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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转型的核心动

力。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要在把握时代使命、目标定位和战略路

径的基础上，立足区域、依托全国、放眼世界、面向未来，构建区域利益共同体，

发挥区域产业优势，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本课题分析了长三角

区域 25个主要城市的创意产业发展现状，通过国际市场占有率（IMS指数）、

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三个指标，从创意

商品和服务两个视角对比研究了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的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水

平，最后站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提出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与创意产业跨界融合

共生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创意产业空间协同共生发展、人才培养与知识产权保护

等视角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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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eativity, innovation, cre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have become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with higher 

qu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regional interests, give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regional industries, and form a world-class city cluster with global 

competitiveness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mission, target positioning and strategic 

path of the Time, with reliance on the region and the whole country, looking around the 

world and facing the futur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25 major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rough three indicator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index (IMS), trade competitiveness index (TC)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RCA). F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creative goods and 

services, it compare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reative industry between 

China and some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Finally,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era,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and symbiotic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echnology and creative industry, 

the spatial collaboration and symbiotic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dustry of the city 

cluster in Yangtze River Delta, talent training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Keywords digitization, Yangtze River Delta, creative industr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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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数据逐渐成为强化“内循环”、促进“双循环”的引领型、

功能型、关键型要素。“十四五”提到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转型，助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数字产

业集群。本文主要研究了数字化时代长三角区域内 25个城市创意产业国际竞争

力的情况，通过计算出长三角区域内三省一市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分

析创意产业发展现状，然后通过比较我国创意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水平来映射长

三角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使得长三角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新高地，真正成为

支撑我国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前沿阵地。 

创意产业因其具有高增速、高知识性、高附加值和绿色高效等特征，逐渐成

为现代产业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一环，具有巨大的挖掘潜力和提升空间。然而，

国内外对于创意产业的研究滞后于实践的发展，缺乏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

尤其是区域性创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因此，本课题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创

意产业发展的现状，运用国际竞争力的三个评价指标来比较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竞

争力，然后提出了提升长三角区域内各城市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项目研

究成果对长三角城市群数字技术与创意产业跨界融合共生发展方向以及未来规

划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为各城市的创意产业协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二、相关研究综述 

英国 Creative Industries Task Force（1998）提出由个人创造力、天分和技能

为基础，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就是创

意产业。 Zeng（2019）[2]通过对具有多元文化印记的再生历史街区——北京五道

营胡同的案例研究，不仅论证了物质再生的成果，还探讨了物质转化与文化身份

复杂性之间的关系。Li（2017）建立了一个整体的商业模式框架，并以此来分析

来自创意产业的经验证据。他认为数字技术促进了创意产业商业模式的普遍变化，

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兴趋势是在一个公司内越来越多地采用多种商业模式作

为一个组合，强调了未来研究的三个新主题。Bakan & Dogan（2012）运用波特

的钻石模型对卡赫拉曼马拉什市基础产业竞争力进行了研究，最后他们发现可以

提供设施的领域，以提高行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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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建（2020）认为长三角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跨省市的协同机制最

为有效、文化产业集群最为强盛、国际文化合作和贸易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这

一充满活力的氛围是有益文化、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等诸多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

朱旭光（2008）基于“钻石模型”讨论了浙江省创意产业的竞争力，认为浙江省创

意产业发展较为迅速,总体实力在全国排位靠前,逐渐成为国内少数的文化创意产

业先发地区之一,不过与我国一线城市北京、上海这两个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的第一梯队城市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华正伟（2012）认为我国创意产业集群

还处于初始发展阶段，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曲国明（2012）和张璐、王欣（2014）

等认为我国在创意商品方面的竞争力较强，但还处于初级形态，依靠的是低成本

优势，而在创意服务领域的竞争力较弱。高琪（2014）认为我国创意产品在出口

总量上具有优势，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在创意产品出口结构上不大

平衡，艺术设计和工艺品类占比很大，而其它产品比例过小。另外，邓瑞凌（2013）

利用外显性竞争力指标对十个国家间隔八年的数据进行了国际竞争力测算，认为

我国具有极强国际竞争力的是创意商品，而创意服务的竞争力水平较弱，提出要

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提高文化市场的开放度、扩大资金来源等建议。邓泳红

（2015）认为 2012 年中国创意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高于美、德、英、法和印度，

但从创意产品的优势行业来看，中国与美、德、英、法等国存在很大差异。蒋婷

婷、叶臻、谢富纪（2012）认为我国创意产业处于“领头羊”的地位，产业整体发

展态势良好，但产业结构不合理，原创能力和创新创意消费等方面存在不足。魏

军（2008）建立了“创意钻石模型”，认为区域环境、政府的支持和参与是城市创

意产业形成及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胡冬雪，潘勤华（2009）基于波特关于产业

竞争力的钻石模型理论,结合上海创意产业的发展现状, 探讨了上海市创意产业

的竞争力，认为上海市创意产业的发展有机遇也有挑战，创意产业的发展主要多

关注城市, 忽视了对郊区、农村的传统手工业改造和文化元素的挖掘。张妙枫

（2019）分析了全国以及长三角地区创意产业发展的现状和特点，认为我国创意

产业在 2014年以后就具备了支柱产业的雏形，长三角地区创意产业的发展处于

全国领先的状态。 

创意产业是在经济、社会和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自然产物，经济全球化

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创意产业的外向性融合共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华

正伟，2012）。UNCTAD创意产业的定义是：创作、制作和销售有创意性内容、

有经济和文化价值、以市场价值为目标的产品。为了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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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说的创意产业按照 UNCTAD的含义来界定，认为创意产业的本质是创意的

循环，首先是要有创意的想法和灵感，然后将它们投入到创意商品和服务的生产

制作过程中，最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应用，以市场价值为导向获取经济利益

（张璐，2014）。 

本文在综合考虑现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探讨了数字化时代长三角区域内

25个城市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水平，得出了长三角地区创意产业发展潜力较大，

虽然在创意商品上发展势头强劲，但在创意服务上仍存在依靠廉价劳动力、创新

创意不足和创意产业集聚区相似度较高等问题。  

三、长三角城市群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长三角 25个中心城区大部分处于我国创意产业发展强势区域，由于长三角

人才资源、文化资本、社会影响和创新环境等方面存在优势，且政府在文化科技

和科研投入较大，因此上海、江苏和浙江的创意产业的生产力、影响力和驱动力

等都表现较好。如图 1所示，长三角城市群已初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先试先

行、以杭州、南京、合肥为主体进行学习推广并向“外围”整合联动，辐射带动周

围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中心—外围”格局。 

浦东开发 长三角 泛长三角
由东部优
先发展开

放沿海

时
间
与
次
序 由中心到边缘再到外围

 中心 先试先行  边缘 学习推广  外围 整合联动 地理与区位

由
南
向
北

 

图 1 长三角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关系图 

为了反映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本文选取信息技术、传输和软件服

务业,科研和技术服务业以及文、体和娱乐业三个行业的增加值作为创意产业的

统计量，计算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表示贡献度（张妙枫，2019）。计

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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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市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上海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已经开始注重创意产业的发展，并以“世博会”

为契机获得“创意之都”的称号。历经 30 年不断发展更迭，伴随着上海市经济的

持续发展、经济总量日益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创意产业已成为上海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数据来源：http://tjj.sh.gov.cn/上海市统计局 2010-2021统计年鉴 

图 2 上海市生产总值、创意产业增加值与创意产业贡献率（单位：千亿元/%） 

如图 2所示，上海市创意产业增加值同 GDP呈逐步上升的趋势，从 2009年

1.05千亿元上升到 2017年 3.23千亿元，其中 2015年的增长率高达 20.51%，同

年GDP的增长率仅为 8.81%。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从 2009年的 6.28%

上升到 2017年的 14.93%，翻了 2倍多。虽然上海市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成螺旋式上升状态，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具有一定的差距，如：缺乏具体、

长期、一致和重点的统筹规划,缺乏创意人才以及相关与支持性企业,基础设施建

设还不够不完善,各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环境不够优化等问题。 

（二）浙江省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颇具特色的现代文化是浙江省大力发展创意产业的基础,

特色小镇、数字创意产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迅速。目前，浙江已经初步形成了以

杭州为中心，宁波、温州等大城市联动的局面。伴随着浙江省民营经济的活跃发

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创意产业也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如表 1 所示，浙江省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2010 年同比下降了

（1） 
1

1

100%t t
t

t t

CI CI

GDP GDP
 −

−

−
= 

−

http://tjj.sh.gov.cn/上海市统计局%202010-2021


数字化时代长三角城市群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 

7 

0.36%，此后到 2017年均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但到 2018年又下降到 4.01%；杭

州市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2009 年的 1.4%增长到 2019 年的 8.66%，

并且在 2014年的时候高达 16.92%，比 2010年高了近 22倍；宁波市从 2009年

至 2018年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才 1.9%，虽然宁波市创意产业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未能超过 2%，但是增长率相对比较平缓；温州市创意产业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是 2015年 2.68%，最低是 2018年-0.85%，与杭州市相比还

有一定的差距，这说明温州市创意产业发展速度较慢；金华市、嘉兴市、台州市、

湖州市和舟山市的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上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增加。 

表 1 浙江省主要城市创意产业对浙江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数据来源： http://tjj.zj.gov.cn/浙江省统计局 及各个市统计局 2010-2020 统计年鉴 

如图 3所示，浙江省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2010年到 2017年呈稳

步上升的态势，然而杭州市从 2012到 2013年上升幅度较大，从 2017年到 2018

年下降幅度较大，呈现出较不稳定的发展趋势。虽然浙江省主要城市创意产业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有所上升和下降，但是总体发展情况是积极的、正向的，这

验证了创意产业促进了浙江省经济的发展。浙江省创意产业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

巨大的发展潜力，它可以迅速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逐步推动浙江省

经济的发展。 

年份 浙江省 杭州 宁波 温州 金华 嘉兴 台州 湖州 舟山 

2009 3.88 1.40 0.55 0.47 0.49 0.13 -0.06 0.26 0.06 

2010 3.52 0.77 0.45 0.20 0.19 0.09 0.11 0.09 0.04 

2011 5.52 1.51 0.25 0.28 0.27 0.17 0.13 0.14 0.05 

2012 8.97 2.46 1.03 0.65 0.41 0.24 0.14 0.10 0.14 

2013 10.68 14.00 1.90 0.15 0.27 0.04 0.29 0.11 0.08 

2014 14.11 16.92 0.60 0.44 0.04 0.25 0.17 0.03 0.05 

2015 16.31 14.15 1.07 2.68 1.31 0.37 0.14 0.35 0.25 

2016 16.72 11.89 0.66 0.02 0.37 0.32 0.29 0.19 0.21 

2017 18.25 12.17 0.58 0.76 0.41 0.43 0.09 0.18 0.10 

2018 4.01 4.05 1.00 -0.85 —— 0.36 —— —— -0.07 

2019 —— 8.66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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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http://tjj.zj.gov.cn/浙江省统计局 及各个市统计局 2010-2020 统计年鉴 

图 3 浙江省及其 8 市创意产业贡献率（单位：%） 

（三）江苏省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江苏是中国目前唯一的所有地级市跻身 100强的综合发展水平省，其位于物

产丰富，历史悠久的华东，空间要素资源占有绝对的优势。但由于经济基础及要

素资源、地理位置等方面原因，江苏大部分地级市各产业结构之间都存在区域性

差异，创意产业亦是如此。南京、常州等市的创意产业增加值的增幅已经分别超

过该市的 GDP增幅，一跃成为该区域经济发展新的推动力。 

如表 2所示，江苏省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为 2014年的 10.21%，

最低为 2009年的 2.3，并且从 2017-2019年维持在 6%左右；南京市创意产业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2009 年的 0.25%增长到 2019 年的 4.55%，翻了 18 倍多；

无锡市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 2016年和 2017年超过 1%，其他年份均

未超过 0.8%；苏州市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低为 2018年的 0.07%；从

整体来看，江苏省不同城市之间创意产业发展差异性较大，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有上升也有下降，这说明各个城市对创意产业发展的方向不同、重视程

度也不同。 

表 2 江苏省主要城市创意产业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年份 江苏省 南京 无锡 常州 苏州 南通 盐城 扬州 镇江 

2009 2.3 0.25 -0.2 —— 0.3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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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http://tj.jiangsu.gov.cn/江苏省统计局 及各个市统计局 2010-2020 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 http://tj.jiangsu.gov.cn/江苏省统计局 及各个市统计局 2010-2020 统计年鉴 

图 4 江苏省主要城市创意产业贡献率（单位：%） 

如图 4所示，南京市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2013-2014年以及 2018-

2019年增长的幅度较大，从 2015-2018年较为平缓；镇江市近两年创意产业发展

与南京市相比较为缓慢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为负值。 

（四）安徽省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安徽正致力于建设文化大省，其创意产业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发展潜力，

-2%

0%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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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

12%

江苏省 南京市 无锡市 常州市 苏州市

南通市 盐城市 扬州市 镇江市

2010 3.25 0.44 -0.01 0.06 0.16 —— —— —— —— 

2011 6.24 0.52 0.05 0.08 0.34 —— —— —— —— 

2012 7.08 0.95 0.12 0.08 0.64 —— —— —— —— 

2013 9.48 1.67 0.75 0.48 0.27 —— —— —— —— 

2014 10.21 4.88 0.27 1.45 1.23 1.23 0.21 0.55 0.72 

2015 6.09 2.6 0.35 1.01 1.1 0.77 0.3 0.39 0.39 

2016 9.42 2.22 1.21 0.51 1.35 0.71 0.31 0.55 0.46 

2017 5.17 3.1 1.33 1.78 2.23 0.91 0.3 0.46 0.38 

2018 6.72 1.97 0.23 -0.86 0.07 0.81 0.89 -0.18 -0.51 

2019 6.03 4.55 0.61 0.88 1.4 0.14 0.38 0.18 -0.52 

http://tj.jiangsu.gov.cn/
http://tj.jiangsu.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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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创意产业贡献率最高在 2018年达到了 12.95% ，在 2016以后创意产业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维持在 10%左右，这说明创意产业在安徽省已经基本具备

了支柱产业的雏形，8个主要城市的创意产业贡献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如表 3 所示，安徽省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2015-2017 年维持在

10%左右，并且在 2018 年达到了 12.95% ，这说明创意产业在安徽省已经基本

具备了支柱产业的雏形；合肥市创意产业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2010年

的 1.47%下降到了 2011年的-2.51%，在 2017年达到了最高的 6.69%；芜湖市创

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2009 年的 0.13%到 2017 年的 0.55%翻了 4 倍多；

池州市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四年为负，相较之下，与合肥市还有一定

的差距；宣城市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2016年的 0.01%增长到 2017年

的 0.58%翻了高达 58倍，这说明宣城市也开始重视创意产业的发展。 

表 3 安徽省主要城市创意产业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数据来源： http://tjj.ah.gov.cn/安徽省统计局 及各个市统计局 2010-2020 统计年鉴 

如图 5所示，芜湖市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为平缓，从总体上来看

处于上升的状态，然而合肥市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起伏不定、忽高忽低。

铜陵市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2016到 2017连续两年为负，安徽省 8市

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有上升也有下降，但是从总体来说是显著提高

了的。不过，安徽省政府还应继续为各市提供帮助，加大对各市创意产业发展的

年份 安徽省 合肥 芜湖 马鞍山 铜陵 安庆 滁州 池州 宣城 

2009 1.19 2.4 0.13 0.45 0.11 0.17 0.07 0.01 0.25 

2010 1.77 1.47 0.62 0.21 0.09 0.37 0.43 0.07 0.30 

2011 1.79 -2.15 -0.36 -0.51 -0.14 -0.29 -0.04 -0.07 -0.49 

2012 1.24 1.27 0.93 0.19 0.27 0.84 0.32 0.17 0.58 

2013 2.73 1.15 -0.55 0.17 0.14 -0.62 0.07 -0.15 -0.35 

2014 3.17 1.78 1.42 0.12 0.04 1.24 0.10 0.2 0.06 

2015 10.56 5.99 0.59 0.80 0.78 -1.3 0.22 -0.07 0.20 

2016 9.78 3.45 0.88 0.29 -0.04 0.16 0.34 0.22 0.01 

2017 9.31 6.69 0.55 0.36 -0.32 0.31 -0.14 -0.10 0.58 

2018 12.95 0.72 —— 0.32 —— —— —— —— —— 

2019 —— 1.74 —— 0.15 —— —— —— —— —— 

http://tjj.ah.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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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力度，努力营造一个和谐的创意氛围，多向其他优秀省、市学习并吸取经验

和教训，积极引入优秀企业和创意人才为创意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数据来源： http://tjj.ah.gov.cn/安徽省统计局 及各个市统计局 2010-2020 统计年鉴 

图 5 安徽省及其 8 市创意产业贡献率（单位：%） 

四．中国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分析 

本文采用 UNCTAD相关统计数据，目的是为了使选取的指标具有一致性和

可比性，主要统计对象是创意商品，选取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

韩国、印度、新西兰和意大利十个国家作为样本数据，样本包括发达国家、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转型国家，覆盖面较广，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本节从创意商品和

创意服务两个视角，对我国创意产业的竞争力水平进行国际比较，从侧面来比较

分析长三角城市群创意产业竞争力水平的国际情况。此外，因为大部分国家缺少

创意服务的相关数据，并且公布的标准也各种各样，导致 UNCTAD创意服务的

数据没有参考价值，再加上中国创意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比例较小，因此本文主要

参照 UNCTAD的分类和其提供的 2006-2015 年创意经济中创意商品相关数据对

创意商品进行定量分析（高琪，2014），对创意服务进行定性分析。本文选取在

国际经济组织的统计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的分析指标，它们分别是 IMS指数、TC

指数和 RCA指数这三个评价指标，从产业竞争结果角度探讨了长三角城市群创

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邓瑞凌，2013）。 

（一）创意产品 IMS指数比较 

IMS指数即国际市场占有率是一国（或地区）创意商品的出口总额与世界该

http://tjj.ah.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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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出 

口总额的比值。此比例升高则说明该国（或地区）创意商品出口有较强的竞

争力。计算公式为： 

 

其中， 为 国 产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为 国 产业的出口总额， 为世

界 产业的出口总额。 

 

数据来源：根据UACTAD 全球创意商品和服务贸易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表 4   2006-2015 年各国创意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情况   单位 % 

如表 4所示，从 2006-2015年中国创意商品的市场占有率领先于其他九个创

意产业较发达的国家排名第一，虽然从 2006年 19.5%到 2007年 19.4%以及 2014

年 33.3%到 2015年 33.2%均下降了 0.1%，但是从整体上看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

从 2006年 19.5%上升到 2015年 33.2%，而同期德国下降了近 3个百分点，英国

下降了近 1个百分点，美国下降了 0.5个百分点，意大利下降了近 2个百分点等。

这个现象表明，中国创意商品的市场份额有明显优势，从而反映出我国在创意商

品方面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如图 6所示，就创意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而言，其他国家都远远低于中国，

且部分国家总体上处于下滑趋势，其中 2014年达到 33.3%，同期的新西兰为 0.1%。

美国从 2011-2014年连续四年维持在 7.3%左右，变化幅度不明显，而同期的中国

则处于持续增长的势头，这说明我国出口竞争力不断增强。 

ijMSij
ijXij wjXj /ij ij wjMS X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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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各国创意商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单位：%） 

（二）创意产品 TC指数比较 

TC 指数也就是贸易竞争力指数是某国（或地区）创意商品的净出口与其进

出口总额的比值。计算公式为： 

其中，TC 指数是 ，某国（或地区）创意商品在一定时期的出口总额是 ，某国

（或地区）创意商品在一定时期进口总值是 。 

TC指数表示某国（或地区）创意商品是净进口还是净出口， 创意产品 TC

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若创意商品贸易竞争力水平是平均的，则说明该值

接近于 0；若竞争力水平越大，则说明该值大于 0，且越接近于 1；若竞争力越

小，则说明该值小于 0，且越接近于-1；如果 NTB=1，说明创意产业只有出口而

没有进口；如果 NTB=-1，说明创意产业只有进口而没有出口。 

从表 5可知，我国创意商品的 TC指数一直大于 0，且在 2006年达到了 0.88，

并从 2012-2015年维持在 0.85左右，持续领先于其他国家，依据对 TC指数取值

范围的说明，可得出就创意商品而言，我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水平。新西兰创意

商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小于 0，且接近-1，除了 2006年均不大于-0.60，表明新西

兰创意商品竞争力较弱。我国创意商品不仅处于贸易顺差，且是净出口国，大部

分国家为净进口国。 

 

 

NTBXM ( ) ( )/NTB X M X M=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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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6-2015 年各国创意商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 UACTAD 全球创意商品和服务贸易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图 7 各国创意商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单位：百万美元） 

如图 7所示，我国创意商品的 TC指数维持在 0.8上下，处于较为平稳的状

态，英国创意商品的 TC指数虽然从 2010年到 2011年有所下降，但整体处于上

升状态，而印度和德国处于下降状态，其中德国从 2006年 0.10下降到了 2015年

-0.01，也就是说从贸易竞争力较强国变为较弱国。这反映我国创意商品贸易竞争

力较强。 

 

（三）创意产品 RCA指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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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A指数也就是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某国（或地区）创意商品的出口与

世界出口的比值再比上该国出口总额与世界出口总额之间的比值，说明相对于该

国其他出口创意商品来说的出口优势。计算公式为： 

其中， 是 RCA 指数， 是 国在 产业或产品上的出口， 是 国在 时期

的出口总额。 是 产业或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出口总额。 是 时期世界市场上的出

口总额。 

通常来说，若该值 ＜1，则说明该国该产业优势较低；若该值 1＜

＜2.5，则该说明该产业具有强有力的竞争力，且随着取值的增大，竞争力变得越

强；若该值 ＞2.5，则说明该产业有极强的竞争。 

 

表 6  2006-2015 年各国创意商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 UACTAD 全球创意商品和服务贸易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如表 6所示，我国从 2011-2014年创意商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均大于 2.5，

且在 2013年和 2014年达到了 2.69，说明在这段时期我国创意商品具有极强的国

际竞争力。虽然 2009年已下降到 2.21，但从 2006年到 2015年整体来看，我国

创意商品仍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还是远远超过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然而，

同一时期的新西兰创意商品出口具有较弱的国际竞争力。另外，可以看出印度的

创意商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非常强，两次超过 3.0其中在 2009年高达 3.66。  

如图 8所示，我国创意商品显示性比较优势呈现下降趋势，2013-2014年保

持稳定到 2015年下降到 2.41，我国的 RCA指数与印度交替领先，分别处于极强

和较强的竞争力水平，不过不够稳定，从 2008年的 1.75增到 2009年的 3.66又

降到 2010年的 2.25。虽然整体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没有我国相对稳定。 

（四）中国创意服务竞争力比较分析 

ijRCAijXji tjXjt
iwXi twXt

ijRCA ijRCA
ijRCA ( ) ( )/ / /ij ij tj iw twRCA X X X 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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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创意服务相对于创意商品的竞争力要低。在创意服务六大类中， 

 

图 8 各国创意商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中国出口规模超过了美国等发达国家，且出口量最大的是广告和市民服务。然而，

发达国家出口规模最大的是在建工服务和研发上，如美国、德国出口规模最大的

是研发，英国出口规模最大的是建工服务。中国在创意服务的六大类出口中，只

有广告和市民服务竞争力较大，其他创意服务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还有

很大的上升空间，甚至出口量都比不过印度。 

从结构上看，我国创意产业非常不平衡。创意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比例仅为 32∶

1，远不平衡于世界平均水平。在 2010 年，就国际市场占有率而言，我国仅为 2%

左右，相较于 2003年有所下滑。然而，同期的德国高达 18%，美国也达到了 8%。

美国和英国两国的贸易竞争力一直处于前两位。基于创意产业链的视角，从国际

上来看，就创意商品而言，我国虽然是出口大国，但是创意产业始终处于价值创

造的底端。在国际贸易领域，全球五分之四的创意服务市场被发达国家占据，这

些国家始终牢牢掌控着创新、创意高端产品和服务贸易的主动权。 

创意服务的相关及支持产业有旅游和教育产业等，在这些产业上美国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尤其是教育产业，美国不仅拥有世界顶级大学，而且还有大量顶尖

的、专业化的教育培训机构，这些都为创意人才、新技术、新产品、新艺术等创

造了极好的氛围，也是美国保持良好竞争优势的基础支撑。虽然中国创意产业起

步较晚，但是有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同时，在旅游业越来越规范的情况下，相信

我国创意服务方面的竞争力也会逐渐提高。 

总之，我国创意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强，并且在短期内将继续保持这种竞争



数字化时代长三角城市群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 

17 

优势。然而，在创意服务的出口上竞争力有着较弱的水平。老实说，就创意商品

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而言，我国创意产业具有的较强竞争力是有水分的，因为我国

出口的商品基本上都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品，只能依赖着廉价劳动力，并且自主专

利很少，以致于创意商品竞争力出现夸大、虚高的现象，从近两年的 RCA 数据

可以看出，英国、美国和日本都呈现上升趋势，而我国却有点下滑，这可能是由

于在廉价劳动力上，我国已经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然而，创意服务则是依赖于

创新、创意等发展起来的产业。所以，就创意服务而言，我国竞争力水平较弱，

说到底还是由于我国的相关政策和基础设施没能及时落实、缺乏创意人才以及没

有提供资金保证等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还很弱，为了更

好的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本文将结合上述分析提出相关对策。 

五、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随着智能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不断增加，对美好生活需要

日益增长。长三角各城市如果想要通过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来实现产业结构升

级，就要避免区域间和区域内的恶性竞争，根据各自地理优势和文化产业特点走

创意产业特色化的协同发展之路。在合理定位长三角区域内城市创意产业发展重

点的基础上，不断优化空间布局，推动长三角地区创意产业要素资源集聚，促进

我国创意产业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一）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创意产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基础设施是指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信息网络为基础，为经济、社会发

展及居民生活提供感知、传输、存储、计算及融合应用等基础性信息服务的公共

设施体系，主要包括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新技术基础设施等，建设高质量 5G网

络全覆盖。加快数字技术与文化的融合运用，打造现代化数字创意产业发展先行

区，实现跨界融合共生。加快建设数字政府，积极主动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

的制定，为我国创意产业快速稳定的发展奠定基础。 

各部门政府还要在创意产业的发展中起到积极引导作用，优化创意产业的创

新创业环境；提高政府服务意识，为创意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制定更多优惠政策；

鼓励科研院所、创意人才、艺术家们、行业协会、创意企业形成多元共生共建的

创意产业生态系统，构建长三角城市文化创意产品丰富、创意产业价值链升级、

创新绩效提升的各类资源的蓄水池。长三角区域内各城市政府要立足长远协同可

持续发展目标，打造产学研创一体化平台，将创意产业空间要素资源进行有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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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配置，发挥市场活力，将高度的市场化和搞笑的商业运作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的根本特征，以文化创意产品制造企业为核心，集信息咨询服务、中介机构、

经纪公司、政府、行业协会、民间组织等形成包括内容创意、加工生产和市场营

销的创意产业链。同时要加强对创意产业投资人权益的保护，让资本更多地为创

意产业发展赋能，从而引领长三角城市群创意经济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二）释放数字经济新势能，吸引创意人才集聚 

以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在不断

发展过程中迸发出引领时代的巨大能量。如图 9所示，长三角城市数字经济指数

70分以上的城市为上海、杭州，40分以下的城市为江苏省和安徽省部分城市。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打造全球数字经济高地：2019 数字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报告》 

图 9 长三角城市数字经济指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逐渐上升

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区域内各城市要抓住机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将各自的优

势和新技术有效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创意产业集群。例如：杭州

要携手宁波和温州两大城市发挥着各自的人才、地理资源优势和文化、产业结构

的特点，积极带动周边城市像嘉兴、绍兴、湖州、台州和舟山创意产业发展相对

较弱的城市，使各城市发挥各自的风土人情，大力发展本土特色文化产业，共同

推动浙江省创意产业的发展。 

在现阶段创意人才匮乏的状况下，应建立多元人才培养模式。首先，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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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有院校资源，培养出大量经营管理型创意人才，建立多元化的相关人才培

养基地，促进各机构培养出高质量高层次创意人才。然后，要重视创意人才的短

期培训。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相关知识、信息更新更加广泛、迅速，只有掌握了

产业的最新信息和情况，才有可能会克服困难并做出进一步实质性的突破。 最

后，还要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高素质人才引进和国际交流机制。 进一步促进创

新、创意和创造学院建设示范项目，锻炼其数字知识、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商

业职场等综合能力，从而提高创意产业复合型人才的质量。 

总之，要以专业教育为主线，以立德树人为引导，以三创教育为驱动，以产

业需求为导向，在产业、知识、技术、技能的深度融合中，培养适应新业态、新

模式、新技术发展趋势，拥有数字化能力与思维，熟悉数字贸易及创意产品和服

务进出口基本业务的高素质、创新应用型国际经贸人才。 

（三）设立数字创意技术与装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从图 10可以看出，数字化时代创意产业以创新设计和数字创意技术为基础，

以内容、版权、文化和创意为核心，在跨界融合共生的基础上，使得相关与支持

产业积极健康发展。就组成结构而言，数字化时代创意产业具有相互连接的三层

网络框架，即“TD+4C+X”：（见下页图 10）。 

（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科技与创意产业的融合 

根据创意产业链的不同环节，政府应当系统性地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尤

其是创意研发阶段，由于该阶段的参与人数较多、组织较涣散，使知识产权得到

的保护不足，侵权行为时有发生。政府可设立专业部门以加强对研发阶段知识产

权的保护力度，防止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受挫。另外,还要注重科学技术与创意产

业之间的深度融合, 要清楚科学技术对创意产业稳定发展的积极作用，科学技术

的进步为创意产业提供新的传播渠道以及体现方式的革新，应多方利用科技手段，

将创意的商品化进程缩短，实现创意产品的市场价值。 

（五）提升创意服务水平，加大研发资金投入 

全面繁荣建筑、工程和其他技术服务，研究与开发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事

业。在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和创意企业的发展初期，通常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也

就是说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成本，却没有相应的产出。这个时候企业缺乏资金，

需要地方政府给予相应的扶持，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或者补贴，使企业

能够维持正常的研发和经营工作，政府还可以设立相应的创意产业专项发展基金，

促进企业的积极性并鼓励企业研发创新型产品及服务，营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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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创意企业科学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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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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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渗透

（X）
+ +

 
资料来源：中国工程院院刊《中国工程科学》2020 年第 2 期 

图 10 数字化时代创意产业网络结构全景图 

（六）打造长三角区域协同共生环境，推动产业价值共创共享 

长三角区域内各城市要营造协同共生环境，建立融合共享机制，推动产业价

值的共创。如图 11 所示，上海要继续发挥其领导者的作用，创新引领、人才汇

聚以及辐射带动效应；浙江以杭州为中心形成数字技术赋能，创意产业多元化发

展的立体网络；江苏以南京、苏州为中心传承中华文化，跨界融合打造文化创意

产业共生链；安徽以合肥为中心突破区域发展瓶颈，发挥徽派文化优势整合创意

元素。各城市之间通过合理分工协作形成“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和

谐共生”的结构体系，提高区域内各城市创意产业生态系统整体对关键资源的吸

收、控制、转化和利用能力。长三角区域内各城市之间应该逐步建立城市战略联

盟，纵观长远发展、迎合当今时代发展主题，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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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长三角区域内协同共享目标 

总之，长三角区域内各城市需要明确各自的目标、充分利用和挖掘各自优势

和潜力，努力营造出更加多元化、相互学习借鉴以及合作共赢的积极氛围，不断

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创意人才聚集于此，共同进行新业态培育、新产品创意、新

技术应用、新商业模式与营销模式运用、新 IP打造，将产业 IP、项目 IP、服务

IP、文化 IP、运营 IP 融为一体，充分利用创客模式、众筹模式、俱乐部模式、

分享模式、分权度假等商业创新模式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空间要素资源协同健康发

展。 

编辑：孙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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