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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的产业理论对于文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对国内文创产业理论著作的分

析，梳理了中国文创产业理论的研究状况，发现了其研究内容集中在基本概念、发展历程、资源状况、

市场运行、产业价值链、国内外实践等方面。存在问题主要有：1) 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于产业实践；2) 研
究范式尚未统一，理论概念存在分歧；3) 各地区理论研究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4) 研究主题类似，应

用性理论研究趋于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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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industrial theory plays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
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works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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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 industry in China,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theory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in 
China is sorted out,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content focuses on the basic concept, devel-
opment course, resource status, market operation, industrial value chain, domestic and foreign 
practic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1) Theoretical research lags behind industrial 
practice; 2) The research paradigm has not been unified,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oretical 
concepts; 3)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promi-
nent; 4) With similar research themes, applied theoretical research tends to be main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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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创产业已经成为 21 世纪的黄金产业，也是各国竞相发展的朝阳产业。资

源具有稀缺性，而文化创意则具有无限性[1]。1994 年澳大利亚政府首次提出了建设“创意之国”的文化

政策[2]。1997 年英国建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并在次年的研究报告中第一次明确了“创意产业”

的概念[3]。此后，文创产业在北美、欧洲、澳洲、日韩、新加坡等迅速发展起来。相比较国外，中国文

创产业发展则略显滞后。从 2003 年起，我国文化事业开始不断改革转制，文创产业开始起步，近十年内

文创产业逐渐被国家视为重点发展产业[4]。 
对于文创产业的学习和研究来说，应将其分成表里。文创产业的产业发展及实践可以看作表层，而

文创产业理论构建则应该作为里层。世界上文创产业在叫法方面多有不同，但其相关概念大多来源于文

化产业、创意产业、版权产业、信息产业和内容产业等相关产业理论[5]。文创产业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

1912 年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理论”[6]。随后，约翰·霍金斯[7]、奥克利[8]等学者不断对其进行补充

和丰富。此后，美国、联合国等国家或组织从不同角度对文创产业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与界定[9]。对于我

国而言，在 2009 年才首次提出“文创产业”的概念[10]，目前我国文创产业理论研究还处于不断完善和

探索阶段，所以在大力发展文创产业的同时更应该不断研究和丰富其产业理论，让理论更好地指导文创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11] [12]。 
为了方便对我国文创产业理论进行研究，本文以“文创产业”为检索词，对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中

文图书进行检索，根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分类规则，选取了文创产业著作(专著和教材)共 67 部。

通过网络搜索收集图书相关信息，建立起文创产业理论著作的 Excel 数据表，内容包括书名、著作性质、

第一作者、作者相关信息、出版日期、被引用量、图书相关内容等信息(数据的收集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通过对我国文创产业理论著作的统计，系统地梳理我国文创产业理论体系发展状况，并进行分析

和评价，以求发现其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意见建议。 

2. 著作的相关信息分析 

2.1. 作者信息分析 

在著作的第一作者中，作者最高学历的一级学科背景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涉及文学、经济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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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艺术学、教育学、法学、工学、理学等多个学科(见图 1(a))，这一方面意味着文创产业理论研究是一

门交叉性强、涉及面广的学问[13]，受到了不同学科的学者们的共同关注与探索，为其发展提供了肥沃的

学术滋养，各种不同观点的交锋与融合，避免了内容的同质化，为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14]；而另一

方面则反映出在文创产业理论研究方面言人人殊，概念上的分歧与混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引起产业规划

的混乱。另外，学科背景是文学的作者比例高达 43%，接近总人数的一半，这显示出了文创产业与文学

文化有着极强的关联度，中国文化对于文创产业具有极高的重要性。 
 

 
Figure 1. Information about the author 
图 1. 作者相关信息 
 

如果将作者的所在单位分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文化企业四类，可以发现来自高等院

校的作者占到了总人数的 72%，而来自文化企业的作者却只占了 3% (见图 1(b))。这说明了我国高等院校

已经成为中国文创产业理论研究的绝对主力。随着数字经济的来临，我国文创产业实践发展火热，全国

各地的文创产业园区层出不穷，而其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则相对滞后[15]，长期忙碌在文创产业一线的文

化企业工作人员难以有时间和精力全身心的投入到其理论构建中来，大部分著作都是由科研院校的专家

学者对各地实践的总结归纳。 

2.2. 历年出版量分析 

在历年著作的出版量方面，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在 2003 年，第一部致力于系统建构中

国文创产业理论的著作——夏学理编著的《文化创意产业》问世，之后在中国台湾地区又先后出版了方

芷絮编著的《认识文化创意产业》、于国华编著的《文化创意产业实务全书》，这说明中国文创产业理

论研究发端于中国台湾地区。在 2006 年左右，随着中国文化体制的不断深化改革，以厉无畏编著的《创

意产业导论》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创产业理论著作相继出版，其理论研究开始在中国大陆兴起。直到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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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内学者对文创产业理论的研究达到高潮。可以发现在 2008~2015 年我国出现了一个文创产业理论

研究以及著作出版的高峰期，其著作出版量分别为 6 部、6 部、7 部、6 部、7 部、6 部、4 部、5 部，占

到了出版总量的 60% (见图 2)。 
 

 
Figure 2. Publications and citations over the years 
图 2. 历年出版量和被引用量 

2.3. 各地区研究热度分析 

为了探讨中国各地区对于文创产业理论研究的热度，本文从著作第一作者的行政区域分布出发，对

其相关信息进行统计。统计显示，北京、台湾、上海的作者分别有 21 人、8 人、7 人，各占到了总人数

的 34%、13%、11%，跟随其后的还有福建、山东、四川等地(见图 1(c))。可以发现除少量教育资源相对

缺乏的偏远地区外，中国大部分省市都积极参与了文创产业理论的研究。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各地区对文创产业理论的研究情况，本文将作者所在地域划分为东部地区、中

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作者有 44 人，比例高达 72%，中国台湾地区、

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作者分别为 8 人、6 人、3 人，分别占比 13%、10%、5% (见图 1(d))。这表现出了

其理论研究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经济发达、教育水平高的东部地区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理论研究具有极

高的热度，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不仅是经济中心，更是中国文创产业理论研究和构

建的重要学术中心，而越是处于内陆的中西部地区，对于其理论研究的热度越低[16]。这与我国经济发展

格局基本相同，说明其理论研究与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状况有着重要关系。 

2.4. 著作学术影响力分析 

如果文创产业理论著作的历年出版量表现了我国对于其产业理论研究的热度变化，那么文创产业理

论著作的被引用量则大体反映了中国文创产业理论体系的学术影响的质变过程[17]。可以发现，在

2006~2010 年出版著作的被引用量较高(见图 2)，可以说明在这一时期是我国文创产业理论研究取得丰厚

学术成果的黄金时期，产生了大量优秀理论作品以及优秀人才。 
年均被引频次显示了著作中的观点在学术圈被认可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一部理论作品的

学术影响力。本文选取年均被引频次 ≥ 5次的著作作为高被引频次著作。在拥有被引用量的55部著作中，

年均被引频次 ≥ 5 次的著作有 17 部，其中著作性质属于教材的有 11 部，占 65%，属于专著的有 6 部，

占 35%。根据各著作的年均被引频次得到高被引频次著作排名(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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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ankings of highly cited works 
表 1. 高被引频次著作排名 

排名 书名 作者 总引用量 年均被引频次 

1 创意产业导论 厉无畏 1040 74.29 

2 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蒋三庚 450 32.14 

3 创意改变中国 厉无畏 306 27.82 

4 文化创意产业概论 金元浦 234 23.40 

5 文化创意产业前沿 吕学武 241 18.54 

6 文化创意产业前沿 孙启明 143 11.92 

7 文化创意产业概论 吴存东 113 11.30 

8 文化创意产业导论 魏鹏举 108 10.80 

9 创意产业经济学 杨永忠 116 10.55 

10 文化创意产业概论 石杰 124 10.33 

11 文化创意产业总论 宫承波 109 9.08 

12 民俗文化与创意产业 陈建宪 70 8.75 

13 文化创意产业十五讲 刘泓 69 8.63 

14 文化创意产业理论与实践 张岩松 25 8.33 

15 创意产业新论 厉无畏 70 6.36 

16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经济学研究 陈慧颖 50 6.25 

17 文化创意产业现状与发展前景 赵英 25 5.00 

 
从作者背景来看，无论是在著作数量上还是在学术影响力上，厉无畏先生皆排名第一，其著作分别

为《创意产业导论》、《创意改变中国》、《创意产业新论》。厉无畏先生是中国文创产业理论的奠基

人，被誉为“中国文创产业之父”。显然，这与厉无畏先生在中国文创产业领域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

突出理论贡献有关。排名二、三位的分别为蒋三庚教授、金元浦教授，著作分别为《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文化创意产业概论》，此二人也皆是文创产业理论界极具话语权的专家，拥有极强的影响力。 
从著作性质来看，随着著作年均被引频次的提高，著作性质比例不断发生变化，教材所占比例逐渐

上升，如果暂不考虑历无畏先生在文创产业理论研究方面强大的个人影响力，可以发现教材的引用频次

和受关注程度大大超过专著(见图 3)。著作学术影响力除了受作者学术成就及其背景的影响外，在著作性 
 

 
Figure 3. Proportion of the nature of works that varies with annual citation frequency 
图 3. 随年均被引频次变化的著作性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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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差异这一方面也是值得注意的。近年来，习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

而文创产业的研究与发展可谓是文化自信的重中之重。随着我国文化教育体制不断深化改革，各大科研

院校理所应当承担起这个重任，不断探索和丰富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理论体系，积极影响更多有志学子不

断投身该领域，以取得新的成绩。 

3. 著作的内容分析 

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著作关键词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著作研究主题以及主题之间的相互联系，本文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

对著作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首先利用关键词数据得到 31 × 31 的共现矩阵，然后运用 Ucinet 软件进行

分析并且通过 Netdraw 程序将关键词数据可视化(见图 4)。 
 

 
Figure 4. Key words network atlas 
图 4. 著作关键词网络图谱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中心度表示了某节点在其网络图中所处地位的核心程度[18]。关键词中心度测量

结果显示：“创意”、“文化产业”皆位于前两位，尤其是“创意”都以极高的分值排名第一；比较重

要的还有“创意研究”、“文化”、“产业发展”、“中国”、“产业”这几个关键词。这意味着，在

中国文创产业理论研究领域，“创意”与其他关键词具有极其密切的直接联系，是其他关键词建立联系

的十分重要的中介。 
在著作关键词网络图谱中，两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了二者之间具有联系，连线越粗则代表两关键词

在著作中共现的次数越多，联系越强，反之越弱[18]。通过观察可以发现：首先，“创意”在中心向外辐

射，与其具有直接联系的关键词众多，形成一个发散状的图谱，这说明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理论体系是一

个以创意为核心的，蕴含了中国文化、社会、经济以及产业发展等多方面丰富内容的，多领域的联合体，

不同要素彼此互为依托、相互影响，创意与创新处于中心位置为其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其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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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文化产业”+“创意研究”、“创意”+“文化产业”+“中国”、“创意”+“中国”+“文化”

以及“创意”+“文化产业”+“产业发展”等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三角形结构，说明其独立领域的理论研

究体系已经开始慢慢建立[19]。 

3.2. 主要内容分析 

为了方便对著作内容的研究，本文选取引用量较高的部分著作进行分析。通过对不同著作的研究内

容进行比较，发现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基本理论概念、产业发展历程、国家文化安全、产业资源状况、

产业组织形式、产业市场运行、产业价值链、产业集群、产业外部环境、国内外实践与经验、产业发展

战略规划等问题。通过分析梳理各著作的主要内容与整体框架，发现我国学者对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理论

体系的研究主要从经济、文化、区域这三种不同视角出发。著作体例主要包括主题概述型、总论分述型、

理论引用型、文献汇编型以及综合型等类型。而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则主要包括文献研究法、思辨

研究法、实证分析法、分类研究法以及案例分析法等等。 
例如，厉无畏主编的《创意产业导论》即是典型的主题概述型著作，其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运用思辨研究法以及大量案例分析，以创意产业为中心主题，着重讨论了基本理论内涵、产业组织形式、

产业市场运行、产业链、产业外部环境、融投资以及资源状况、国内外产业案例的实践与经验等问题。

该书的优点是体例比较完整，而且依靠作者在该领域的理论深度与学术背景，使得著作知识面覆盖较广、

理论性强；但缺点是由于著书较早，其部分案例不够新颖。 
刘泓主编的《文化创意产业十五讲》是总论分述型著作，该书侧重于文化角度，在保证文创产业基

本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的科学性与完整性的同时，运用分类研究法以及案例分析法，对国内外以及港澳

台等地区的文创产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研究，特别是将影视动漫产业、数字游戏产业、旅游会展产业、

创意城市与城市文化产业分别作为一专题进行分析研究，并且引入大量鲜活的案例。 
吕学武主编的《文化创意产业前沿》属于文献汇编型系列丛书，运用文献研究法以及案例分析法，

汇集了大量专家和学者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建设、政策制定、产业布局、产业实践、人才策略、投

融资体制等的文章，其既对文创产业理论体系进行了梳理论述，又提供了大量案例以及代表性观点。 
杨永忠主编的《创意产业经济学》属于既进行了主题概述又有理论引用的综合型著作，该书从管理

学以及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文创产业基本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进行了论述，运用实证分析法，采

用 SCP 范式对文创产业组织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文创产业结构的 SMP 分析框架，并且在 SCP 分析

的基础上建立了 ISCP 传导模型，分析了制度对文创产业发展的影响。 
蒋三庚主编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属于总论分述型加理论引用型的综合型著作，该书从理论与实

践两个层面进行论述，侧重于区域视角，运用了思辨研究法、分类研究法以及案例分析法，在梳理了文

创产业基本理论概念后，引入产业集群以及企业生态群相关理论，特别是进行了对国内北京、上海、天

津、深圳和广州等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理论的探讨。 
吴存东著的《文化创意产业概论》属于综合型著作，该书从人类经济社会的角度出发，运用思辨研

究法、分类研究法以及案例分析法，既对文创产业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的主题概述，又引用了成熟明确

的理论，在最后一章将文创产业划分成十二大类，并对其中的每一类的基本情况展开详细阐述。 

4. 中国文创产业理论体系评述 

从理论研究来看，中国文创产业理论体系是一个以创意为核心的，蕴含了中国文化、社会、经济以

及产业发展等多方面内容的，多领域的联合体，不同要素彼此互为依托、相互影响，创意与创新居于核

心位置，为其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下面将介绍其存在问

题以及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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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于文创产业实践。在大力建设文创园区、发展文创实践的同时，加强文化创意产

业理论体系的构建，进而指导文创产业可持续发展。协同好政府政策、文创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

的交流协作机制，建立官产学研四位一体相融合的文创产业发展模式，加强优秀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促

进文创产业理论研究的深度发展。 
研究范式尚未形成统一，理论概念存在分歧。对于中国文创产业理论研究而言，涉及学科面广，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内容的同质化，但也没有形成标准的研究范式。文学背景的学者更多关注的是文

创产业的文化属性，对其产业发展、企业管理以及经济效益则不太关注。而具有经管背景的学者则又过

分强调文创产业的产业属性，关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方面。像具有艺术背景的学者则又更多的关注

思想或是审美等方面。因此，有时难以展开学术对话，就进一步加剧了文创产业理论概念的分歧。应对

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建立文创产业研究中心，组建学者群，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文创产业研究范式，

促进官产学研共同参与，推动文学、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等等学科对于文创产业理论研究的深度交

流与跨界合作。 
理论研究各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我国各地区文创产业发展不均衡且类型都不相同，这是由于

所在地域的地理位置、传统风俗以及经济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应运用权变思维，因

地制宜的选择可供当地发展的文创产业类型，挖掘整合地区特色，发扬地区特色文化，利用地区特色资

源，丰富文创产业理论体系，促进文创产业发展。 
研究主题大多类似，应用性理论研究趋于主流。通过对主要著作的研究可以发现，与文创产业相关

的大多数理论著作注重于研究热点地区或是热点问题，而缺乏对于中国文创产业理论体系的系统性构建，

且根据学科特点其研究内容大多类似。因此，应进一步促进文创产业研究中心的建立，重点加强对具有

前瞻性、高深度的基础性理论的探索和研究，摒弃追逐热点的想法，探索综合性的研究成果。 

5. 结论 

中国文创产业理论研究涉及领域繁多，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虽然取得了许多突出成就，但仍需兼容

并蓄，继续发展。随着我国文化教育体制不断深化改革，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相关人才储备的不断

增加，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无论是文创产业的发展实践还是其理论体系的研究构建必会在中国大地上掀

起新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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