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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创意经济项目总监埃德娜·多斯桑托斯亲自作序，并给予高度评价
。
作者花建为国际文化产业和创意经济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在全球长期跟踪研究，承担过20多个国家
和部委省市院重点课题。
先后承担成都、上海申请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报告的撰写，并亲赴联合国进行陈述，
获得圆满成功：曾荣获“上海社会科学院建院五十周年学术贡献奖”等多个重大奖项。
此书为作者多年研究的结晶。

《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从创意集群到文化空间)》大量采用第一手资料，从美国沙漠创意小城圣达菲
、英国文学之都爱丁堡、日本设计之都名古屋到中国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融入实地调研的丰富案
例。
全书文笔流畅，插图精美，包括全球主要文化产业集群分布图等，为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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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宇言：埃德娜·多斯桑托斯
导言
一、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代表——文化产业集群的崛起
　(一)基本概念的辨析
　(二)产业集聚的演进
　(三)产业集聚的动力
　(四)文化产业的属性
　(五)文化产业集群的崛起
　(六)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当代潮流
　(七)中国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使命
二、实体园区与虚拟网络结合——数字化时代的集聚规律
　(一)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要求
　(二)生生不息的内部动力结构
　(三)虚实结合的产业集聚形态
　(四)创意的集聚和全球的网络
　(五)非园区型的产业振兴基地
三、依托产业链的组合与延伸——板块组合的规律
　(一)产业链与产业集聚的联系
　(二)以设计研发为起点的产业集聚
　(三)以生产和流通为起点的产业集聚
　(四)以会展服务为起点的产业集聚
　(五)产业链与价值链相适应的产业集聚
四、地缘条件与环境优化——区位选择的规律
　(一)产业集聚的区位优势
　(二)产业集聚依托科技基地的优势
　(三)产业集群依托中心城市的优势
　(四)产业集聚利用中小城市的资源
　(五)产业集聚结合乡镇的特色
五、推动新型的城市化——产业集群与社区新生的规律
　(一)新城市化、创意阶层与社区再造
　(二)高端融合的城市活力区
　(三)园区建设与“心件”
　(四)艺术园区与社区重建
六、嵌人世界的产业链——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规律
　(一)国际文化产业的分工趋势
　(二)建立良好的动力机制
　(三)建立国际产业网络的节点
　(四)知识溢出与能量扩散
七、小球撞大球——产业集聚与联动的规律
　(一)产业集聚与产业联动
　(二)旅游演艺与园区开发相结合
　(三)影视节庆与观光体验相结合
　(四)美食文化与创意经济相结合
八、文化组合与活化空间——空间再造的规律
　(一)再造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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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时尚创意与变现流通
　(三)以院校为园区的智核集聚
　(四)“知识溢出”的要素集聚
九、产业提升与文化引导——产业升级的规律
　(一)越界拉动与体验经济
　(二)从全产业链条到品牌整合开发
　(三)从低碳环保开发到嫁接创意产业
　(四)从低端观光向中高端休闲的提升
十、迎接挑战与后来居上——中国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战略对策
　(一)面向未来的前瞻视野
　(二)集聚发展的总体态势
　(三)存在的弱点和面对的挑战
　(四)前瞻战略和对策设计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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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鲁尔”战略的实现，体现了老工业基地由纯粹的实体经济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合的跨
越。
鲁尔区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西部的一个区域规划联合体，面积有4400平方公里，包括53个中
小工业城市，540多万居民。
鲁尔区曾是德国最大的重工业区，以煤炭开采和钢铁生产为主要产业，在德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曾发挥
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鲁尔工业区遭遇了“煤炭危机”和“钢铁危机”，不得不
缩小煤矿开采的规模和减少钢产量，致力于产业结构调整和改造，取得明显成效。
鲁尔区的经济结构调整措施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后，鲁尔区又开始由重工业向新兴无
烟工业和服务业的系统性结构调整。
到80年代，政府继续推动城市结构改造，昔日矿区和厂房变身为城市景观。
90年代后，工业区位竞争成为政府规划的主导思想，如今，鲁尔区90%的煤矿厂和炼钢厂已经关闭，
这块在工业膨胀时期吸引过大批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客籍工人的土地，几乎告别了大工业时代。
然而，令人欣喜的是，废弃的厂区，并没有因此成为城市铁锈斑斑的伤疤，而是被州政府成功地与文
化产业结合在一起，或改造成景观公园，或是休闲娱乐场所，或是工业博物馆，或是设计与艺术中心
，甚至还形成了一条“工业文化之路”的旅游线路，它连接了19个工业旅游景点、6个国家级博物馆
和12个典型工业城镇。
　　鲁尔区成功转型的第一步是选择从教育抓起。
1962年，鲁尔区建起了第一所大学--波鸿鲁尔大学，它也是战后德国新建的第一所大学。
如今，波鸿鲁尔大学有3.7万名学生和近500名教授。
波鸿鲁尔大学建立后不久，高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多特蒙德、埃森等城市涌现。
如今鲁尔区拥有6所综合性大学和8所专科院校，成为欧洲大学最密集的经济区。
各个大学在不同工业领域与企业开展合作，联手成立“技术转化中心”，为产业结构的转型输送技术
成果。
　　在重视发展教育的同时，鲁尔区着手整合传统产业，推动企业转型。
20世纪60年代末，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出台了第一个产业结构调整方案“鲁尔发展纲要”，将采
煤业集中到盈利多、机械化水平高的大矿井。
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对煤矿业实行大力扶持政策，使煤矿生产压缩规模的同时，在技术方
面继续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保持技术和设备输出的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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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从创意集群到文化空间》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研究”重点学科
规划项目研究成果。
全书共分十部分，结合丰富的图表资料对文化产业集聚的概念、产生经过、发展前景、内容特点、运
作规律及中国文化产业集聚的挑战与应对策略等作了点面俱到的深度分析。
课题组坚持实地调研的考察原则，列举了中国及世界的文化集聚产业发展成功的城市，使人们在理性
和感性认知中了解这一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文化产业模式。
作者花建为国际文化产业和创意经济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在全球长期跟踪研究，承担过20多个国家
和部委省市院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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