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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地方化”发展策略。方法 基于对文化的整体观照和经济全球化背景

的考量，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应该遵循以具体文化资源为依托，以具有相关文化背景的行为人为主体，

以带动就业、创造财富并实现全面生活环境提升为目标的“地方化”策略。结论 “地方化”发展策略

要确立并导入核心文化元素，做好创意产业生态布局的设计，立足生活内涵的文创社区建设，实现艺术、

生活与经济的良性共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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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overall view of the culture and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should adopts the strategy of "localization", which depends on specific cultural resources, people 

with the relevant cultural background, aim at promoting employment, create wealth and improv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The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to establish and fulfill the core cultural elements, design well on the creative 

industry ecological layout, realize positive pattern among the art, the life and the economy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communit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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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时代背景下，单一的经济结构模式愈加突

显其活力不足，被动沉滞的劣势。以辽宁为代表的东

北老工业基地，资源日益匮乏、产业层次单一、产品

附加值小、文化艺术内涵缺乏等都成为阻碍这些地区

经济发展的因素。而相较传统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已

经是全球经济的支柱产业，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提供社

会就业机会方面起着巨大作用。 

1  文化创意产业“地方化”发展思路的提出 

赫伯特·席勒和阿芒德·马特拉特认为，文化产业

的消费方式与生产方式分别呈现出“全球性”和“地方

性”的特征，显然这里的“全球性”与“地方性”，绝不

仅仅指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地理性范围，而更在于文化

符号生产的地方性特征和消费的全球性特征。正是在

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

关注地方和全球的关系问题。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

表人物多琳·马西提出 “全球的地方感”，即认为地方

是与全球相互关联、协调而非对立的，具有丰富内部

差异与社会关系、开放动态的实体[1]。全球化并非意

味着去地方化，而是在一个全新的经济与文化传播语

境下对地方内涵和意义的再建构。 

地方化不仅与全球化相互关联，甚至是对全球化

的平衡。当下，因运输与通讯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时空

压缩现象，造成人们的不安与纷扰，而强烈的地方感

可以作为在喧嚣声中的避难之所，因此，寻求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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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义、重新发现地方的意义、传承地方文化、发

觉地方文化遗产等，都被解释为在变迁中寻求稳定与

认同[2]。 

文化创意产业的“地方化”发展理念，正是对全球

化为代表的诸多社会症候的呼应，不仅可以有效对抗

同质化，规避特色危机，而且还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多

维消费需求，提高地方形象的商业粘性，更有助于加

强群众的地方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互动，最终实现

打造富有人文生机和商业活力的区域目标。 

2  文化创意产业“地方化”发展策略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需要与当地物产、自然、文

化、生活、旅游等多个方面的资源相结合，以一种“走

进去”的思路，对本土的“人、文、地、产、景”进行

开掘、塑造、策划和品牌建构。所谓“走进去”，即深

入走进本土生活中，文化创意产业若要实现一种基于

良性社会生态背景下的长足发展，就势必要避免文化

创意产业有“刻意”或“造作”之嫌，或者游离于具体生

活之外，不能与当地居民的生活日常紧密融合。日常

生活审美化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时代语境，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即是创意生活产业，生活是平台，更是土壤和

根基，因此，充分把握当地资源，将艺术、美落实到

具体生活中，依托区域总体营造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立

足之本。 

2.1  确立核心文化元素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需要系统而严谨的调研、策

划与实施，而在这一系列工作中，首要的是确立核心

文化元素。核心文化元素的确立意味着灵魂和方向的

确立。具体而言，可以有以下两种产生方式。 

2.1.1  特有资源的典型发掘 

很多地区在物产矿产、人文历史、风景旅游等方

面均有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本身即是该地区最有力

的名片，因此就这些地区而言，确立核心文化元素最

直接而有效的方式，便是着眼于这些具体的特有资

源，进行深入挖掘提炼，确立可行性和延展性较强的

元素符号。台湾桃米里的成功营造，便是这一方面的

典型案例。曾经的桃米里只是一个传统农村，且后来

又历经地震灾难和人员流失及垃圾堆积等现代都市

问题的影响。在确立核心文化元素时，对于桃米里的

分析回归到了它最根本的属性，即农村。从“农村”概

念出发，又可以想到自然，想到稻田，想到“稻花香

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最后桃米里的新文化符

号确立为“青蛙”这一生态农村的象征，桃米里的整体

视觉形象符号系统便是以青蛙为核心元素。受此案例

的启发，辽宁地区的多个城市都可以按类似思路，充

分提炼自己的城市或地区名片。以本溪为例，本溪一

直有“枫叶之都”的美誉，自古又有很多描写枫叶，赞

美自然的诗句，本溪或可把枫叶形象作为自己的核心

文化元素，进行整体城市形象系统设计以及相关产品

和活动项目的深挖，进而形成有主题、有地域特色、

且与都市紧张而繁忙生活相对抗的闲适、放松的诗意

乡野生活为核心诉求的文化创意系列产业。 

2.1.2  特色形象的有意建构 

对于特有资源不显著或开掘意义较小的地区而

言，确立核心文化元素的另外途径即是有意建构。所

谓核心文化元素本质上是一个符号，而符号的存在本

身即是人工的，因此核心文化元素的有意建构是成立

的，只要最终结果足以形成优势特色，便是成功的策

划。这种有意建构既可以从民间传说、文学作品叙事

中寻找思路，也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想象和创造。 

台湾鹿谷乡溪头妖怪村的创意社区营造便是从

民间传说中汲取的灵感。整个社区仅仅围绕关键词

“妖怪”进行整体设计，无论是房屋装饰、公共艺术、

还是创意商品、特色体验项目，甚至食品（妖怪冰淇

淋和咬人猫面包为例）都透着浓浓的“妖气”。独特的

风格和整体性的主题营造，使得妖怪村成为很多游客

慕名到访的地方。同样是以鲜明特色闻名于世的意大

利威尼斯小岛布拉诺，则把“色彩”作为主题。地中海

明亮的阳光下，各种颜色的小房子沿河道而立，使整

个小岛看起来宛若童话世界。世界各地的游客大多是

被斑斓的色彩吸引而来，相反，作为小岛的传统手工

艺特色，蕾丝却成了补充。 

2.2  设计创意产业生态布局 

根据日本社区营造的经验，日本千叶大学宫崎清

主张将社区营造的议题，分为人、文、地、产、景五

大类[3]。 

人即“人的资源”，强调了创意产业的动力和目

的，既要依托民众的智慧和创造力，又要提高民众的

生活与福祉，因此“人”的议题是创意产业的终极命

题。文即“文化资源”，文化作为创意产业的内容核心，

是使创意产业实现差异化的关捩点，继承和发展区域

共同历史文化，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智慧选择。地，如

果说“人”“文”两个议题属于创意产业内涵层的话，那

么“地”“产”“景”则更主要侧重于形象表现层，也即是

创意产业的直观具象显现。地，主要指自然资源，创

意产业发展可以依托的重要物质条件。产即“生产资

源”，相关产业和经济活动。产业活动需要考虑核心

文化元素的导入及民众的介入，不仅作为经济活动，

而且作为社会事业去推动。景即“景观资源”，创意文

化产业最直观具体的表现便是视觉信息的传播，景

观、环境等空间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直接外在显现。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是 一 个 联 动 共 生 的 体 系 ，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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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产”、“景”几个方面的有机和谐

发展。宫崎清认为，只有植根于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就地取材，使工艺品开发真正具备“内发性”, 这样的

开发才能持之以恒；并且，随着岁月的增长，如陈年

老酿一样芳香醇浓，历久弥新[4]。台湾桃米社区便是

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桃米里，从一个凋敝的传统农

村发展到如今广受游客青睐的“世外桃源”，其背后的

成功经验便是依托社区居民群体，以生态为震后重建

思想，确立青蛙为核心文化元素，充分依托地理资源

优势，创建富有特色的民宿产业及文化艺术项目，重

视以纸教堂为代表的景观、环境等空间美化，从而真

正实现了文化创意产业具体的“地方化”整体营造[5]。 

2.3  实现创意产业各要素间的良性共进 

在当今消费社会的背景下，“日常生活审美化”使

得生活和艺术、消费与设计密不可分[6]，因此，文化

创意产业的发展必须植根于生活的土壤，注重对生活

方式的探索和引领，最终实现生活、艺术与经济的良

性共进。 

立足生活内涵，首先重在新的生活方式和理念的

倡导，低碳、慢节奏、高雅精致、互联网+、养生式

等多种生活方式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热衷并践行。

其次，要将大众的生活需求进行精细化考量，现如今，

人们的生活内容不再只是衣食住行 4 个部分，台湾有

学者在这四维之外又加上“乐”和“教”，而着眼于人们

的时代消费需求，正是通过创意整合生活产业的出发

点。最后，进行具体化实施，即将艺术和经济导入到

生活现实中，营造有机而富有活力的创意生活场。日

本三岛町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便是很好的借鉴。三岛

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便开始推动故乡运动、健康营造

运动、有机农业运动、地区自傲运动和生活工艺运动

等。谨以生活工艺运动为例，由于三岛町冬季较长，

因此农人们无法经常出去活动，便在自家进行生活器

物的制作，如用稻草编制草鞋、提篮，用木材雕刻盘

子、饭匙，用葡萄藤做便当盒，用梧桐木做木屐等[7]。

生活工艺运动便是呼吁居民重新捡起自己所擅长的

工艺技术，利用自然资源，发挥创造性才智，实现生

活、艺术、经济的和谐共生。 

3  文化创意产业“地方化”发展中应规避的问题 

3.1  忽略文化艺术内涵建设 

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虽然是促进经济进一步发

展，但是就文化创意产业而言，经济效益往往是在生

活、艺术、文化、精神等诸多方面效益实现同时的一

种必然收获，但经济效益的追求切不可成为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之初的出发点，否则极易导致过度商业化，

内涵浅薄化的不良后果。社会学家阿多诺便认为，文

化工业的特征首先表现在文化产品生产的直接目的

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文化的生产已失去精致文

化的精神，而逐渐趋于迎合大众的喜好，并将文化视

为可交易买卖的商品，迁就于市场的接受度[8]。 

3.2  忽略文化产业集聚效应构建 

集聚效应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就文化产业而

言，重视集聚效应，有助于形成地区文化品牌，构建如

布迪厄所说的场域力量，刺激产业内部的积极竞争[9]。

但同时要注意扩大产业辐射面，倡导多元发展，真正

将文化产业放到“生活”的舞台上营造，打破艺术和生

活的界限，即实现日常生活审美化，也实现艺术生活

空间的商业价值。 

3.3  忽略文化产业消费体验维度开掘 

从“物品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服务经济”，

而后人类又进入了当下的“体验经济”时代，文化产业

正是在体验经济背景下的经济和消费类型，与体验经

济的总体特征一致，即把消费者作为价值创造的主

体。体验经济最直接和具体的实现形式是“娱乐经济”

和“休闲经济”[10]，因此，对于文化产业而言，实现较

高的消费体验感和多样多层次的体验维度，也是对消

费者的尊重与维护，有助于培养消费粘性，实现“生

产与消费合一”的理想目标。 

4  结语 

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新的经济结构形势下的重

要经济增长方向，更是关系到民众生活空间和生活方

式乃至生活意识提升的重要引导。作为新时代的经济

战略和社会发展战略，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意义已经

无需再三论证，而如何将战略具体化为现实操作的探

讨，则更为切实有效。单纯就概念而言，文化是创意

产业的重要一维，而时下文化本身又有着全球性和地

方性的多重属性，那么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如何

基于全球性和地方性实现创意产业地方特色和全球

消费共通性，是颇为重要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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