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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tuation and structure, exchange outside etc. of the regional creative industri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sitions of the regional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his paper, the KSF structure of regional crea-
tive industries was set up by the way of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relevant aspects of the 
KSF application in regional creative industries were also discussed. Moreover, Kunming city is as an exam-
ple for this kind of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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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创意产业经济状况及结构、与外界交流等构成其创意产业发展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创

意产业影响因素分析，建立区域创意产业关键成功因素分析(KSF)结构框架，并就 KSF 在该领域应用

等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并以昆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 KSF 关系进行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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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意产业，有时也称为文化创意产业，通常指源

自个别创意、技术及才干，通过知识产权开拓和利用，

用智力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1947 年，法兰克

福学派首先使用“文化工业”概念，认为这是资本主

义技术统治和工具理性发展，也可以理解成创意产业

最初雏形[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约翰·霍金斯在

《创意经济》一书中[2]，把创意产业界定为其产品都

在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内的产业。随后，英国、美国、

日本、新加坡等国逐步看到创意产业对于国民经济巨 

大推动作用，纷纷鼓励该产业在本国的发展[3]。目前，

国内的北京、上海、武汉等很多地方也致力于创意产

业在该地区发展，并保持高达 9%的年均增长态势。

创意产业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贡献越来越明显[4,5]。刚刚

结束的“十八大”指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发展，为

创意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做了政策保证。 

区域创意产业必须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与区

域文化背景和区域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区域定义在

具有独立行政权力的经济单元，并具有相当文化背景

和经济自我循环的时空范围。区域创意产业是指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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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基础产业和文化发展为依托，源于个别或集体智

慧、技术或特殊才能，通过知识产权及现代科学技术

等在区域产业开发及应用，达到创造财富和就业的赢

利性活动。区域创意产业发展具有文化性、唯一性、

全球性、区域独特性和复杂性等自然属性。区域创意

是结合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全球性经济活动。 

本文利用关键成功因素分析法(Key Success Fac-

tor, 以下简称 KSF)对影响创意产业发展的普遍性因

素进行分析，建立区域创意产业 KSF 因果关系图。进

而以昆明市为例进行区域创意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2. 区域创意产业 KSF 分析模型 

2.1. 区域创意产业 KSF 因素分析 

关键成功因素分析法(KSF)是通过识别研究主体

发展中关键成功因素，寻求这些因素与外部环境联

系，探讨影响研究主体发展的一种研究方法。KSF 是

一种因果关系，具有明显市场特征，研究主体的是一

种资源和能力[6]。 

区域创意产业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多方面。创意产

业发展源于文化，又超越文化，已经延伸到科技、传

统工业、艺术等多领域，属于文化与其它行业交叉或

边缘产业。区域创意产业发展必须以当地区域经济发

展为基础，必须面向全球经济一体化，充分发挥本地

文化产业优势，并与传统基础产业结合。 

区域创意产业 KSF 分析关键成功因素可以由如

下因素构成： 

1) 区域人文因素：创意产业人力资源，文化底蕴，

文化特点等； 

2) 区域产业因素：产业结构及其升级换代能力，

产业竞争力； 

3) 区域经济基础因素：人均 GDP，创意产业投

入和融资能力； 

4) 区域与外界互动因素：与外界互动能力，创意

产业交流，互补性； 

5) 区域发展基础与环境：区域基础设施，地区位，

创意产业政策环境； 

6) 区域创意产业市场：国内外与本区域相关的创

意产业市场，域内市场发育程度； 

7) 其它因素：专利及知识产权保护，现有创意产

业结构等。 

上述 7 种因素为本文确定的区域创意产业发展关

键成功因素，后面是区域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子。这

些因素和因子共同作用构成区域创意产业发展基础

条件。 

2.2. 创意产业 KSF 分析结构 

根据如上分析，区域创意产业发展 KSF 因果关系

图如图 1 表示。 

图 1 可以直观表现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或因

子，因素或因子也可以理解成区域创意产业发展必要

条件。对于不同区域，因素或因子不尽相同，所以，

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应根据不同区域进行必要修正。

图 1 中因子仍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细分，以使分

析研究更具针对性。本研究的因素或因子是带有共性

关系因果关系，只是为 KSF 分析法在区域创意产业研

究方面提供一种思考。 

2.3. 创意产业 KSF 因子选取 

创意产业 KSF 因素或因子正确选取对于分析区

域创意产业关键成功因素十分重要，其选取可以采用

专家咨询基础上的多层面分析进行。其具体方法如

下。 

假设选取一定数量专家 m 名，对 KSF 因素或因

子按预先设定评价区间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列表，

如表 1。 

表 1 中，Y Y 表示图 1 中 KSF 各因素或因

子；

1 2 , nY, ,

1 2, , nA A A, 表示各因素或因子评价平均值；

1 1 2 2, , , n nP Q P Q P Q 表示各因素或因子评价最大值

和最小值。评价值分为五级，既−2，−1，0，+1，+2，

分别表示各因子对区域创意产业影响程度，既(差，较

差，一般，较好，好)。那么，KSF 某影响因素或 
 

 

Figure 1. KSF factors building of regional creative industries 
图 1. 区域创意产业 KSF 构成因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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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ultifaced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KSF factors for 
regional creative industries 

表 1. 区域创意产业 KSF 因子专家多层面分析评价 

序号 KSF 因子 平均值 最大值/最小值 

1 Y1 A1 1 1P Q  

2 Y2 A2 2 2P Q  

… … … … 

N Yn An n nP Q  

说明 
1、参与评价的专家由熟悉区域各领域内外专家组成，宏观

与微观相结合； 
2、评价样本量应在 100 以上。 

 

因子评价值 AI即为， 

  1

1

2

m

I i
i

A A
m               (1) 

(1)式中，AI表示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的 i 专家对 A 因

素或因子评价分值，m 为参加评价专家人数， 2m 

表示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后实际有效专家人数。对各

因素或进行逐一计算，那么，区域创意产业发展评价

值 J，可由下式表示， 

1

n

i I
i

J A


                   (2) 

(2)式中，J 为区域创意产业 KSF 评价值；AI为某因素

或因子评价平均值；αi 为该因子评价值修正系数，n

为选取评价关键成功因子数量。 

如果对(2)式各因子评价分值进行排序，就可以知

道哪一个因素或因子对区域创意产业贡献最大。 

3. 创意产业 KSF 应用讨论 

3.1. 创意产业 KSF 因素选取 

在创意产业 KSF 分析应用中，最主要是 KSF 因

素或因子选取正确性、客观性。区域创意产业 KSF

因素或因子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底蕴，交流能

力等多种影响，因此，建议采用多层面专家咨询法对

区域创意产业影响参数进行分析整理，以确定区域创

意产业 KSF 影响因素或因子。 

3.2. 创意产业 KSF 应用 

在创意产业 KSF 分析应用中，还应考虑如下问

题：1) 区域创意产业 KSF 分析是一种带有共性和普

遍性分析研究，在应用中应考虑本区域创意产业 KSF

分析与其它区域 KSF 分析比较分析，便于创意产业集

群形成；2) 采用专家多层面咨询方法，但应注意专家

组成及评价客观性和必要样本量；3) 创意产业 KSF

分析过程中，与本地基础产业等其它产业结合是区域

创意产业的基础；4) 区域创意产业发展应十分注意本

地化与国际化相结合。 

3.3. 区域创意产业发展模式探索 

就我国目前创意产业发展现状来讲[7]，其发展模

式为：1) 政府平台型；2) 创意产业聚集型；3) 复合

型或随意型。至于采用何种方式更加符合当地创意产

业发展，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3.4. 区域创意产业体系保障 

在中国区域创意产业 KSF 中，保障体系是实现创

意产业发展必要条件。保障条件包含政策体系，财政

体系、人文资源保障和法律保障体系等。参照国外经

验，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历史背景下，

创意产业发展需要一定政策环境和融资能力，作为创

意产业发展前提。 

3.5. 区域 KSF 分析研究时效性 

因为 KSF 中因素或因子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

处于变化中，区域 KSF 分析具有明显时效性，当外界

条件发生变化时，KSF 分析内容和框架将发生变化。

此外，不可抗拒自然力，某领域重大科技问题解决等

都将对区域创意产业发展产生影响。 

4. 结语 

区域创意产业 KSF 分析是一种带有普遍性、共性

的反映区域创意产业资源与能力的分析方法，具有直

观，合理、简单特点在进行区域创意产业 KSF 分析中，

比较重要的是相关因素或因子选取客观性和正确性。

就一般意义而言，通过多层面专家咨询基本可以实现

因素或因子正确选取。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应根据被

研究区域创意产业发展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分析。

当外界条件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对KSF关系进行修正。 

5. 昆明市创意产业 KSF 案例分析 

5.1. 昆明市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2006 年昆明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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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 85.48 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GDP)比重的 7.1%，

其中：文化创意产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97.53 亿

元，实现增加值 65.23 亿元，占全市文化及相关产业

增加值的 76.3%。2006 年末，昆明市文化创意产业从

业人员为 106,669 人，占全市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

13.3%，如表 2 所示。一批发展势头较好的创意产业

企业已步入昆明创意产业发展的主流之中，为促进昆

明市创意产业整体发展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昆明市创意文化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影视创作、

动漫、建筑设计、装饰装修、广告、工艺品、出版、

软件开发以及其他行业少数设计中。在大力发展文化

产业的大环境下，昆明的创意产业开始显露出活力。

昆明市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如表 3。 

5.2. 昆明市创意产业存在问题 

昆明市面向东南亚独特地理位置，多民族文化背 
 

Table 2. Basic situation of culture and related industries in Kun-
ming 

表 2. 昆明市文化及相关产业基本情况表 

2006 年 
科目 

绝对值 比重(%) 

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千元) 8,548,445 100 

(一)文化产业单位增加值(千元) 6,523,445 76.3 

劳动者报酬(千元) 3,082,994 47.3 

固定资产本年折旧(千元) 1,390,276 21.3 

生产税净额(千元) 1,041,609 16 

营业盈余(千元) 1,008,566 15.5 

从业人员年末人数(人) 106,669 - 

单位数(个) 3911 - 

(二)文化产业个体增加值 2,025,000 23.7 

资料来源：赵晶伟等：积极培育创意产业，努力发展创意经济[R]，2007.8。 

 
Table 3. Creative industries of Kunming (incomplete statistics) 

表 3. 昆明市创意产业企业(不完全统计数据) 

2006 年 
科目 

企业数 

软件开发 1150 

出版 482 

广告 1948 

电影 123 

电视 632 

工艺制造 2 

音乐 218 

资料来源：赵晶伟等：积极培育创意产业，努力发展创意经济[R]，2007.8。 

景为昆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沃土，但昆明市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也存在以下问题： 

1) 创意产业发展缺乏具体政策、地方法规保障体

系； 

2) 面向东南亚的创意产业优势没有发挥应有优

势。同时，云南省特殊多民族文化等优势在开发与保

护中面临两难境地。雄厚文化资源没有发挥其更大优

势。 

3) 创意产业发展内容单一化，与其它地区创意产

业之间存在雷同迹象。创意产业未能全面渗入传统基

础产业，使其更具产业竞争力。 

4) 人力资源开发有待提高。创意产业人才缺乏和

对创意产业界定不清是制约昆明市创意产业有效发

展的因素。 

5) 创意产业是一种隐性经济，发展具有国际化特

点，与外界交流十分重要，但这方面仍然存在交流不

畅，观念不强等弱点。 

5.3. 昆明市创意产业 KSF 分析结构 

根据基础调研和专家咨询结果，本文构建的昆明

市创意产业 KSF 关系如图 2。 
 

 

Figure 2. Structure of KSF for Kunming creative industries 
图 2. 昆明市区域创意产业 KSF 构成因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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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对策建议 

根据图 2，本文对昆明市创意产业发展有如下对

策建议。 

1) 提高认识，加强引导，明确方向 

提高认识是昆明市发展创意产业前提。党的十八

大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产业，为昆明市创

意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就目前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情况，创意产业发展离

不开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格局[8]。昆明市创意产业发

展对省内其他地州将起到带头示范作用。昆明市应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明确创意产业发展方向和目标，应尽

量避免与其它地区创意产业内容重叠和雷同，形成自

己创意产业发展特点和比较优势。 

2) 搭建平台，集中优势，产业结合 

昆明市创意产业发展应当在全省社会经济发展、

文化背景和传统基础产业上进行。集中全省优秀文化

资源，使其为昆明市传统基础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因此建议根据昆明市实际情况，建立相应创意产业发

展平台。 

本研究认为昆明市创意产业发展以集中发展为

宜[9,10]。这种集中并不仅仅表现为时空上，而主要表

现在内容上。应注意创意产业与本地传统产业关系密

切，创意产业必须植根于当地具体传统产业发展和文

化底蕴，才能发挥其作用提升产业生命力。 

3) 注重人才，夯实基础，面向市场 

创意产业是基于人的才智形成创造财富和就业

过程。因此创意产业人才是该产业发展必要条件[11]。

创意人才取决于其创意思想和行动是否符合产业发

展规律，是否创造财富，是否为社会提供就业。昆明

市创意产业人才储备十分有限，因此加大人才培养，

营造创意人才发展环境是昆明创意产业发展关键因

素之一。 

创意产业发展在政府引导之后必将走向市场化
[12,13]。昆明市创意产业必须夯实基础，面向市场，保

持现有优势，寻求新的创意产业增长点，坚决走市场

化道路。 

4) 集群发展，突出重点，内外结合 

从目前全球创意产业发展结构看，昆明市创意产

业可以考虑集群发展道路。动漫制作、软件开发、本

地文化开发与保护、广告包装、影视中心、创意产业

与传统产业的结合以及会展等可以作为昆明市创意

产业发展重点和优先发展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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