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
研究概况

2018 年袁中国文化产业研究进入了新常态遥 这

个新常态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院研究成果数量稳中

有降袁逐渐进入细分领域研究袁关注地域尧政策尧国
家战略以及产业融合发展等问题曰研究的视角从宏

观转向微观袁研究深度有所强化遥 2018 年文化产业

研究成果的数量相比较往年有一定幅度的下降遥据
统计袁2018 年出版的关于文化产业的专著共 300
余部袁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以野文化产业冶为主题

进行搜索袁共搜索到论文 2695 篇袁其中与文化产业

直接相关的论文仅 1000 篇左右袁 其中 CSSCI 期刊

收录论文也仅 200 篇左右遥

综合分析 2018 年中国文化产业研究成果袁发
现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院渊1冤文化产业改革开放 40
年研究是一大热点遥 2018 年恰逢改革开放 40 周

年袁 涌现了一批分析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文化产

业发展历程和经验总结的成果遥 渊2冤文化产业基础

理论研究方面袁越来越重视细分领域研究袁如文化

产业学科理论尧意识形态属性尧文化消费理论尧评估

模型尧产业集聚测度等遥渊3冤地域文化产业研究成果

显著袁从学术论文数量上来看袁各省市文化产业研

究论文数量占总论文数量的 30%以上袁主要着眼于

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尧社会经济发展尧城市文化建设

等方面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成为热词遥渊4冤文化

产业融合进一步深化袁一方面是产业融合袁如文化

产业与旅游产业尧体育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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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曰另一方面是跨界融合袁如文化与科技尧金融尧
互联网等领域的融合发展遥 渊5冤文化产业政策日益

受到重视袁学术界越来越关注政府和政策在当前文

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袁聚焦在政府角色尧产业

政策尧税收政策尧知识产权保护尧专项资金政策等方

面遥渊6冤文化产业传统业态和新兴业态齐头并进袁学
者们拓宽了关注对象袁在对传统业态持续关注的基

础上袁对于新兴文化产业业态尧边缘文化产业业态

给予了关注袁如新媒体产业尧数字创意产业尧艺术产

业尧二次元文化产业尧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等遥 渊7冤关
注文化企业和园区研究遥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学

者较多关注文化企业相关问题袁如文化企业上市公

司经营绩效评价尧政府补助尧融资效率以及中小微

文化企业的政策扶持贷款等遥 渊8冤文化产业年度报

告渊蓝皮书冤持续红火但良莠不齐袁总体质量还有待

提升袁尤其是详实的统计数据尧科学的指标体系和

研究案例的典型性遥 此外袁2018 年中国文化产业研

究还表现在学术会议数量日益增多袁高校尧研究机

构和各类研究学会主办的学术会议在强化理论的

基础上袁更加关注当前文化产业实践遥 文化产业各

领域各地方的年度报告尧蓝皮书层出不穷袁但学术

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有待提升遥学术期刊开设文化产

业专栏的数量有所提升袁但是重点期刊依然没有给

予文化产业研究太多学术空间遥

二尧文化产业改革开放 40年研究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袁各行各业都围绕

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进行盘点总结袁 文化产业研

究也不例外袁涌现了一批分析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

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总结的学术成果遥
范周尧杨橘的叶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

历程与成就曳一文具有代表性袁作者从中国文化产

业的发展阶段尧 文化产业业态发展成果 渊新闻传

播尧广播电视尧动漫尧文化遗产冤尧文化产业野走出

去冶发展尧文化产业政策发展这四个方面袁以时间

为经袁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

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概括[1]遥
文化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袁学

者们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历

史进程和经验遥 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主要聚

焦于文化市场主体尧 文化市场管理以及相关的经

济和产业政策等微观层面曰 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

深化阶段则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袁 以体系建

设为出发点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遥 有学者指出袁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四十年

实践形成了四条重要经验院坚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

产力的辩证统一尧把文化发展战略纳入国家发展战

略全局尧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尧运用

文化理论创新成果指导文化建设[2]遥
文化产业政策演变研究主要着眼于改革开放

40 年来文化产业政策的历史流变袁 归纳文化产业

政策的发展规律和发展经验袁 旨在把握未来文化

产业政策的发展趋势遥 欧阳有权以文化政策的问

题导向演变为线索袁 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演变概

括为三个阶段院一是要不要开放文化市场曰二是要

不要发展文化产业曰三是怎样发展文化产业[3]遥 王

炎龙尧 麻丽娜认为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经历了五个

时期院文化政策探索期渊1978-1991冤院事业化主导

夯实市场化基础曰文化政策过渡期渊1992-2000冤院
制度化规范提升产业化程度曰 文化政策转型期

渊2001-2006冤院多元化结构增强市场化地位曰文化

政策增长期渊2007-2011冤院特色化产业推动公共化

服务曰文化政策扩张期渊2012 至今冤院融合化发展提

升国际竞争力遥 虽然袁通过特定角度和线索袁这些

文化政策演变研究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把握政策演

变的逻辑遥 但是袁文化产业政策演变不是简单的线

性发展袁 其中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弱化了政策演变

研究的价值遥
此外袁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旅游尧新闻出版等文

化产业的具体业态发展也是 2018 年中国文化产

业研究的关注内容遥 例如刘宇尧周建新通过总结我

国图书出版业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袁 探索图

书出版业的发展规律袁 把握未来图书出版业的发

展方向[4]遥

三尧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

2018 年中国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主要着眼

于文化产业学科体系建设尧 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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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文化产业史论等三个方面遥 文化产业学科建

设研究中呈现出重野产业冶轻野理论冶的学术研究发

展趋势袁如何兼顾野文化冶与野产业冶的双重属性袁是
未来文化产业学科体系建设研究需要深入探讨的

问题遥 文化产业意识形态性的研究以辩证的方式

审视文化产业作用于意识形态性的影响袁 超越了

经典文化理论的局限性遥
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以理论体系建设为出发

点袁而着眼于野产业冶属性的学科体系建设正在得

到人们的广泛认可遥 例如尹鸿认为袁野文化产业学

的基础是经济学袁 文化产业是对文化领域的经济

学研究冶袁以这个逻辑为基础袁文化产业作为一门

交叉学科袁理论基础是文化产业经济学袁应用学科

是文化产业管理学曰 学科体系是由文化产业经济

学尧 文化产业管理学和文化产业发展及产业理论

史三大部分构成曰从文化产业链条的角度来看袁学
科分支包括文化生产与文化企业管理尧 文化市场

管理尧文化产业政策法规尧文化国际贸易等四个分

支曰从行业分类的角度来看袁学科分支包括艺术管

理尧传媒产业管理尧体育产业管理尧旅游产业管理

等若干分支[5]遥 过分聚焦于野产业冶属性的学科建

设袁反映了文化产业学术研究中重野产业冶轻野文
化冶的研究趋势袁忽视了文学尧历史学尧哲学尧艺术

学尧社会学等野文化冶属性的学科在文化产业学科

体系中的重要性袁 不利于文化产业学科的健康发

展遥
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性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

重要问题袁 一方面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性可能导

致严重的文化伦理风险曰 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意

识形态性在促进社会文化健康发展尧 增强国家文

化软实力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遥 侯景娟梳理了马

克思主义尧 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学派着眼于文

化产业作用于意识形态性的消极影响的观点袁以
及大众文化抵抗野霸权冶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着

眼于文化产业作用于意识形态性的积极影响的观

点遥 马克思认为资本对于文化领域的侵蚀袁严重制

约人本身的健康发展曰 法兰克福学派则从经济政

治的角度袁批判文化工业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曰鲍
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操纵消费符号实现意识

形态统治遥 费斯克认为文化消费能否有效控制大

众的意识形态袁 取决于大众对于文化产品的具体

解读袁解读的主动性尧创造性尧积极性消解了具有

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曰 杰姆逊认为大众文化中积极

能动的自主性力量袁 为解决现实冲突或满足现实

欲望创造了可能[6]遥 辩证地看待文化产业的意识形

态性袁能够超越过往的理论局限袁在新的视角下发

现经典文化理论的价值遥 例如周晓健在新的社会

语境下发现了野标准化冶的积极意义遥 法兰克福学

派以批判的态度审视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对于普通

大众的文化控制袁 而在文化产业成为各国政府推

动经济转型发展和促进社会文化繁荣的今天袁文
化工业并没有对大众进行文化上的控制袁 反而不

断迎合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袁 由此引发了文化伦

理风险和人们对于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严重关

切袁 使学者在当下文化产业视野中审视标准化的

积极意义[7]遥 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性在通过文化产

业形塑或引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具有积

极意义遥
关于文化产业史论的研究袁 学者们从多学科

的视角袁搜集各种文献袁侧重于探讨文化产业的概

念尧文化创意产业的构建等命题袁力图展现文化产

业的组成部分袁 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出路

和对策遥 通过总结其他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

经验袁为中国文化产业的经营者尧管理者尧研究者

提供一个嘹望尧 借鉴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窗口和

实证袁得出一些有益启示袁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

国际化发展做出贡献遥

四尧地域文化产业研究

从研究主题的分布来看袁 地域文化产业依然

是 2018 年中国文化产业研究的热点遥 以 2018 年

出版的文化产业专著为例袁据不完全统计袁其中地

方特色文化产业研究专著 25 部袁文化产业园区案

例研究专著 25 部袁文化产业史论研究专著 13 部袁
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专著 5 部袁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

业态研究专著 4 部遥 2018 年地域文化产业研究主

要聚焦于以粤港澳大湾区尧野一带一路冶 等国家战

略背景下的大区域文化产业尧以省市为主要行政区

划单位的文化产业以及地域文化产业测度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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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产业研究立足于本地产业实践袁具
有鲜明区域特点文化业态的研究与本地区文化产

业发展结合更为密切遥 叶中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报

告渊2016-2018冤曳以 2015要2017 年中国文化产业

区域发展为对象袁分析了环渤海尧长三角尧东北尧东
南尧中部尧西南和西北七大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袁
探究了长江文化产业带尧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尧粤
港澳大湾区以及台湾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态势尧
困境及对策袁并对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进行评估袁
对区域文化产业的研究成果和重要事件进行了梳

理遥 国家战略背景下的地域文化产业如一带一路尧
粤港澳大湾区尧京津冀文化产业是 2018 年关注的

重点遥 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的文化产业研究着眼于

我国文化资源或产业业态的优势袁 研究如何将我

国文化业态链接到野一带一路冶的产业链条中袁主
要是在文化贸易视域下审视我国文化产业或区域

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袁并结合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

家或地区的文化产业情况袁 分析我国文化产业在

野走出去冶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遥 一种是通过比较

我国与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产业发

展现状袁分析我国文化产业的优势和劣势遥 另一种

则是分析区域文化产业或具体业态在野一带一路冶
背景下的发展定位袁 例如北京结合首都功能城市

定位袁将北京定位为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的文化交

流的载体与平台[8]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 2018 年最

炙手可热的地域文化产业研究热点遥 粤港澳大湾

区文化产业联盟尧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研究联

盟等机构相继成立袁 一系列相关论坛活动相继举

办遥 学者普遍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发展将

迎来最佳窗口期遥
具体区域的文化产业研究立足于地区和业态

特点袁充分考虑到地区和业态的特殊性袁其所提出

的建议与举措对于具体地区和业态的发展更具有

针对性遥 胡鹏林认为袁不同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状

况与发展目标并不相同袁 立足于特殊性基础上的

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袁 更有利于本地区的产业发

展[9]遥 例如袁洪馨兰从台湾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历

程与客家人作为台湾少数族裔处境的背景出发袁
提出台湾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建议[10]遥 长期以来袁
大而全的文化产业研究普遍存在袁 其得出的建议

和举措虽然拥有理论依据和实证基础袁 但在具体

地区的文化产业实践中却无法落地袁 这也是文化

产业学术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一个缩影遥
基于经济地理学的文化产业测度研究凸显了

跨学科研究的优势袁 但是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使得

相关成果具有同一性遥 依据经济发展数据测算区

域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袁 主要是从宏观角度描述文

化产业发展现状遥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测算我国

不同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袁 研究我国文化产

业发展格局遥 例如袁戴俊骋等人发现我国区域文化

产业发展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基本吻合袁呈
现出明显的东西部差异袁 东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

规模与效率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袁 深层次原因在于

野区域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耦合程度高袁由于市

场的放大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以及政策的先导作

用袁造成较强的累积循环因果链条冶[11]遥结合过去两

年的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研究袁 文化产业空间分布

和发展水平的东西差异并不是一个新颖的观点[12]遥
如何寻找新的切入点丰富文化产业与经济地理学

交叉研究的理论成果是相关领域学者需要思考的

问题遥 通过文化要素评估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袁
对于当前重野产业冶轻野文化冶的研究趋势具有启发

意义遥 向勇提出野中国城市文化力发展指标体系冶袁
通过城市文化基因尧文化活力尧文化渗透尧文化支

撑尧文化交流等五个方面的发展水平袁衡量城市的

文化原创力尧文化生产力尧文化创新力和文化软实

力遥 相较于仅仅依照国家文化与相关产业分类评

估具体业态的发展情况袁 通过文化要素评估文化

产业文化生态发展水平袁 能够更好地判断城市文

化产业的长期发展态势遥 这为城市文化产业发展

提供一个新思路袁通过优化城市文化生态袁推动城

市文化产业发展遥

五尧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2018 年中国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主要包括

文化与科技融合尧 文化与金融融合以及文化与旅

游融合三方面遥 文化与科技融合研究中以野数字冶
为核心的业态融合研究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领

域遥 在文化与金融融合研究中袁中小微文化企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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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难的问题被过分放大袁 忽视了中小微文化企业

创新能力不足和产业资源缺失的问题遥 文化与旅

游研究呈现出由实践逐渐向理论深化的研究趋

势袁更加关注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内在机理遥
文化与科技融合研究聚焦于数字技术对文化

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遥 微观层面袁以野数字化冶切入

文化科技融合研究的学者大多聚焦于数字文化产

业本身袁着眼于数字技术对具体业态的影响曰宏观

层面袁学者们则从数字中国的思路出发袁研究野数
字冶 语境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的应有

之义和发展趋势遥 结合过去几年文化与科技融合

研究袁发现文化与科技通过野数字冶实现深度融合

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遥 这种趋势不仅为数字文

化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袁 同时也为国家经济发

展和文化建设带来新的思考遥 学者们发现袁文化创

新和科技创新有利于文化产业的结构性改革遥 文

化创新方面袁 学者们主要是针对文化产业中高质

量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现象展开研究袁 例如李凤

亮认为文化创意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因袁 通过文

化创新社会产品才能趋于多元化并满足日益增

长尧更加个性化的消费需求[13]遥科技创新方面袁学者

们主要是着眼于科技创新对于业态融合发展带动

传统业态转型升级的作用袁 以及催生新业态创造

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积极意义遥
文化与金融融合中的金融支持中小微文化企

业发展的研究仍是一个热点问题遥 中小微文化企

业融资难的问题袁在得到学者们普遍关注的同时袁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被人们过分高估袁 导致学者

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小微文化企业文化创新

能力不足与产业资源缺失的问题遥 文化与金融融

合研究中文化金融风险研究亟待加强遥 例如袁西沐

认为艺术金融风险理论建设缺失,产业与市场的发

展如何影响艺术金融风险的相关机制与路径缺乏

认知,对艺术金融及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要素

与结构缺乏系统性研究[14]遥在文化与金融逐渐走向

深度融合的过程中袁 强化文化金融风险研究具有

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遥
文化与旅游融合研究由实践层面逐渐向理论

层面深入袁 由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和产业链拓展的

策略研究转变为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机制和影响研

究遥 文化与旅游融合机制研究方面袁学者们主要聚

焦于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动因袁 认为市场需求是推

动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基础动因袁 科技创新为文化

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创造了条件袁 政策规制优化了

文化与旅游融合的生态环境遥 文化与旅游融合影

响研究方面袁 部分学者着眼于宏观层面来分析文

化与旅游融合对文化生产尧文化消费尧文化传播等

方面的影响袁 认为文化与旅游融合增加了文化产

品的多样性袁促进了文化消费曰还有学者聚焦于具

体地域和业态袁 评估区域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发展

现状袁或是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视域下袁研究

传媒出版尧体育产业尧非遗产业尧博物馆文化产业尧
创意设计等具体业态的发展策略遥

六尧文化产业政策研究

2018 年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

势遥通过梳理文献发现袁2018 年文化产业政策研究

的重点有四院 一是对中外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

策进行比较研究袁探讨这些政策的优点与不足袁论
述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现状袁 力求在对比的

基础之上袁寻找适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袁谋
求文化产业发展之道遥 二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灵

活运用法律法规袁 对财税政策中的文化产业专项

资金政策进行分析袁客观评估其绩效袁最大限度地

提出权益保护之见地遥 三是对当前政策的合理性尧
实施效果进行探讨袁尤其是野一带一路冶野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冶等国家战略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遥 四

是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研究袁这部分已在本文

野文化产业改革开放 40 年研究冶中提及袁此不赘述遥
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促使世界各国加快文化

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遥 相比而言袁西方发达国家

的文化产业起步早袁 在文化产业政策上体系更完

善尧规则更成熟遥 美国的野有限干预冶尧英国的野一臂

之距冶尧法国的野文化例外冶以及日本的野文化立国冶
等政策袁 为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和文

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遥 有学者通

过分析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的文化产业袁 指出产业

政策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遥 我国文化产业政策

制定与实施应坚持野供给-消费冶双侧发力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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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袁进一步提升文化市场效率袁形成攻守兼备的

文化外贸政策,立足文化资源优势促进我国文化产

业发展遥 此外袁中国台湾文化产业政策也引起了学

界的重视袁 特别是台湾文化产业税收法律制度有

其自身特点袁主要表现在对文化创意产业所得税尧
捐赠税和营业税予以优惠袁 这为我国大陆地区完

善文化产业的税收政策提供了启示遥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袁 国家文化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研究的重要性逐渐凸显遥 财税

政策研究中关于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的反思袁 值得

引起学界和政界的警醒与思考遥 学者们开始从国

家文化治理的宏观层面袁 研究文化产业发展与国

家文化治理体系建设之间的关系[15]遥还有学者认为

文化产业专项资金并没有很好地理顺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袁 且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与效果有着明

显的负面影响袁甚至可能沦为野为钱找事冶的零和

游戏[16]遥政府财政一味地野输血冶是否对文化产业造

成了负面的影响钥 这值得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

视遥
文化产业是野一带一路冶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遥

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中袁我国文化产业野走出去冶的国际

化发展应遵循合理发展机制和规章制度袁 相关法

律法规是关键袁应该要加强顶层设计袁科学规划和

部署制度建设袁构建成熟稳定的合作机制袁完善法

制制度袁特别要重视文化知识产权[17]遥 结合国家关

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学者们对西部地区的

内蒙古尧中部地区的江西尧东部地区的福建以及东

北地区的大连等地的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进行了

分析研究袁认为创新文化产业要素供给尧优化文化

产业结构布局尧完善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是新时代中

国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选择遥
总的来说袁2018 年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大

多是立足于宏观和整体袁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针对

性尧时效性和指向性较强袁主要着眼于野产业冶属性

的政策研究袁缺乏针对具体业态的产业政策研究遥

七尧文化产业业态研究

2018 年关于文化产业传统领域的研究继续保

持平稳态势袁 据笔者统计袁2018 年共出版了 20 余

部关于文化产业传统领域的专著遥 从研究行业来

看袁2018 年我国文化产业研究重点行业与当前文

化产业各业态的整体热度成正相关袁 主要分布于

影视尧动漫尧演艺尧游戏尧传媒尧音乐尧体育等方面遥
影视产业尧 游戏动漫产业之所以成为近几年研究

的重点行业袁从研究的文献内容来看袁主要是因为

当前产业尧游戏动漫产业的产业生态尧跨界融合尧
商业模式尧 生产和消费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

改变袁明星经济模式尧IP 运营模式尧社群模式等野粉
丝经济冶模式和大数据尧人工智能尧虚拟现实等新

兴技术对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冲击遥
互联网尧 科技对传统的文化产业具有深远影

响遥 学者们侧重于从互联网对文化产业链的重构

方面研究互联网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深层次影

响遥 叶网络文学与动漫产业互动发展研究曳分析了

网络文学对动漫产业的意义尧 动漫产业对网络文

学的影响以及网络文学与动漫产业的互动发展对

青年群体的影响遥 叶网络时代中国电影表现方法与

电影产业发展曳 对网络时代中国电影的传奇化叙

事尧时空穿越尧写实镜头与写意镜头结合尧音乐音

响叙事与电影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遥
游戏产业等野危机冶文化业态是 2018 年的研

究重点遥 2018 年游戏产业出现重大转变袁政策调整

对游戏产业带来巨大冲击袁 而加强游戏管控与社

会主流话语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遥 何威对叶人民日

报曳37 年来的 1718 个报道样本展开历时性分析袁
发现 1981~2017 年在叶人民日报曳中与游戏直接相

关的报道中袁 以游戏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为主旨

的报道的比例高达 38%[18]遥主流媒体对游戏负面影

响的报道袁 形塑了主流意识形态关于游戏的刻板

印象遥 如何在游戏目前的舆论环境和野危机化冶的
不确定性的产业政策中推动游戏产业发展袁 这是

今后游戏产业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袁 同时又是亟

待加强的部分遥
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研究超越了过往

野产业属性冶与野事业属性冶的二元论观点袁着眼于

社会文化建设层面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内在逻辑

的同一性遥 学者们认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融合

能够为文化业态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遥 文化产业

与文化事业融合研究多是着眼于理论层面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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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演袁 对于产业实践中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融合

的现象关照不足袁 甚至部分文章的观点明显落后

于产业实践遥
大量学者着眼于人工智能尧大数据尧虚拟现实

等数字技术对具体业态的影响的研究袁 但仍存在

以下问题院 一是我国学者的研究多数是对传统业

态与新兴业态的融合研究和以互联网尧 科技为基

础的新业态研究袁而缺乏大数据尧人工智能尧虚拟

现实等新兴技术对文化产业未来发展影响的前瞻

性研究曰二是缺乏对新兴文化业态管理的研究袁面
对新兴业态的新特征袁 如何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

础上袁实现有效监管还未有涉及遥 三是传统业态与

新兴业态融合的过程中袁如何应对社会尧伦理等方

面的问题还需加强遥 未来袁文化产业业态研究一方

面应当增强理论深度袁 尤其是基于人文社会科学

的基础研究曰 另一方面应当强化与产业实践的联

系袁增强业态研究的现实意义遥

八尧文化企业和园区研究

文化企业研究依然是 2018 年的重点领域袁中
国知网学术期刊库共有 417 篇该领域的论文袁涉
及的主题包括文化企业的商业模式尧企业管理尧投
融资尧品牌建设尧绩效评估等遥 文化企业管理研究

聚焦于企业创新和模式创新袁 前者着眼于产业集

群外部性对于企业知识创新的积极作用袁 后者着

眼于商业模式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遥 文化企业

管理研究主要着眼于企业创新和商业模式研究遥
企业创新研究主要着眼于产业集群视域下的企业

创新袁 再一次强调了区域产业集群或产业园区中

增强企业联系推动企业合作袁 对于企业获得外部

知识的积极意义遥 对商业模式的研究袁一方面是分

析我国文化企业商业模式的类型曰 另一方面分析

当前文化企业在商业模式选择中的问题袁 例如商

业模式选择中的盲目跟风和盲目跨界制约了文化

企业的发展遥 国有文化企业公司制改革的积极意

义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肯定袁 但是体制遗留问题依

旧存在袁制约了公司制改革的效能遥 中央文化企业

公司制改革得到学者们的重点关注袁 涌现了一批

国有文化企业公司制改革研究的学术论文遥 从态

度上看袁 学者们肯定了国有文化企业公司制改革

的积极意义袁 将其视为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

积极探索遥 从成效上看袁学者们发现在已经完成公

司制改革的国有文化企业中袁 传统体制遗留的部

分问题仍然存在袁公司治理主体尧治理机制与现代

企业管理制度仍存在较大差距遥
文化产业园区研究主要分为文化产业园区理

论研究尧文化产业园区个案研究尧区域文化产业发

展研究视域下的相关研究遥 一是在区域文化产业

发展研究视域下梳理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情况遥
例如叶吉林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渊2018冤曳旨在厘清吉

林省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袁 描述了吉林省文化产

业园区的发展概况遥 在区域文化产业的整体视域

下袁文化产业园区被视为文化产业的组成要素袁文
化产业园区相关研究仅仅停留于文化产业园区现

状的描述袁并未对其内在发展机理展开研究遥 仅仅

停留于现象描述的文化产业园区研究缺乏理论深

度袁对于文化产业园区实践也缺乏指导性遥 二是文

化产业园区理论研究基于创意城市尧 产业集群等

理论视角袁通过研究典型的文化产业园区案例袁分
析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内在机理遥 例如叶文化园区

创新模式研究曳以文化产业园区为理论研究对象袁
分析文化产业园区文化创造力的集聚与外溢尧创
新模式的构成因素与运作机制袁 并提出文化产业

园区发展的战略与举措遥 聚焦于文化产业园区的

理论研究袁 通过选取特色案例研究文化产业园区

发展的普遍规律袁兼具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袁对
地方政府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政策的制定以及文化

产业园区的具体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性遥 三是文

化产业园区个案研究袁聚焦于具体文化产业园区袁
侧重于梳理园区发展的历史演变遥 例如叶北京中关

村曳针对中关村创新发展历程中的体制机制尧创业

环境尧 技术研发等方面具有独创性的典型事例展

开具体分析遥 文化产业园区的个案研究着眼于个

别园区的特殊性袁 注重发展历程的归纳和现象的

描述袁其意义是为相关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资料袁
对文化产业园区实践仅具有理论层面的启发性遥
文化产业园区研究应当进一步加强理论与实践的

联系袁 在文化产业园区和企业调研的基础上开展

相关研究遥 在理论层面袁通过归纳文化产业园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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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普遍规律指导具体产业实践曰在实践层面袁基
于具体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情况提出具有针对性

的举措遥

九尧文化产业年度报告渊蓝皮书冤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最新分

类标准袁2018 年学者们结合文化产业领域的热点

问题尧 重要工作内容和新兴业态发展趋势及文化

与相关产业融合趋势袁 总结过去一年该行业的发

展现状尧发展特征尧个案研究尧存在问题尧发展趋势

等袁 也对当前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战略

理论做出预测研判遥据不完全统计袁2018 年文化产

业年度报告渊蓝皮书冤多达百部以上袁以全国性文

化产业发展总报告尧全国性文化产业业态报告尧区
域文化产业总报告尧 区域文化产业业态报告这四

大类为主遥
从文化产业年度报告渊蓝皮书冤的内容来看袁

其旨在梳理产业发展现状和问题袁 或聚焦于产业

发展热点结合产业现实展开理论探讨遥 全国性文

化产业发展总报告着眼于特定问题分析相关文化

产业领域的发展现状袁提出战略性的发展举措袁例
如叶中国文化发展报告渊2018冤曳叶中国文化创新报

告渊2017,NO.8冤曳叶中国文化产业供需协调检测报告

渊2018冤曳叶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渊2018冤曳
叶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渊2017-2018冤曳遥 全国

性文化产业业态报告主要包括分析具体业态的发

展概况尧提出业态未来发展趋势和战略举措尧分析

本年度业态热点问题和典型性案例等四个部分袁
例如 叶2017-2018 年度中国舞蹈创意产业发展报

告曳叶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渊2018冤曳叶中国动画

产业发展报告 渊2018冤曳叶文化科技创新发展报告

2018曳袁结合了近年来互联网尧大数据尧云计算等科

技热词袁抓住当下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热门话题袁对
文化与科技融合之下的产业发展现状尧 融合路径

与战略进行研究遥 区域文化产业总报告主要是汇

总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数据袁描述区域文化产业发展

现状袁提出未来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策袁例如叶北
京文化发展报告 2017-2018曳叶上海文化创意发展

报告 渊2017-2018冤曳叶陕西文化发展报告渊2018冤曳尧

叶四川文化产业发展报告 渊2018冤曳叶湖北省文化产

业发展报告渊2018冤曳遥 区域文化产业业态报告在区

域视角下分析具体业态发展情况袁 与全国性的文

化产业业态报告相比袁 考虑了地区和业态的特殊

性袁 例如 叶新疆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研究报告

渊2018冤曳叶上海电影产业报告渊2018冤曳叶江西非物质

文化遗产发展报告渊2018冤曳遥
从作者单位来看袁2018 年文化产业年度报告

渊蓝皮书冤的作者除了出自各大高校之外袁还有政

府部门尧社会科学院尧行业协会尧公司等袁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尧杭州市委宣传部尧杭州市

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尧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尧广
东省电影行业协会尧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司尧中城

乐渊北京冤文化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袁甚至出

现了非文化产业专业的研究机构也参与编撰文化

产业年度报告的现象遥 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当前

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分布情况和学者的活跃集中

程度遥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影响力的年度报告渊蓝
皮书冤仍占少数袁作者出自于不同的学科门类袁学
科背景多元袁文化产业年度报告渊蓝皮书冤发表数

量繁多袁但整体质量参差不齐袁水平还有待提升遥
总体来看袁2018 年文化产业年度报告 渊蓝皮

书冤在研究内容上与 2017 年相一致袁都是通过总

结 2018 年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概况袁总结该年度文

化产业发展呈现出的特点袁 并围绕个案进行专题

研究袁 探讨文化产业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

挑战袁总结该年度行业呈现出的重要现象和问题袁
最后对行业发展的趋势和未来发展的创新路径进

行预测袁 得出具有前瞻性的结论遥 与往年一样袁
2018 年文化产业年度报告渊蓝皮书冤缺少详实的数

据作为支撑袁研究的案例不具有典型性和新颖性袁
缺乏学理化的分析术语和前瞻性的学术语言遥

十尧文化产业学术会议渊论坛冤

学术会议是衡量一个研究领域活跃度的重要

标准袁随着文化产业研究的深入尧研究队伍的壮大

以及各级政府和高校的重视袁 文化产业领域的学

术会议和学术论坛每年都在快速增长遥 2018 年文

化产业学术会议渊论坛冤具有以下几种类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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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高校主办的文化产业学术会议 渊论坛冤遥
此类会议数量最多袁以往更强调学术属性袁如今越

来越重视政尧产尧学尧研的综合交流袁拓展了学术交

流空间袁契合了文化产业的学术特征和学科特色遥
此类学术会议代表性的有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

院主办的野文化科技创新论坛冶遥 2018 年文化科技

创新论坛以野粤港澳大湾区院文化科技创新与区域

协同发展冶为主题袁首次引入了野企业家论坛冶袁来
自动漫尧视频尧互联网尧文化旅游尧文化装备尧文化

产业园区的企业家代表做了产业分享遥 北京大学

文化产业研究院主办的 野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

渊2018冤冶探讨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程中文化

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以及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模

式尧新业态遥 中国传媒大学的野中国文化产业跨年

盛典渊2018冤冶颁布了野中国文化产业学院奖冶九大

榜单袁 全面评点了 2017 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概

况遥华中师范大学的野2018 文化科技创新与文化产

业发展高峰论坛冶围绕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尧文
化与旅游发展进行了探讨交流遥

2. 由文化产业专业学会主办的学术会议 渊论
坛冤遥 近几年文化产业领域的专业学会相继成立袁
如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高校研究联盟尧 中国文

化创意产业研究会尧 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委员

会等袁 学会主导的会议也从最初的宏观主题逐渐

转向聚焦于某些文化产业领域或某些产业发展战

略袁以当前正在发生的文化产业实践为出发点袁探
索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和文化产业学科发展方向遥
如 2018 年 10 月在杭州举办的海峡两岸文化创意

产业高校研究联盟第十八届学术论坛 渊白马湖论

坛冤袁以野创新驱动 文化赋能冶为主题袁探讨了在新

时代的历史机遇下如何推动两岸合作发展尧 更好

地打造新时期的文化产业尧 加强两岸高校在文创

领域的实质性合作等问题遥 成立于 2015 年的中国

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袁2018 年分别在上海大学尧深
圳大学举办了野新时代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冶
和野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新冶研讨会遥 中国文化产业

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于 2017 年袁是教育部批准成

立的野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冶的专业委员会袁2018
年在南京举行了首届紫金文化产业论坛暨中国文

化产业专委会 2018 年会袁论坛以文化创意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重点袁 汇集了众多文化产业领域的专

家学者袁共同回顾过去 20 年的理论发展袁聚焦产

业发展的核心问题袁 展望新时代文化产业改革发

展的未来袁并评选出中国文化产业 20 年学术贡献

奖遥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影视产业与管理专业

委员会在南京举办野影视产业升级与江苏影视发展

论坛冶遥
3. 由各地各级政府主办的文化产业学术会议

渊论坛冤遥 以往政府过于强调企业的作用袁重视招商

引资和企业的经济贡献袁 但是文化产业属于新经

济领域袁政府和文化企业都在探索袁需要专家学者

的智力支持袁 因此近年来各地政府主办的文化产

业论坛学术性加强袁 论坛邀请专家学者对文化产

业方向尧规划和对策等给予指导遥2018 年全国各地

各级政府举办了较多文化产业论坛袁 其中上海市

委宣传部主办的 野上海文化创意创新高峰论坛冶尧
西安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野2018 丝路国际文化产业

创新与发展峰会冶尧广州市委宣传部和广州市天河

区主办的野2018 中国文创产业大会窑乡村文化振兴

高峰论坛冶袁在业界都产生了较好的反响遥
4. 由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主办的文化产业学

术会议渊论坛冤遥 这是近些年开始兴起的文化产业

交流平台袁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本是由政府搭台尧
企业唱戏的方式举行的文化产业盛会袁 目的是推

出各种文化产品的展览展示袁 促进文化产业的交

流与交易遥 但是最近几年在博览交易会上举办了

各种学术论坛袁有知名学者的主旨演讲尧有由众多

学者参与的学术沙龙尧也有由学者尧企业家尧政府

官员共同参与的产业交流与学术讨论遥 这些学术

论坛既对政府和企业界大有裨益袁 同时也拓展了

专家学者的研究思路遥 例如第十四届中国渊深圳冤
文化产业国际博览交易会举办相关的论坛或圆桌

会议等活动袁探讨产业实践层面的相关议题遥 首届

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办了 野长三角

文化融合与创新发展冶的主旨论坛遥 第九届西部文

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野一带一路冶文化产业合作发展

论坛组织了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尧 数字创意产业技

术发展尧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合作等三个分论坛遥 我

国首个以数字经济为主题的综合性博览会要要要国

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河北石家庄举行袁 同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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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野2018 中国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创新高峰论

坛冶遥 贵阳在 2018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

间主办了 野大数据时代的中国文化产业要要要文化

大数据分享与互动论坛冶遥

十一尧文化产业学术期刊

文化产业期刊与专栏方面袁目前主要有叶中国

文化产业评论曳叶文化产业研究曳叶文化创意产业曳
叶中国文化产业曳叶文化产业曳叶文化产业导刊曳为代

表的文化产业专业期刊遥 其中 叶中国文化产业评

论曳叶文化产业研究曳 这两个刊物分别是上海交通

大学和南京大学主办的 CSSCI 来源集刊袁叶文化创

意产业曳是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的收录期刊遥 此外袁
还有 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曳叶山东大学学报曳叶深圳

大学学报曳叶同济大学学报曳叶甘肃社会科学曳叶东岳

论丛曳叶福建论坛曳叶山东社会科学曳叶北京联合大学

学报曳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曳叶江海学刊曳等综合期刊

设有文化产业研究专栏袁开设不同的专题遥 通过对

2018 年度中国文化产业学术期刊的调查研究袁我
们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遥

1援 在最新的 2018 年 12 月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研究院评选出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 刊中的

一些高校学报和综合性期刊设有 野文化产业冶专
栏袁如叶深圳大学学报曳的野创意经济与文化产业冶
栏目袁每期都正常刊发若干篇文化产业专题论文袁
是有较大影响和特色的优秀栏目曰此外袁还有叶山
东大学学报曳的野文化与经济冶尧叶同济大学学报曳的
野文化产业研究冶尧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曳的野文化产

业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冶等遥 这些综合性期刊和专

栏尽管数量不是很多袁 但正在逐步形成各具特色

的学术倾向与脉络袁其文化产业研究成果在叶新华

文摘曳叶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曳 等转载系统中也获得

了较高的转载率袁取得良好的学术反响袁这些高级

别的 A 刊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平

台遥
2. 文化产业专业期刊太少袁 已有期刊的影响

力需要增强遥 当前文化产业期刊和各类文化产业

专栏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文化产业学科发展和学

术研究的需要遥 据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委员会

统计袁 目前国内有 150 个以上的高校开设文化产

业管理专业袁 但是文化产业的专业期刊不超过 10
个遥 文化产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学科袁在文化产

业视域下展开的研究袁涉及文学尧哲学尧美学尧艺术

学尧经济学尧社会学尧管理学等多种学科袁涉及传媒

出版尧动漫游戏尧创意设计尧工艺美术尧文化装备等

多种业态袁 而与文化产业研究呈现出的复杂性相

比袁文化产业专业期刊的数量显得严重不足遥
3. 国内顶级和权威期刊开设文化产业栏目较

少袁如叶中国社会科学曳叶文学评论曳叶文艺研究曳等
期刊袁2018 年几乎没有刊登过文化产业的研究成

果袁 其中一个很大原因是没有开辟文化产业的专

栏袁因而文化产业的标志性成果较为缺乏遥 文化产

业研究应该不断提高学术影响力和学科话语权袁
尽快进入主流学术圈遥

十二尧结 语

通过对 2018 年文化产业研究进行综合考察

分析袁 我们提出如下思考与建议院
1. 文化产业研究必须服务社会袁 服务地方经

济遥 从 2018 年中国文化产业的学术论文尧专著和

年度报告中袁 我们发现至少一半以上的成果都是

从各地文化产业发展尧社会经济发展尧城市文化空

间尧公共文化服务尧提高文化企业效率尧总结地方

文化产业年度成绩尧服务于野一带一路冶或供给侧

改革的国家发展战略等角度切入的袁 这说明学术

研究界已经充分意识到文化产业研究既是一种理

论研究袁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曰同时也具备极强的

应用价值袁对产业转型尧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来说

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遥 因此袁我们认为文化产业研

究在注重学术价值的同时袁 必须着眼于为产业转

型服务尧为经济发展服务尧为社会改革服务袁必须

具备双重使命感遥
2. 加强实证研究袁 深入文化产业的相关企业

和园区袁通过实地调研推动学术研究遥 文化产业的

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产业实践袁 虽然目前很多学

术成果是在研究文化产业案例和现象的基础上取

得的袁 但是依然存在从理论到理论尧 学术与实践

野两张皮冶的现象遥 因此袁我们建议文化产业研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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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经济尧管理尧文化尧美学尧艺术等理论的基础

上袁必须从面到点尧从宏观到微观袁深入挖掘学术

生长点袁深入文化企业和园区袁从鲜活的产业实践

中获得启发袁把理论表述和现象分析结合起来袁把
定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结合起来袁 在调查研究中获

得新的理论支点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尧符合中国国

情的文化产业的理论范式袁 掌握国际文化产业研

究的学术话语权遥
3. 加强应用对策研究袁充分发挥智库作用遥 中

国文化产业发展既是市场行为袁 同时文化产业政

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遥 例如 2018
年游戏产业政策的修订对整个游戏产业的冲击是

颠覆性的袁 我们如何研究这些文化产业政策对产

业发展的影响钥应该秉持何种立场钥如何影响文化

产业政策的走向钥 如何在修订文化产业政策的过

程中发挥智库作用钥 这些也是文化产业研究的重

要方面袁 中国政治经济学对文化产业有根本性影

响袁 我们必须面对并发挥文化产业研究的应有价

值遥
4. 做精做强袁 适当缩减各类文化产业年度报

告渊蓝皮书冤遥 我们发现 2018 年各类文化产业年度

报告渊蓝皮书冤体量超大袁不少甚至成为学术形象

工程袁没有发挥推动学术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实效遥
我们建议各地政府尧 高校和研究机构应当重新审

视编撰文化产业年度报告渊蓝皮书冤的初衷袁选择

真正有学术含量和能够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行业

性和区域性的总结报告袁做精做强袁力争改变文化

产业年度报告渊蓝皮书冤现有的数量多但质量不精

的现状遥
5. 强化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研究袁 通过各种方

式加强与政府尧企业界的交流与合作遥2018 年文化

产业研究通过学术会议尧产业论坛尧博览交易会等

方式袁加强了与政府尧企业界的交流与合作袁但是

并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尧 常态的学术机制和交流

机制遥 文化和旅游部一直在推动政产学研用一体

化研究袁成立了一批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尧国家

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遥 科技部也联合中宣部尧文化和

旅游部等部委在全国各地建立国家文化和科技融

合示范基地袁 这一系列的举措也为学术界提供了

与政府尧企业界交流与合作的机会遥 如何在这个过

程中建立常态化的机制袁 也是未来文化产业研究

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遥
6. 加强与学术期刊合作袁 共同推出更有学术

价值和产业效应的成果遥 2018 年文化产业成果特

别是学术论文的数量呈下降趋势袁 这是一个很大

的警醒信号袁我们必须强化文化产业理论探讨袁加
强与学术期刊的交流与合作袁 通过学术会议尧论
坛尧沙龙尧工作坊等方式袁寻找文化产业研究的重

点尧难点和热点袁结合中国文化产业的当前现状水

平袁推出接地气尧有深度尧契合产业需求尧有重要学

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遥 这不仅能推动文

化产业的学术和产业发展袁 而且在理论研究和学

术期刊之间形成一种互相促进尧 互相提升的良性

互动关系遥
7. 加强野一带一路冶尧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

略下的文化产业研究遥 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的文化

产业研究的核心是如何引导我国文化产业参与

野一带一路冶建设袁这方面的研究应着眼于野文化产

业走出去冶和野文化产业竞争力冶两个关键点袁分析

我国文化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袁探
讨我国区域文化产业或具体业态在野一带一路冶背
景下的发展遥 粤港澳大湾区已上升为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袁也是世人关注的焦点袁但当前还主要是新

闻热点袁而没有成为学术重点遥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产业研究应聚焦制度创新尧区域协调尧产业跨

界链接尧国际化合作尧文化融合等领域袁打破大湾

区内部地域之间的区隔和壁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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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f Researches on China爷s Cultural Industry in 2018

ZHOU Jian-xin, HU Peng-lin
(Institute of Cultural Industry,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In 2018, researches on China爷s cultural industry have entered a new normal, an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many aspects. The researches were stable with a slight decline in number, and presente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scholars summed up the experience of China爷s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past 40 years; more attention was paid to subdivision in researches;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study of regional cultural industries; great importance was attached to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research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policies, the formats of emerging and marginal cultural
industries, cultural industry research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strategy, and researches on 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parks; the number of microscopic studies of cultural industry grew fast; the annual reports of cultural industry (blue
book) continuously grew popular; academic conferences of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ed rapidly.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problems with China爷s researches on cultural industry in 2018, for example, there were few high-level achievements in
cultural industry researches, theoretical discussion was divorced from industrial practice, annual reports were mixed with
different qual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ized academic journals lagged behind.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cultural industry researches in China in 2018, we believe that the cultural industry researches should aim
to serve society and local economy, more efforts should be put in researches on application measures, appropriately reduce
the size of annual reports, promote research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industri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ized journals, and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researches on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along 野One Belt and One Road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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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industry; academic journals of cult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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