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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文化产业作为新兴朝阳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
的重要方向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资源作为经济发展要素，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基础和
源头，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对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是实现我国经济“
绿色增长”、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区域实现的重要途径。本书以
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为研究对象，结合四川这一特定地域空间，采取理论分析和实证研
究相结合的方法，按照“发展基础—发展重点—发展结果”的逻辑思路，对区域文化资
源产业化开发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第一，本书对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进行了范畴界定。在分析文化、资源、文化资源、
文化产业内涵的基础上，界定了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基本范畴。本书认为，文化资源
产业化开发是将文化资源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要素，与其他经济发展要素充分结合，进
而催生文化产业形成和发展的经济活动。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文化产品的行业，比如
新闻业、传媒业，出版业；直接以文化资源为开发对象的文化产业，比如文化旅游业；
以及以文化为核心要素与传统产业耦合的产业，比如文化创意产业等新的经济形态。本
书对学术界关于文化资源、文化产业、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研究进行了文献述评，并
对支撑研究的重要理论进行了梳理。认为目前从区域经济学视角对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
的研究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文化产业作为新兴朝阳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
的重要方向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资源作为经济发展要素，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基础和
源头，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对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是实现我国经济“
绿色增长”、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区域实现的重要途径。本书以
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为研究对象，结合四川这一特定地域空间，采取理论分析和实证研
究相结合的方法，按照“发展基础—发展重点—发展结果”的逻辑思路，对区域文化资
源产业化开发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第一，本书对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进行了范畴界定
。在分析文化、资源、文化资源、文化产业内涵的基础上，界定了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
的基本范畴。本书认为，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是将文化资源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要素，
与其他经济发展要素充分结合，进而催生文化产业形成和发展的经济活动。它包括直接
生产和提供文化产品的行业，比如新闻业、传媒业，出版业；直接以文化资源为开发对
象的文化产业，比如文化旅游业；以及以文化为核心要素与传统产业耦合的产业，比如
文化创意产业等新的经济形态。本书对学术界关于文化资源、文化产业、文化资源产业
化开发的研究进行了文献述评，并对支撑研究的重要理论进行了梳理。认为目前从区域
经济学视角对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研究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第二，本书从国际
国内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实践出发，选择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四个全球文化产业
发达的国家以及我国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部分成功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总结了其文化
产业发展现状以及主要发展措施。认为国内外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成功经验在于遵循
市场化规律运营、注重投资主体多元化、重视高科技成果的运用、重视人才储备和培养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注重塑造城市的核心带动作用、充分挖掘区域文化资源，
合理布局文化产业，为进一步研究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提供了经验借鉴和重要启示
。  第三，对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了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
过程和机理，即文化资源—文化产品—文化产业—空间布局—作用机理—区域文化软实



力提升。本书运用资源配置规律，从文化产品的价值入手，采用“价值生产链分析法”
分析了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过程以及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本书认为文化产品的形
成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文化产品创意阶段、文化产品生产阶段、文化产品市场化
阶段，指出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关键环节是如何实现从文化资源向文化产品的转化。本书
运用区位理论，研究了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区位特征和空间布局的基本规律。认为文
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既遵循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一般规律，又受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特
殊要求的影响。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区位特征主要表现为：文化资源指向性和人力资
源指向性。本书从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促进区域经济总量扩张、质量提升，促进区域竞
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等方面，分析了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
机理。本书通过文化软实力与区域文化软实力的比较分析，提出了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
促进区域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路径。  第四，分析了四川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基础和条
件。根据四川文化资源的特点，从产业化开发的角度，将文化资源划分为五大类：历史
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宗教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智能文化资源。运用文化地
理学分析了四川文化资源的地缘文化特征，通过对四川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实践的反思
，认为四川仍处于产业化开发的初级阶段，大量优秀的文化成果和文化资源甚至还处于
待开发状态；从发展水平看，四川文化产业与四川作为文化资源大省的地位不相称，通
过分析四川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实践，进一步阐述了四川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  第五，分析了四川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重点，提出四川文化资源产业
化开发应遵循协调性原则、创新性原则、可持续性和整体性原则。认为四川文化资源产
业化开发的基本路径包括：大力发展主导式核心文化产业，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核心竞
争力、文化品牌的文化企业；整合优势资源，走集团化发展之路；投资主体多元化，形
成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格局；在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中将传统文
化资源与现代文化资源相结合，大力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
高素质的文化人才队伍。通过对四川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路径分析，结合四川经济发
展实际，确立了四川应该以文化旅游业、演艺与艺术业、出版业、创意业作为文化资源
产业化开发的主要重点。  第六，对四川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空间布局进行了思考，
对四川目前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空间布局进行了概要总结，从需求、创新、制度、科技四
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四川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空间布局的因素。本书以四川现有文化资源
产业化空间布局为基础，提出了“一心、多极、五片”的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格局：以
成都为中心；依托绵阳、南充、攀枝花、乐山、宜宾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形成多个增长极
；发展以特色文化资源为基础的五大文化片区，包括以成都为核心的蜀文化区，以民族
文化资源为特色的川西康巴文化和藏羌文化区，川西南彝族为特色的风情文化区，以内
江、自贡、宜宾等为核心的南方丝绸文化区，以遂宁、广安、南充、达州等地为核心的
红色文化区。  第七，探讨了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与区域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系。以影
响四川文化软实力培育的因素为研究起点，认为通过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可以形成区域
文化凝聚力和促进区域文化生产力发展，进而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区域文化软实力的
核心是区域文化资源，尤其是区域特色文化资源，要对其进行挖掘、整理和推陈出新。
既要为传统文化资源注入现代先进的文化要素，也要立足具有区域优势的现代文化资源
，大力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形成区域特色文化产业的新格局。本书阐述了四川文化资源
产业化开发提升四川文化软实力的机理，并提出了如何通过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提升四
川文化软实力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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