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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数字文化创意产业是信息革命、技术革新，以及多个产业不断交叉、发展并促成的新业态，

与文化、经济、国家战略紧密关联。通过对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以明确该领域当前研究热点与未

来发展趋势，从而提升该产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以及未来竞争中的竞争力。方法 CiteSpace

是当前理论界最流行的可视化科学文献分析工具，可用来构建学科知识图谱，分析研究热点，揭示前沿

趋势。运用 CiteSpace 归纳整理中国知网（CNKI）2002—2022 年的文献，并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 数

字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近四年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其与国家战

略和国家政策紧密相关。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主题丰富，研究热点主要为数字媒体、文化产业、创意

产业、文化创意、数字经济等。结论 研究主要存在研究承接性不足、合作意识薄弱、理论与实际较难

结合、产业建设滞后等问题。未来该领域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需要进一步推进，建立跨单位、跨区域、

跨学科的合作平台，加强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定量研究，为数字文化创意产业新格局的构建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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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is a new form of business facilitated by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well as the continuous crossing and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industries, which is closely re-

lated to culture, economy and national strategy. Through the study of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the current re-

search hotspot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is field are obtained, to promot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dustry in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future competition. CiteSpaces is 

the most popular visual scientific literature analysis tool in the current academic field. It can be used to construct the sub-

ject knowledge map, analyze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reveal the frontier trends. Therefore, CiteSpace was used to sum-

marize the literature of CNKI from 2002 to 2022 and make visual analysis.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i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ield. In the past four years, the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The research topics of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re rich, and the research hotspots are digital media, cultural industries, creative industrie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

tries, and digital econom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such as insufficient research commitment, weak sense 

of cooperation, difficult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backward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there is 

a large research space in this field, which needs to be further promoted. The cross-institutional, cross-regional and inter-

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platform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to strengthen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of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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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化创意产业是数字创意产业的重要领域[1]。

该领域的范畴包括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数字文化

创意软件、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制作、新型媒体服务、

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等五个细分领域。该领域

在学界暂无明确的定义，其主要特征是以数字创意产

业为载体，输入前沿科技、艺术文化，输出经济价值

与文化影响力[2]。数字文化创意产业集中体现了数字

经济在文化领域中的价值与影响，在国家战略部署中

具有重要意义[3]。“十四五”时期对文化发展、数字

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把通过文化建设带动社会经

济高质量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一时期，对文

化产业的发展在全局工作中更具突出作用。 

为面对全球发展新态势，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提高国家软实力，

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更积极主动地挣脱要

素约束，突破创新困境，冲破市场制约，加强体制保

障。近年来，随着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相关领域战略政

策的颁布与更新，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呈井喷之势，其

研究主题丰富，研究范围涉猎多学科交叉，研究内容

新颖引人思考。目前，该领域在政策环境、技术环境、

经济环境的影响下越来越被学界重视，但该领域研究

分散没有承接性，使用知识图谱分析数字文化创意产

业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少，仅有部分围绕国内外数字经

济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4]。基于数字化与产业升级的

大背景，为解决数字文化创意产业要素限制、创新困

难、市场制约、体制不完善、经济效益欠佳等现实问

题，从宏观角度对我国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热点

与发展趋势进行归纳整理，为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与实践提供科学的、合理的理论支持。CiteSpace 是

当前理论界最流行的科学文献计量分析软件，能够对

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关键词、作者、合作

网络、发表时间等要素进行可视化分析，构建科学知

识图谱，帮助分析学科热点，揭示学科前沿发展趋

势[5]。基于此，本文运用 CiteSpace 对数字文化创意

产业的作者合作关系、突现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进行

整理分析，旨在理清发展脉络，分析研究趋势，发掘

出该领域具有发展潜力的研究视角。 

1  文献来源及研究分布状况 

1.1  文献来源 

关于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目前国际上尚未形成统

一的定义，相似概念有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出版产业、

数字文化产业、创意艺术产业等。根据国内外研究成

果可知，发达国家对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有别于

我国该领域的研究方向与发展重点[6]，我国数字文化

创意产业强调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与文化创意的有机

融合。本文的文献数据源自 CNKI[7]，通过网站的高

级检索功能进行文献检索，对国内数字文化创意产业

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检索条件设置为：主题=数字

文化创意产业；关键词=文创+文化产业+文创产品+

文化创意+数字文化+文创产业+数字经济+数字文化

创意+数字媒体+创意产业+数字媒体艺术+创意艺

术；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21 日。得到文献数量共

计 581 篇，删除报纸和各期刊的“简介”“演讲”“访

谈”“新闻”“评述”“荐读”，以及与数字文化创意产

业无关的文献，获得有效文献共计 251 篇。 

1.2  研究方法 

综合应用 CiteSpace（5.8R3）可视化分析技术、

计量学分析法对 2002—2022 年相关文献进行研究。

以作者、合作网络、关键词、时间、引文，以及被引

为研究要素，对文献进行可视化处理并绘制科学知识

图谱[8]。本研究以数字文化创意产业为主题，通过发

文量统计探讨该领域的发展进程。通过作者合作图

谱，分析该领域我国的研究力量与其合作关系。通过

关键词共现图谱与关键词突现揭示不同时间段的热

点问题和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前沿研究趋势。 

1.3  研究分布状况 

1.3.1  发文量分析 

年度发文量可以直观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趋

势，有效衡量、反馈发展状况和脉络[9]。结合年发文

量，将 2002—2022 年按四年为一阶段进行划分，共

计五个发展期，并对这五个发展期的发文量进行分

析。2002—2022 年 CNKI 期刊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发文量走势，见图 1。 

1）2002—2005 年为我国接触和学习数字文化产

业的原始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发展与 21 世纪初文

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文化事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

要》紧密联系，在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加快文化领域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建设。此阶段，

在该领域我国公开发表的中文文献数量仅有 1 篇。 

2）2006—2009 年为初步发展时期，公开发表中

文文献数量 20 篇。数字文化创意产业这一时期的研

究发展与文化和旅游部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

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

要求密切相关[10-11]。随着 2009 年 3G 网络的普及，

新浪微博、人人网、开心网等社交平台的快速发展让

该领域有了更好的输出载体与发展平台。此阶段数字

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迈入正轨，该领域引起学界的高

度关注[12]，发文量较前一阶段显著提升，随后该领域

研究迈入稳定增长期。 

3）2010—2013 年为持续发展期，发文量总体有

明显增长，共计 35 篇。自 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强调文化强国战略，新理

论、新部署的提出推动着文化稳步发展。在这一阶段

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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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也为该领域指明了发展路

径[13]。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在此阶段带来的经济效益也

不容小觑。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同时，

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对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贡献日

益显著。制度的保障与市场的优化，为该领域研究

迈向成熟稳健的发展阶段做了进一步铺垫。在此之

后，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呈井喷之势，文献量大

幅增长。 

4）2014—2022 年横跨“十三五”规划与“十四

五”规划两个重要阶段，发文量较前两个阶段显著增

加。2014—2017 年共计公开发表文献 73 篇，是数字

文化创意产业高度发展期前期，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

性作用。我国与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文献数量在

这一阶段稳定增长，表明学界响应了国家战略、方针、

政策，推动了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2014—

2017 的稳健上升发展态势得益于学界对研究内容的

不断拓展和知识体系的日益完善，以及我国《“十三

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关于推动数字

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的不

断扶持[14]。“十三五”时期，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展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15]，数字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五

大新支柱产业之一[16]，被正式纳入国家战略性产业。

这表明学界已高度关注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后续发展

力量强劲，发展目标明确。 

5）2018—2022 年共计发表文献 122 篇，是该领

域的高度发展期，持续发展前一阶段研究。2020 年

是“十三五”时期末，全面完成了“形成文化引领、

技术先进、链条完整的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格局”的任

务目标。2021 年《“十四五”规划》中再次强调要

“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为适应新时期数字技

术快速更迭、数字化生产、个性化消费的特点[17]，我

国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不断开拓创新，拓展具有独

立专业品格的新领域，后续研究视角更加明确，研究

力量更加集中[18]。 
 

 
 

图 1  2002—2022 年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发文量走势 
Fig.1 Trends in the publications of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

tive industry research from 2002 to 2022 

1.3.2  研究群体构成及特征 

通过研究核心作者、核心作者间的合作关系，以

及作者发表的文献，可有效地把握研究的主流内容。

作者合作图谱可以展现该领域核心作者及作者的合

作关系。作者合作图谱中的节点数表示作者数量，合

作连线表示作者与作者之间存在的合作，节点越大则

作者发文量越多，合作连线越粗则合作关系越紧密[19]。

将时间（Time Slicing）设置为 2002—2022 年，时间

切片（Years Per Slice）设置成四年，对已选的 251

篇文献进行分析[20]。图 2 为该研究领域的作者合作图

谱，其节点数 280 个，合作连线数为 153 条，出现频

次前十的作者分别为周世明（10 次）、李凤亮（7 次）、

叶继元（4 次）、曲晓燕（4 次）、周睿（3 次）、

陈铭（3 次）、潘道远（3 次）、孙守迁（2 次）、

熊澄宇（2 次）、郭立永（2 次）。 

在作者合作图谱中，主要形成了周世明、李凤亮、

田金良、金元浦、熊澄宇为核心的研究群体。其中，

周世明等[21]出现频次最高，共计公开发表 9 篇文献，

在合作网络中与张强合作紧密，主要探究数字媒体艺

术产业的发展趋势与数字媒体技术人才培养的模式。

出现频次第二高的核心作者是李凤亮[22]，共计公开发

表 7 篇文献，在合作网络中李凤亮与潘道远、赵雪彤、

单羽、陈能军等多位作者合作紧密，在该领域以李凤

亮为核心的研究群体相对成熟，该研究群体主要探究

通过文化与科技的融合，结合文化产业中的数字创意

产业，以挖掘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路径。陈铭等[23]

发现叶继元是出现频次第三高的作者，共计公开发表

4 篇文献，该作者的研究方向为数字创意视角下，图

书馆文化创新与图书馆转型发展的思路。 

整体上，核心作者与核心作者之间的联系不紧

密，研究以个人为主，以独立研究的方式展开该领域

的学术活动。以团队形式出现的研究群体主要以小范

围的内部合作为主要方式，通常为课题组导师带学生

的模式。研究群体间相互独立，缺乏持续性、系统性、

承接性的合作研究。结合核心作者发表的文献可知，

各团队研究的主题分散，研究涉猎的范围广，但深入

探索不足。 

根据各个阶段的发文量可知，数字文化创意产业

的发文量呈快速增长的态势。政策环境是该领域研究

热点演进的主导因素。政策环境的更新让数字文化创

意产业有了更明确的研究方向。其他影响因素还包括

技术环境和商业环境。通过对作者合作图谱的分析

可知，该领域尚未出现起支撑与领导作用的核心作

者或核心机构。结合作者合作网络可见，数字文化

创意产业缺乏不同学术领域的交流合作，学术边界

延伸受阻，不利于搭建该领域成熟完善的研究体系。

因此，促进数字文化创意产业跨区域、跨学科合作，

构建科学研究合作集群，搭建系统性的研究平台十

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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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学者合作图谱 
Fig.2 Scholar cooperation map of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research 

 

2  研究热点与演进分析 

关键词是对研究内容的提炼，能够反映某一领域

的研究热点。通过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突现分析，

可追踪、识别研究的主流方向与前沿趋势，帮助进一

步掌握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的动态变化演进过程，从

而更加深入有效地预测该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

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确定研究中所代表的学科

各主题之间的关系[24]。一般认为，文献中关键词共同

出现的频次越高，则关键词所代表的两个研究主题之

间的关系越为紧密。关键词的突现分析旨在对某一时

期内发生较大改变的关键词进行统计，从而协助探测

某一时间段关键词的共现频次的突现度。此突现度中

增加的节点可以有效预测该领域内的研究方向[25]，有

利于该领域研究者掌握前沿内容。 

2.1  研究热点分析 

研究热点是指某一领域在某一时期内大部分学

者共同关注的，联系亲密且数量较多的探索专题。关

键词作为文献研究内容的归纳与提炼，可以集中展示

学科领域中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 CiteSpace 对 521

篇文献中的关键词共现、突现群反馈进行知识图谱绘

制，分析热点问题，探索研究热点的演进过程。 

2.2.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利用 CiteSpace 对一组文献的关键词两两在同一

篇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即可获得这些关键词

的共现图谱。在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几个不同关键词

在同一文献中出现次数越多，则不同研究主题的关联

性越强，而连线则代表不同关键词在同一文献内出现

过[26]。节点数表示关键词个数，边数表示关键词之间

的连线数。圆圈代表关键词频次，频次越大则圆圈越

大 。 在 CiteSpace 中 将 网 络 节 点 设 置 为 关 键 词

（Keyword），得出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3。文献

共计 170 个节点，268 条连线。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

词为“数字媒体”，共计出现 46 次，中心性为 0.23。

关键词“文化产业”出现频次为 44 次，中心性为 0.27。

其余高频关键词与其出现频次分别为：“文化产业”

（31 次，中心性为 0.12）、“文化创意”（23 次，中心

性为 0.23）、“数字经济”（19 次，中心性为 0.06）、“数

字技术”（13 次，中心性为 0.10）、“艺术设计”（10

次，中心性为 0.02）、“数字艺术”（8 次，中心性为

0.04）、“图书馆”（8 次，中心性为 0.00）、“城市文化”

（7 次，中心性为 0.00）、“数字化”（7 次，中心性为

0.05）、“人才培养”（7 次，中心性为 0.05）。 

在同一文献中，相较其他关键词，关键词“数字

媒体”出现的次数最多（46 次），与不同的关键词连

接最多，与其他关键词联系紧密。关键词“文化产业”

中心性最强（0.27），共现频次仅次于关键词“数字

媒体”，与不同的关键词连接多，与其他关键词联系

紧密。可见，国内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热点领域是数

字媒体和文化产业。这两个领域对应的关键词节点的

圆圈显然比其他关键词节点大，说明以数字媒体、文

化产业为中心的研究最多。 

在出现频次前十二的关键词中，“文化创意”“创

意产业”“文化创意”“数字经济”“数字技术”“艺术

设计”等六个高频关键词都与“数字媒体”“文化产

业”连线紧密，且这些高频关键词之间互相连线，可

见高频关键词代表的研究主题互有关联。从中心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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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关键词“数字媒体”“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中

心性较大（>0.2），可见这三个研究视角在该领域的

研究中十分重要。关键词“数字经济”“艺术设计”

“数字艺术”“图书馆”“城市文化”“数字化”“人才

培养”等七个关键词的中心性<0.1，说明这七个研究

视角在国内的研究内容欠缺，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图 3  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3 Key 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2.2.2  研究趋势分析 

结合突现关键词，从时间维度上探析研究热点的

演进，帮助分析热点演进趋势。利用 CiteSpace 软件

中 Burst Detection 算法进行突现关键词分析，筛选得

到图 4 中突现频次最高的 20 个关键词。由这 20 个关

键词可知，该领域研究范围广泛、涉猎学科多样，同

一时期存在不同突现频次关键词。根据突现关键词出

现时间的不同，数字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研究可以分为

四个阶段。 

1）2002—2009 年为研究的积累期，共出现 1 个

突现关键词，为“图书馆”。该关键词的平均时间跨

度较大（8a），平均突现强度为 1.18。从此阶段的关

键词数量、突现强度、突现频次来看，数字文化创意

产业自 2002 年起已成为部分学者的研究主题，这一

阶段的研究重点主要为图书馆创新发展探究，图书馆

数字化发展与网络化建设，研究范围窄、研究深度欠

缺，缺乏多角度的、系统性的研究。从该阶段关键词

反映的内容和时间跨度来看，“图书馆”与后续研究

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相似性，但缺乏承接性。总体看

来，在研究积累期的主要研究重点为发掘图书馆结合

数字艺术创意的发展方向与转型方式，探索数字文化

创意产业的发展路径。李于昆[27]探讨了发展数字艺术

创意产业与文化、科技的关系，提出发展数字艺术创

意产业对解放和发展文化艺术生产力、调整优化三次

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张

秋月[28]从数字媒体产业角度出发，认为数字媒体是创

意产业发展中产生信息与传播信息的重要方式，数字

媒体与文化资源的紧密结合能够巩固创意产业在文

化产业中的核心地位，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认为数

字媒体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与作用。

这一关键词对这一研究主题的后续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直至今日仍然是重要的研究热点。 

2）从 2010 年开始，突现关键词“数字出版”的

平均突现强度激增至 2.29，其他突现关键词强度也保

持在较高水平，表明该领域在这一时期的研究逐渐进

入平稳发展阶段。该阶段的突现关键词数量共计 6

个，平均时间跨度为 5a，平均突现强度为 1.45。其

中代表性关键词分别为“数字出版”“创意产业”“文

化产业”。由此可见，此阶段对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

研究有了新的拓展。王泉根[29]结合文化创意产业的高

知识性、高附加值性、强融合性等特征，在数字出版

技术、品牌资源、艺术形象资源三个方面，以创意设

计、产业开发等方法，提出通过数字出版，推动少儿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关键词“发展战略”的首次出

现表明该领域研究热点的演变与国内政策环境的调

整密不可分。此阶段，该领域的发展与“十一五”时

期要达成“促进文化创意企业发展”的目标紧密联系，

同时与 2009 年提出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也密切

相关[30]。 

3）进入 2014 年，突现关键词“数字媒体”的平

均突现强度激增，达到 4.2。此阶段的突现关键词数

量为 8 个，突现关键词数量增加明显，平均时间跨度

为 6a，平均突现强度为 2.23。这一阶段的代表性关

键词包括“数字媒体”“发展”“作用”“数字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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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突现关键词 
Fig.4 Key words emerged in the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位”“数字科技”“文化遗产”“文化创新”等，表明

此阶段的研究较前两个阶段更为深入，研究范围也更

为广泛，既涵盖新兴的数字技术领域，又包括文化领

域中对传统文化、文化遗产的再次发掘，并且着重探

索这一阶段数字技术对文化领域的保护作用，以及对

传统文化的创新发掘与发扬传承的方式。这一时期关

键词的突现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与文化相关政策

的颁布密不可分。2016 年“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

战略。同年，“数字文化创意产业”被纳入我国《“十

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成为五大

10 万亿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2017 年，文化和旅

游部发布《关于推动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概

念 [30]。国家战略与政策导向已经充分关注文化创意

产业对文化产业发展、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影响，

各行业、各区域重视发展规划，深挖文化资源，创新

发展路径，强势推动“数字文化创意产业”迈向新的

发展高度。以中共武侯区委党校课题组的调研结果为

例，该区域贯彻落实成都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依照 

“十三五”规划路线图，调研武侯区文化产业发展现

状与问题，深挖该区域的文化底蕴，提出发展路径的

思考[31]。 

4）2018 年后，突现关键词数量较前一阶段下降

至 5 个，平均突现时间为 3.8a，平均突现强度为 2.16。

此阶段突现关键词数量的减少与平均突现强度的降

低反映出在这一阶段，该领域的研究更趋成熟、稳定。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阶段“数字经济”这一关键词

的平均突现强度却远高于其他突现关键词，其突现时

间延续至今，极具代表性。“数字经济”是现阶段最

为热门的研究内容。陈刚等[32]结合数字文化创意产业

相关政策的发展历程，从文化产业的延伸和转型、数

字与创意的联系、文化与经济的联系、产业动态与拓

展四个方面界定数字创意产业，结合数字经济的特点

与战略意义，提出产品技术变革、创意内容模式创新、

数字创意设计制造升级等三方面的发展建议。 

由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3 所示）和突现关键词

图谱（如图 4 所示）可知，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

迅猛发展，研究视角分散在人文社科、经济管理、新

闻传播、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而部分研究领

域仍未被学界重视，在未来的发展中，仍需完善相关

理论，加强不同学科领域间的交流合作。同时，扎根

传统文化内涵，立足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把握数字经

济发展先机，结合现代创意设计方法、先进的数字技

术、管理运营新模式，以市场为指导进行数字文化创

意研究，构建数字文化创意理论，从而促进数字文化

创意产业的良好发展。 



334 包 装 工 程 2023 年 9 月 

 

3  研究不足 

在不同视角下对该领域进行研究，都取得了一定

的学术成果。但目前学术界对于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并

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仍有很大的开拓空间。结合研

究现状，可将数字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研究的不足可归

纳为以下三方面。  

1）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未形成合作集群。当

前中国数字文化创意研究参与的学者与研究团队日

渐增多，但是学者与学者之间、研究团队与团队之间

几乎没有交流合作，没有形成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群

聚效应、集群体系。首先，在空间分布上，数字文化

创意产业领域的作者呈现散点分布，作者与作者之间

缺乏联系，也尚未形成协同合作的趋势。其次，在研

究平台方面，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涉及设计学、艺

术学、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学

科之间互相联系、互有交叉，但暂无平台能有效地将

不同学科联系在一起。 

2）缺乏对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系统性研究。在

发文质量方面，数字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发文数量呈

现增长态势，但整体文献质量不高，核心期刊上的文

献数量较少，研究规模有待扩大，研究层次有待加深。

在发文类型方面，在已有研究中尚无关于数字文化创

意产业成熟的学术专著，而是针对当前数字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趋势作出评议的论文居多，整体看来数字文

化创意产业研究的连续性与系统性较弱。目前，周世

明等[21]、李凤亮等[33]、叶继元等[23]是进行专题研究

的主要团队。但仅靠少部分人在小范围内的努力还远

远不够，只有提高对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系统的、连续

的研究，产出高质量的论文与著作，才能全面深入地

分析数字文化创意产业领域，促进学界对数字文化创

意产业形成全面的认识。  

3）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基础理论研究薄弱，集中

体现为基础理论的缺失。目前数字文化创意产业概念

界定模糊。数字文化创意产业于 21 世纪出现，具有

现代性、独特性，而这一课题长期含混在数字媒体技

术、文化创意设计、数字经济、数字出版、文化产业

等分类下。无法客观表明该领域运用数字化高新技术

和信息技术手段，整合运用创意、文化、产品、服务，

创造社会、文化、经济价值，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产业

特征。就现状来看，急需对数字文化创意产业进行更

深入、透彻的研究，建立一套完备的数字文化创意产

业研究体系。同时，由于没有形成完善的数字文化创

意产业的相关理论，该领域研究与理论的落地实践同

样缺乏针对性。 

4  结语与展望 

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软件合作网络分析、关键

词共现分析、关键词突现分析等功能，对检索得到的

数字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相关文献、论文发表数量、研

究力量、研究热点、主题演化，以及发展趋势进行研

究分析，研究结果展现出近年来学界对数字文化创意

产业领域的关注度高，并得出如下结论。   

1）在 2002—2022 年，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发文量

逐年增加，研究力量增长，研究团队增多，但研究力

量分散且不平衡，团队间缺乏合作，未形成具有规模

的研究团队。随着研究热点不断细化，由初期的图书

馆数字化建设转变为数字经济发展，转变为注重与经

济效益、社会发展实践、国家战略落地相结合。整体

上，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基础理论薄弱，存在产

业建设落后于理论发展的问题，在未来仍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 

2）数字文化创意产业不同于文化创意产业、数

字媒体产业，也不完全等同于文化产业，必然需要建

立一套属于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专业理论。在理论研

究中仍需形成新学科理念，在实践发展中仍需构建新

模式。未来，在 5G 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精

尖技术，以及更为宽容的市场环境的影响下，数字文

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结合智能算法、大数

据、人工智能、网络信息、数字技术等进行创意革新、

服务升级、产品创新。未来的研究重点会围绕数字人

才培养、数字文化产业生产力、数字化管理运营模式，

以及基于文化创意的数字技术等方面展开。 

总之，数字文化创意产业构建理论体系与发展模

式是一个不断探索创新的过程。我国应该把握数字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新机遇，开拓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研

究领域，加大我国文化的影响力，推动新时代社会主

义文化、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全面提升国家综合

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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