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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研究
黄文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现代社会是一个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大融合的时代，文化产业拥有其独特的内涵优势，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
力量。文化产业涉及范围宽泛，与其他产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和兼容性，共同发展的趋势明显。本文意在了解四川文化产业在壮大的过程中
如何有机的结合其他产业，达到产业与产业间的协同发展，共同推进四川文化、产业、经济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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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提到，经济、政治、文化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

的，经济是基础，它归根结底决定和制约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

向、发展模式，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四川作为

中国巴蜀文化的发源地，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并独

具特色的，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及观念、思想。随着近年来西部经

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本土文化的发扬和传承，文

化产业意识也有所提高，将文化产业渗透到其他产业中，是适应我

国经济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产业间的协

同成为一种新型经济现象，也是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大趋势。

一、文化产业简析
我国学术界从1990年起就对文化产业的内涵和范围进行了讨

论，胡慧林曾提到过：“文化产业是一个包括多种行业的产业系

统，包括演出业、文化艺术业、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业等，它

的本质是一个产业系统，其主要特征是生产、交换和消费精神产

品。”2002年，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要积极发

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途

径”的口号。而国外对文化产业的解释则更早、更全面，它在日

本、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着较为完善的发展体系，成为国民

经济的支柱产业。澳大利亚麦觉里大学教授David Throsby认为文

化产业具备有三个特征，即创造性、知识性、意义性。在他的著作

《经济与文化》中，将文化内涵比作同心圆的核心层，其以文化形

式影响着中间层并向外辐射，再表现在行业的各方各面中来。文化

产业发展不会仅局限于某个行业范围内，其作为一种精神文明，是

当地产业发展重要的内部支柱，而只有将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协同

起来，共同合作、相互配合，从而构成高度的一致性或者协调性，

才能导致整个产业的和谐发展。

二、四川的文化产业
四川文化源远流长，拥有发展文化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基础，

其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文学艺术、文物古迹、名风名俗等都独具

特色。成都的“熊猫”文化、乐山的“佛”文化、泸州的“酒”文

化等等，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四川省在2002年召开的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把“西部文化

强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作为今后五年全省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

标之一。且就在那一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建设西

部文化强省的若干意见》提出，建设西部文化强省要“深化体制改

革，完善运行机制，壮大文化产业。”此后出台实施相关的政策对

文化产业在四川的发展的取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而这一产业所

造成的体制改革，也使得四川的经济增长更加迅速，提供了更多的

就业岗位，对人们日常的娱乐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用高新技术提

升文化企业竞争力，是四川建设文化强省、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步

骤，让现代人真正实现“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的愿望。四川作

为西部大省，城市的竞争力对四川实现整体跨越式发展有着不容

忽视的作用，文化产业是城市创新力量的核心组成，文化产业的发

展提升往往象征着一个个强大文化企业运作、融资、运营效率的提

高。

三、四川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
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是相互配合的，其协同发展主要包括这三

方面，即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文化用品的生产；文化专用设

备的生产。它们既推广了文化的广度与深度，也为一些产业提供了

新的、适应时代的发展倾向。四川文化产业结合本地第一、二、三

产业协同发展，极大了促进了四川省的经济发展。

（一）与第一产业

文化产业与第一产业的结合主要依靠休闲旅游产业，例如度假

山庄、假日休闲别墅、农业观光示范园区等，在四川文化产业中，

这一类型所占的比重还是很大的。四川因气候、地理因素，自古以

来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一直以来是属于比较宜居的省，而省

会成都更是被誉为“耍都”，一度被评为全国“慢生活”的代表。

所以在四川，各种文化主题的度假旅游地成为了感受四川文化与四

川生活的好去处。   

（二）与第二产业

文化产业与工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结合主要为文化办公用

品机械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文化用品制造业以及旅游房

地产业等。在这类型的制造业中，除却对产品的功能要求，现代企

业更加注重对产品的文化、创意输出。特别是针对学生板块的文教

用品，更是需要紧密结合现代学生的审美观、价值观、文化观考

虑，而这也是文化普及的一个重要平台。四川省正积极发展一大批

“专、精、特、新、配”中小企业，加快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企业

产业基地和园区，如“四川省峨眉武术产业基地”等，推动产业集

群发展，不断提升四川省体育用品制造的竞争力。

（三）与第三产业

文化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结合主要体现在企业文化、会展等文化

服务业上。四川省在对文化产业的规划中提到，要积极加快文化产

业集团化建设，组建了四川日报、四川广播电视、四川出版、四川

新华发行、四川党建期刊和成都日报、成都文旅等7大国有文化集

团，总资产超过100亿元。四川省近年来积极完善产业链条，调整产

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带动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

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文化旅游、数字内容和动漫等九大文

化产业联动发展。文化产业与企业文化的结合也成为现代企业持久

发展的核心力量。

四、结语
四川省凭借其丰富的文化资源一直以来均为我国的重点文化城

市，其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当地的经济带来了丰厚的利益，也为

人们的日常文化教育打下基础。文化产业的发展不是独立的，必须

与其他产业结合起来，协同发展，才能发挥出其真正的推动作用。

而产业的发展也需要有文化作为核心支撑，才能获得人们的认可，

从而满足现代人对物质、精神的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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