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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各地也参照中央的做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促进文化与科技有机融合。本文主要分析了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为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而出台的一系列

政策，以及近年各地为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发展而采取的行动方案，旨在为进一步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

合提出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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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or-
ganic integration of culture，science and technology，bo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have issued a series of poli-
cies and measure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pth of integration of culture，science and technology，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since the Seven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finall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integration of culture，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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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曾智慧地指出: 文化和

科技，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纵观人类

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每次大的文化变革都和科

技进步密不可分。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创造出了数字文化，形成了崭新的第三种文化形

态。文化与科技的发展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带

来了双轮驱动效应。科技的发展日益深入而广泛

地融入文化领域，使得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越来

越高，传统文化产业得以改造升级，新兴文化产

业业态得以显现。文化领域的科技创新拓宽和延

伸了文化产业的发展道路。十八大报告曾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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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

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科技创

新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带来了不竭动力。加强

文化与科技融合，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和 “文

化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提高文化发展科技

含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1］。2012
年，科技部、财政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出台了 《国

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标志着中国把科技创

新和文化创意融合提升为国家战略。

2 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内涵及意义
文化与科技融合就是通过将各类文化元素、

内容、形式和服务，与科学技术的原理、理 论、
方法和手段的有机结合，提升有关产品的价值与

品质，形成新的内容、形式、功能与服务的创新

过程。文化和科技融合既是目的也是手段［2］，其

本质是产业的融合，文化元素和科技创新有机融

合，形成新的产业，创造新的价值。
文化与科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文化为科

技提供创新的源泉，科技为文化发展提出创新的

动力和支撑 ( 见图 1)。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意义具

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球发展格局正在

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文化与科技融

于一体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增强民族文化竞争力、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二，

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对文化内容、文化载体、传播

手段、创作方式、生产模式等具有积极影响和创

新支持，推动现代科技推动传统文化设施设备升

级换代，文化与科技融合将加速中国从 “制造大

国”向“创造大国”转型的进程［3］。三，文化与

科技的融合广度与融合深度迅速推进，为文化创

新驱动力提供了隐性社会倒逼机制，使得新兴文

化业态应运而生，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

生活空间和参与方式［4］。当今的文化科技已经出

现了许多新的载体，诸如三网合一、多功能电子

阅读器、3D 电影、高清数字电视、数字出版、动

漫游戏等等［5］。

图 1 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关系示意图

3 国内文化科技融合政策分析

3. 1 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

国家 高 度 重 视 文 化 与 科 技 的 融 合 发 展，自

2012 年以来提出了相应的举措促进文化与科技融

合发展见表 1。另外在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

要》在保障措施中提出: 建立跨部门、跨地方协

调工作机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部际联席会议

机制 ( 整合了科技部、中宣部、发改委、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 局、
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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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院等部门［6］) ，具体负责指导推动工程实施等 有关重大政策制定等工作。

表 1 国家文化与科技融合相关政策一览表

发布日期 文件名 发布单位

2012 － 02 － 23 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 文化部

2012 － 05 － 08 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 文化部

2012 － 06 － 27 《国家 文 化 科 技 创 新 工 程 纲 要》国 科 发 高 〔2012〕
759 号

由科技部会同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 12 个部门联
合制定

2012 － 09 － 12 《文化部“十二五”文化科技发展规划》 文化部

2012 － 09 － 2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国家创
新体系建设的意见》 国务院

2013 － 01 － 14 《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
要》 文化部

2013 － 01 － 15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
划的通知

国务院

2014 － 03 － 14 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4〕10 号

国务院

2014 － 03 － 17 国务院 关 于 加 快 发 展 对 外 文 化 贸 易 的 意 见 国 发
〔2014〕13 号

国务院

2014 － 03 － 17 文化部关于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
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

文化部

2014 － 04 － 16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
单位转制为企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
通知 国办发〔2014〕15 号

国务院

2014 － 07 － 8 《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 西部行动方案》 科技部

2015 － 01 － 16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14 － 07 － 23 《关于大力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早在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指出，要推

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要运用现代科

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 运用高新技

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

构建 传 输 快 捷、覆 盖 广 泛 的 文 化 传 播 体 系［7］。
2012 年 2 月，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

增计划》提出，要发挥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的作

用，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

的文化技术创新体系，培育一批特色鲜明、创新

能力强的文化科技企业，支持产学研战略联盟和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既要加强对传统文化产业的

技术改造，也要加快推进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同

年 5 月，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

划》提出: 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积极运用高新

技术，拓宽文化传播渠道，丰富文化表现形式。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方

式和内容。实施文化与科技融合促进工程，研发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推广一批高

新技术成果，提升文化行业技术与装备水平。推

动传统艺术与现代技术相互融合，加速改造提升

传统文化业态，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完善文化科

技支撑体系。加大文化信息资源整合力度，提高

文化系统信息化水平。2012 年 6 月，由科技部会

同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

版总署等 12 个部门联合制定的 《国家文化科技创

新工程纲要》发布，提出围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科技需求，深入实施科技带

动战略，此举标志着中国的文化科技创新工程正

式启动。同年 9 月，《文化部 “十二五”文化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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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指出要发挥与增强文化和科技的相互

促进作用，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2013 年初，《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 “促进公共文化

领域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强化公共文化服务的

技术支撑，大力推进数字文化建设，将计算机技

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通讯技术等应用

于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文化表现形式，丰富服务

内容，拓宽服务渠道”。2014 年 3 月，国务院相继

发布《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

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和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

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分别提出: 要 “加强科技

与文化的结合，促进创意和设计产品服务的生产、
交易和成果转化，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产

品，实现文化价值与实用价值的有机统一”。要

“支持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

新，增加对文化出口产品和服务的研发投入，开

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支

持文化企业积极利用国际先进技术，提升消化、
吸收和再创新能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

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

化、专业化水平。这说明中央高度重视推进文化

与科技融合工作，始终把文化科技创新作为文化

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中央和各地各有关部

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制定和完善了税

收、金融、土地、工商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建立

配套的政策支撑体系，研究出台了一批更有针对

性、更具含金量的扶持政策，形成有利于文化与

科技融合的良好政策环境［7］。
3. 2 各地纷纷出台政策促进文化科技融合发展

在市场导向、现实需求、党中央高度重视及

国家政策支持等力量的强力推动下，全国各地也

纷纷掀起了一场文化科技融合热潮。中国部分省

市也出台了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相关的政策。
北京把实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 “双轮驱动”

作为实现首都功能定位的重大战略和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 方 式 的 关 键 抓 手。并 制 定 了 《关 于 实 施

“双轮驱动”战略加快推进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的意

见》和《北京市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 ( 2013—2015)》等政策意见［8］。上海为了

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出台了 《推进文化

和科技融合发展行动计划 ( 2012—2015 )》。行动

计划提出: 一要发挥科技的引领支撑作用，推动

文化和科技跨行业、跨部门渗透融合，通过创新

链拓展产业链，不断改造传统业态，催生新兴业

态。二要坚持联动推进。依托与中宣部、科技部

等国家部委的部市合作机制，发挥市级层面文化

科技融合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形成推进上海文化

科技融合发展的合力。三要坚持应用导向，以应

用为驱动、市场为牵引，实现科技创新与文化发

展的有机结合［9］。杭州市相继出台了 《关于促进

文化 和 科 技 融 合 的 若 干 政 策 意 见》及 配 套 措

施——— 《杭州市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园区认定管

理办法》、 《杭州市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企业认定

管理办法》、 《杭州市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公共服

务平台认定管理办法》等管理办法，加快推进文

化和科技融合，发展创意经济。三个管理办法均

从认定对象、认定条件、认定程序和监督管理四

个方面分别对示范园区、企业和公共服务平台提

出了管理措施。武汉市 《关于推进文化科技创新、
加快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要用现

代科技引领文化产业提升和文化事业进步，彰显

历史文化名城新魅力，努力建设文化强市。提出

了多项配套政策: 一是加大财政投入———设立文

化和科技融合专项资金，5 年投入 60 亿元用以支

持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建设; 二是落实税收

优惠; 三是完善土地供给; 四是健全融资体系，

设立市文化科技创新投资基金，对重点领域的科

技型文化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五是加强孵化体系

建设; 六是完善创新服务体系; 七是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 八是加强人才培养引进［10］。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七大工程促进文化科技

融合发展，并为工程的实施提供土地供给、税收

优惠、金融支持、工商注册、人才激励等方面的

保障。文化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建设工程，探索集

群式发展、创新链和产业链互动结合的新模式，

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科技领军企业; 文化

科技创新服务工程，发展壮大文化产权交易、高

新技术产权交易，打造文化科技成果供需对接平

台，架设技术与市场、技术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

此外还有文化科技企业培育工程、文化内容数字

化工程、现代传播体系建设工程、培育和做强文

化市场主体工程和文化科技人才培育工程［11］。湖

南省建立了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联席会议制度，

把文化与科技融合着重发展的产业链之一，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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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科技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和培育力度，实

施了文化与科技融合产业新的重大专项 ( 首个专

项为文化与科技融合移动互联网产业重大专项，

未来将继续设立新的专项) ，并把文化科技创新平

台建设作为重要抓手。近年来，安徽省致力于把

打造充满活力的文化强省作为发展目标之一。2012
年，安徽省发布了 《关于加快推进文化科技融合

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出政策组合拳助推文化与科

技深度融合———建立了文化产业创业投资基 金、
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资金支持和鼓励政策，

此外还在人才激励、税收优惠、土地供给等方面

给予保障。
3. 3 国家与地方政策总体分析

从时间来看，2012 年以后，国家和地方动作

频繁，出台了一系列与文化科技发展相关的政策，

国家政策尤以 2012 年和 2014 年最为密集，地方则

紧跟国家的步伐。相对而言，江苏省快人一步，

早在 2011 年就出台了 《关于加强文化科技创新的

意见》。安徽省的《关于加快推进文化科技融合发

展的实施意见》也比 《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

要》早两个月出台。
从政策内容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

推动文化科技发展的规划、实施意见等专项政策，

如《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文化部 “十

二五”文化科技发展规划》、 《上海推进文化和科

技融合发展行动计划 ( 2012—2015)》、《深圳关于

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若干措施》、 《天津市促进

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等; 二是促进

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配套政策，如 《杭州市文化和

科技融合示范园区、示范企业、示范公共服务平

台认定管理办法》、 《福州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

示范基地规划》、 《武汉国家级文化与科技融合示

范基地建设实施方案 ( 2012—2015 年)》等; 三是

把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作为发展重点之一的各项

相关政策，如 《文化部 “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

倍增计划》、《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 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 《文化部

“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意

见》、《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

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八条措施》、 《上海市人

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本市对外文化贸易的实施意

见》等。其中，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专项政策占

27%，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的配套政策仅占 12%，

而把文化科技融合作为其中发展重点的相关政策

占到 61%。如果说专项政策是对文化科技融合的

宏观指导，配套政策则从企业、平台、园区、基

地建设等方面对文化科技发展从微观层面进行促

进，是文化科技融合的重要抓手，与其他政策相

比，配套政策显得不足。
从具体措施来看，主要围绕发挥与增强文化

和科技的相互促进作用，实施科技带动战略，一

是推进文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加强文化领域战

略性前沿技术前瞻布局，突破一批共性关键技术;

二是利用科技的支撑、引擎和引领作用，促进传

统文化产业的调整和优化，推动新兴文化产业的

培育和发展; 三是优化文化科技创新发展的环境;

四是推动示范基地建设，发挥其在促进文化和科

技融合方面的载体作用; 此外，还有培育文化和

科技融合 型 领 军 企 业，培 养 文 化 科 技 复 合 型 人

才等。

4 总结与建议
创新是时代的主旋律，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体

现了创新时代的新特征，它将有助于中国实施“文

化强国”战略，把文化产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

产业，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应该

合理有序地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杜绝盲目跟风，

加快文化科技融合与资本、人才的对接，真正实现

文化与科技的协调、健康发展［12］。
国家高度重视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各地也纷

纷挖掘自身文化资源，主打文化资源品牌，实施

科技带动战略，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培育新兴文

化业态。除了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专项政

策———工程 方 案、规 划、措 施、实 施 意 见 等 外，

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也已作为重要抓手被纳入相

关产业政策之中。尽管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各地

均在全力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但文化科技

融合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仍有待完善。
一是创新管理体制，统筹协调机制。针对中

国现在的文化科技发展的两张皮、政府的各个部

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等现象，国家已建立文化

科技创新工程联席会议机制，各地可根据自身情

况，整合科技和文化等部门的资源，建立类似统

筹协调机制，负责指导推动科技文化相关重大政

策制定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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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突出重

点，并因地制宜。目前，从国家到地方千篇一律

地从文化产业改革、文化科技规划、推进文化创

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等角度对文化

科技融合做出了部署，具体表现为创新能力提升、
产业结构优化、环境改善、人才培养、企业培育

等方面，描述笼统，大而化之，缺乏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在实际制定政策过程中，各地应紧密结

合地方和部门发展实际，以需求为导向，找出发

展症结所在，提出因地制宜的发展政策。中国幅

员辽阔，各地发展情况不一，北京、上海等地文

化底蕴深厚，科技创新实力强劲; 而中西部地区

的当地特色文化优势有待进一步开发，科技创新

实力需进一步加强，文化科技创新主体需大力培

育。因此各地在推进文化科技融合的进程中，既

要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也应该突出地方特色，

结合当地实际发展情况推行有效力的政策措施。
三是完善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配套政策。虽

然各地政府紧随国家步伐，制定了促进文化科技

发展的相关政策，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政策多偏

宏观，抓手不足，配套政策有待加强和优化。同

时，政策多倾向于从促进文化科技产业融合的角

度出发，而应该从产业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

合、人才融合等多个角度全面推进文化与科技的

高端融合。
此外，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政策环 境。

虽然中国对文化科技融合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正在积极引导、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

生态环境，但从目前发展情况来看，各地对文化

科技的工作支持与投资力度稍显不足。投入多集

中在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缺少技术改造、成果

转化、科技创新、产品研发、高新技术设备进口、
品牌建设等方面的各项扶持政策。应该制定相关

方针政策，切实保护文化知识产权，争取在关键

领域形成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建立科技创新的保障措施，完善与科技创新配套

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大

力促进高新技术创新，发展高、精、尖等知 识、
技术、智力密集型文化产业，加快新技术的研发

与应用，推动新技术向文化成果的快速转化; 加

大对企业等创新主体的扶持力度，丰富文化产品

数量，积极发挥消费政策的正向引导作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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