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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进一步研究郑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郑州市近年来文创产业发

展增势明显，城市文化产业集群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优势，但是也表现出产

业规模较小、内涵不足、创新能力不强、市场定位不明确等问题。提出应以黄河文化为抓手，将地域文

化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多角度为郑州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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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Zhengzhou,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Zhengzhou has increased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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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ficantly in recent years by analyzing the survey data, the cluster effect of urban cultural indus-
tries has been further enhanced and has distinctive regional cultural advantage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of small industrial scale, insufficient connotation, weak innovation ability and un-
clear market positioning.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should be taken as the start-
ing point, the regional culture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should be integrated and devel-
oped, and favorable conditions should be created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Zhengzhou’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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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十四五”的全新发展阶段，我国现代化产业系统建设日新月异，文化产业和国

民经济系统深入融合。2019~2021 年，国家发布了众多政策规划，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的扶持力度，切实提升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效应，积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各方面统计数据增长

迅速。2021年，全国的 6.5万个规模以上文化产业单位和有关的文化产业公司完成经营总收入达到 119,064
亿元，同上年相比年增长率约为 16%；二年平均增长率为 8.9% [1]。 

近年来，在河南省“文化强省”发展战略的部署与实施下，郑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经济产业结

构转变发展的助溶剂，并逐步形成了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得到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在努力

促进经济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郑州市成为了国家中心城市和中原核心城市群，具有得天独厚的黄

河文化地域优势，能够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条件和持续健康的市场环境，体现出了强

大的发展潜力。 

2. 郑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一)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增势明显 
郑州市高度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改革发展，为增强郑州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撑力、引领力和带动力，

郑州市围绕国家战略部署，结合发展实际，整合地域文化资源，创新文化产业发展思路，推动文化融合

发展、跨界发展、科技融入和品牌带动，提升文化产业的首位度，不断增强创业驱动力，逐步推动文化

创意产业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2020 年郑州提出要打造黄河文化品牌，建设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将

地域文化内涵和新时代文化相融合，积极孵化培育，转化一批能够引领市场消费的文创品牌。2021 年，

郑州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百亿，同比上年增长 16.7% [2]。 
(二) 地域文化资源丰富，特色鲜明 
2019 年 9 月 18 日，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黄河文化是

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

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

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3]。郑州市作为“黄河之都”，拥有丰富鲜明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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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特色文化资源，如黄河文化、黄帝文化、嵩山文化、商都文化等近万个中国古代遗迹和 400 多个旧石

器时代的重要遗迹，此外还有两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地。郑州作为华夏传统民族文明的主

要发祥地，黄河文明源远流长，留下了不少无形历史文化遗产资源[4]，从工程项目建设总量上看，截至

2021 年底，郑州市共有 6 个建设项目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见表 1)，省级非物质遗产项目

40 项(见表 2)。 
 
Table 1.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 in Zhengzhou 
表 1. 郑州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览 

非遗类型 非遗项目 

传统舞蹈 小相狮舞(巩义市) 

传统音乐 超化吹歌(新密市)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少林功夫(登封市) 

苌家拳(荥阳市) 

传统技艺 登封窑的陶瓷烧造技术(登封市) 

民俗 新郑黄帝拜祖祭礼(新郑市) 

 
Table 2.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in Zhengzhou 
表 2. 郑州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览 

非遗类型 非遗项目 

传统美术 嵩山木版年画、黄河澄泥砚、朱氏古建筑彩绘、剪纸 

民间文学 洛神传说、黄帝传说、登封许由的传说、登封大禹的传说、巩义河图洛书传说、列

子传说、潘安的传说、先蚕氏嫘祖的传说 

传统音乐 超化吹歌、玉门号子、中牟黄河打硪号子 

曲艺 河洛大鼓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太极拳、郑州沈氏中国式摔跤、少林功夫、苌家拳 

传统技艺 
猴加官、泥塑、荥阳柿树栽培技艺、荥阳柿饼、霜糖、葛记焖饼 

香包(金水区)、登封窑陶瓷传统烧制技艺、麻纸制作技艺 
新郑枣树栽培技艺 

民俗 摸摸会、石淙会饮祓禊习俗(上巳节)、溱洧婚俗、 
中国古荥汉族丧葬习俗、中岳庙会、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传统舞蹈 小相狮舞、挑经担、闹阁、独角舞 

 
(三) 消费者视角下郑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市场现状 
经过调查数据(见图 1)显示，消费者认为目前郑州市场上文化创意产业出现的问题中，“产品知名度

不高”、“文化内涵不足”、“文化体验感不足”和“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占据了最主要因素，其次

为“宣传渠道不够完善”、“产品形式单一”和“缺乏科技创新手段”。根据这一调查现象表明，当前

市场缺乏创意与当地地域特色，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单单是加强产业园区的建设和产品的创造，更重

要的是先要考虑消费者的需求，了解消费者的喜好，找准市场定位。消费者对文化产业消费的行为是一

种文化认同和情景带入，应充分利用地域文化特色增强消费者的文化体验感，感受产品内涵进而产生共

鸣，准确地导向目标消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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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roblems that consumers think exist in Zhengzhou cultural and creative market 
图 1. 消费者认为目前郑州文化创意市场存在的问题 

3. 郑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 产业规模小，集聚效应不明显 
集聚效应既可以使整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域内拥有多元化的竞争优势与经济发展机会，还可以将园

区内部的大量关联公司与行为主体聚集到了一个相对较小区域内，形成一种具有有序的结构化组织形态，

从而使内部不同行业活动间的协调配套与外部规模经济合作的实现变为了可能。相关数据表明，从 2010
年以来郑州文化增值中占比较大的是传统文化产业，而新兴文化创意产业占比较小，郑州的大多数园区

内有些企业之间甚至毫无关联，难以形成集聚效应。例如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华强一至三期已经

是园区的主导企业，但深圳怡亚通、信亿科研中心等与主导企业之间几乎毫无产业关联。如何围绕主导

产业进行产业链的丰富和延伸，吸引更多关联产业的集聚,形成产业集群等方面还明显不足。 
(二) 地域文化内涵挖掘不够 
郑州城市建设思维与发展手段相对陈旧落后，仍停留于传统的粗放式开发运营状态下，仅注重为眼

前的流量造势，并没有强大的、持久的、引导广大旅游消费人群的核心动力，而这个核心动力则源自于

对郑州本土地域的传统城市文化底蕴和新世代都市人文创意价值的深度发掘。近年来，中国各大热点旅

游城市都在不断发掘地方特色传统人文元素和符号，通过建设文创旅游项目甚至开发文创产品来吸引游

客的注意。比如故宫博物院出品的文创商品，不仅吸引大量游客观光打卡，而且更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一

个深度认识故宫人文文化的平台。但这也恰恰是郑州市文创产业旅游所欠缺的，虽然郑州市地域文化资

源丰厚，但文创产业旅游发展空间明显不足，文创产业元素单一、文化特征并不鲜明，缺乏地域文化特

色，更缺少传统地方文化和新生代城市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这都会对郑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产生重

大限制。 
(三) 创新能力不足 
郑州市文化创意产业整体呈现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缺乏市场吸引力。在集聚环境发展下的文化创意

产业园大多只关注于文化企业入驻规模的扩大，而没有关注于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园区企业同质化现

象严重，没有技术创新意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水平较低，科技创新能力严重缺失，从而导致文创产品

缺乏市场竞争力。例如郑州市动漫行业早期曾经蓬勃发展，由于缺少技术创新能力和可持续性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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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虽然扩大，但经济效益产出相对低下。 
(四) 市场定位不明确 
对于现在的消费者人群来说，他们的文创文旅消费要求早已不同过去接受的传统模式，他们更渴望

的是个性化、深层次的文化旅行观感感受，想看到的是传统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以及新生代人文创意文

化的强烈冲击。郑州市凭借地域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虽然暂时吸引了消费者的关注，但是缺乏文化创新

带来的持续性吸引力，针对这一现状，郑州文创旅游行业反映滞后，没有主动根据消费群体的变化进行

市场调控，市政府既未能进行有效的指导，又未能出台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4. 郑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策 

(一) 根植于黄河文明，充分发挥文创经济带动效应 
国家黄河战略的实施，拉开了郑州发展“黄河时代”的序幕。在中国黄河流域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郑州市要抓住“母亲河”这个民族的情感纽带，通过有形文化商品和无形

文化服务，使黄河文化元素渗透进市民和游客的衣食住行，融入日常生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

本”的文化传承与可持续发展。郑州作为“黄河之都”，要推动文创与文化黄河文化元素、园林、公用

设施等与城市建设融合发展。依托拜祖祭典、少林武术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源，打造精品文

创品牌，推动黄河文化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打造黄河文化文创消费市场[5]。 
(二) 确定行业发展定位，充分发挥政策导向带动作用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统筹产业发展统筹，明确产业定位，做好文创产业顶层设计，推进地域文化资

源与文化创意融合，规划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空间规划，强化政策扶持，完善公共服务，完善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引导文化企业与其他企业开展业务合作，文化研究成果转化，展示大众创

意文化、创意产品，提供专业化投融资平台。 
政府要带动地方文创产品企业增强文创产品的创新价值与丰富人文内容，激励和培育地方文化创意

产业的科技创新力，形成强大的内生驱动机制，着力健全文化产权制度，通过统筹规划和协调推动，有

效利用地方的优秀文化资产，推动地方文化产业要素自主流转，形成公正规范的市场氛围。 
完善技术合作机制，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整合企业、科研院所的优质资源，构建文化创意产业产学

研合作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技术方法的创新和文创产品的升级，增加文化创意

产品和服务的文化价值和技术价值。 
建设黄河文化重大标志性工程国家战略智库，设立黄河历史文化重大标志性工程产业发展基金，开

展政府主导的文化产业链投融资，积极开展文化产权交易，推进文化金融创新等。 
(三) 培养文化创意产业专业人才 
文化创意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丰富的创作人才和强大的技术能力支撑。因此，培养和引进高

新技术应用、文创产品开发、企业经营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是推动文创产业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可

以通过强化政府部门、企业、科研机构之间的沟通协作，共建文创产业专门人才基地。充分运用“黄河

文化主地标城市”发展战略的政策资源优势，采取安家补助、项目扶持等各种政策，积极吸纳优秀的文

化技术领军人才、文化产业技术研究带头人来郑州落户。 
(四) 整合多种文创旅游视觉传播途径，释放消费需求 
将传统郑州地方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新生代郑州地区城市人文设计的丰富内涵相结合，并深入

发掘其文化内涵意义，加入最适合当下消费者群体的个性审美元素，选择其最富有时代性的印象，重塑

郑州市文创旅游视觉传达符号，从而提升客户对郑州市文创产业的认知和认识。视觉传播符号应具有可

记忆性，使消费者对其认可，从而加强郑州文创旅游的传播性，让更多的消费者喜欢上郑州，想来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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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6]。 
综合各种宣传渠道，利用抖音、快手、微博、小红书等热点短视频网络平台，以及综艺节目、电影、

歌曲等大众传媒网络平台，把郑州的文创旅游视觉传播符号传递给广大消费者，同时利用社会正能量艺

人、网红、达人进一步拓展宣传渠道，将郑州的文创旅游视觉宣传符号变成了时尚潮流符号，让郑州成

为文创网红城市。 
把更多具有现代工业痕迹的老仓库、旧工厂、老厂房，打造成以年轻一代的消费人群为重点对象，

集创新、文创、生活、艺术于一身，突出地方特点、时尚新潮的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并引导设计队

伍把郑州的特色文化和现代时尚文化融合，以实现现代文创产业的研发，并迎合年轻一代群体的个性化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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