 和腾讯视频海外版 WeTV袁 将中国服

饰尧绘画尧音乐尧美食等元素巧妙地融入内容袁极大

提升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效能遥 未来袁数字文

化贸易应形成野载体-会展-项目-平台-企业冶多元

化协同发展格局袁整合国家文化公园尧国家级文化

产业园区渊基地冤尧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尧国家文

化出口基地尧国家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尧国家

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的载体作用袁 发挥北京服

贸会尧广交会尧深圳文博会尧上海国际艺术节等会展

的传播效应袁统合国家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尧国家文

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尧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

播工程重点项目尧 国家主题重点出版物的项目推广

作用袁释放新兴数字平台的辐射效应袁激发外向

型文化企业的主体作用袁不断创设数字文化贸易的

新业态尧新模式尧新格局袁全面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

影响力遥
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

选择袁是对世界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遥 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生动的诠释

表达和积极的精神力量遥 彰显中国文化产业特色袁
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提质增效袁扶持新型文化企业

持续发展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袁既是中国

式现代化内涵意义的鲜明呈现袁也是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实践方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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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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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s the meaning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野Value orientation - action direction - force target - goal orientation冶 constitutes the four dimensions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野value orientation冶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ies, that is, overall and
balance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create common prosperity, health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ith dual effects and unity, harmonious and symbiotic resource intensive development, and
civilized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with win -win cooperation; The 野action direction冶 is to promote the digital
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that is, to achieve the overal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structure, enhance the digit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construct a digital cultural
industries ecosystem of value co creation; The 野force target冶 is to suppor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ew cultural
enterprises, that is,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new cultural enterprises, play their main role, and
achieve their long-term value; The 野goal orientation冶 refers to enhanc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namely creating high quality content with empathy, innovating narrative methods that adapt to
modernization, and creating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path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can contribute to the mutual learning,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of the global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contribute to China爷s paradigm an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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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digital culture industry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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