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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在于 “文化”和“创意”，通过对相关文化资源的重新整合，以创

造出新增价值，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目标。以文化创意产

业的思想指导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和规划，促进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创新，而文化创意产业和

公共文化服务又能共同促进城市品牌形象的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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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 

（一）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 

文化创意产业，简言之就是文化创意产品产业

化，是一种近年来新兴的产业类型。“文化创意”

一词最早产生于英国，它的要义是以人的创造力挖

掘为前提，通过对相关文化资源的重新整合，以创

造新增价值的过程。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完整定义

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共识，但按照联合国发展署

2008年《创意经济报告》描述，文化创意产业是“一

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它将经济与文化相结合，在宏

观与微观层面上将经济、文化、技术和社会融合在

一起。这种模式从本质上说明了一个事实：创意、

知识和信息获取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球化时代推动经

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和技术的支

撑。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在于 “文化”和“创

意”，通过对相关文化资源的重新整合，以创造出

新增价值，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

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目标。 

（二）城市公共文化服务 

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

容，它是以政府部门为主的公共部门提供的、非营

利性的，为社会提供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文

化产品或服务，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生活权利的资

源配置活动，既包括公共文化服务的设施、资源和

服务内容，又包括人才、资金、技术和政策保障机

制等。按照近年来流行的“文化权益论”，公共文

化服务是公民实现文化权益的重要路径和集中体

现。随着十七大、十八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

“让人们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近年来，

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都出现了多元

化的发展，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三）二者关系 

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基础保

障。文化创意产业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文化和技术

的支撑，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提供的文化资源、

服务内容及技术支撑，是文化创意产业产生和发展的

源泉；文化创意者通过对公共文化服务中获得的知

识、资源的重新整合，再经过人的智慧和创意性的思

维，产生创新性的想法并通过不同方式进行表达，实

现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而形成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能够驱动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不断

创新。文化创意产业会产生文化创意产品和文化创

意服务，将这些创意性产品和服务应用于公共文化

服务，又会反过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和发展。 

二、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逐渐

重视，公共文化服务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发展

方面，都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并向多元化发展。 

目前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都在大踏步

向前发展。在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方面，城

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文化馆、体育馆，

以及农家书屋等硬件设施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

有的城市还建立了 24小时图书馆、15分钟公共文化

服务圈等便民文化服务设施，进一步方便广大市民

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在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方面，各

城市积极谋划设计，根据本市市民不同层次的文化

需求，设计了多种形式的公共文化活动，除了基本

的广场类活动外，很多城市还考虑到不同层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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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需求，开展文化下乡、送演出到工地、开展

特殊人群阅读推广等活动，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享受

到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 

虽然各级政府在逐步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

入力度和重视程度，但是目前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建

设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建设雷同，缺乏创意：很多城市在建设公共文化

设施方面，建设者往往是一味地为满足“国标”的要

求，匆忙建设，缺少规划，出现很多雷同设施，而没

有考虑自身特色和优势，没有体现自身的创意之处。 

脱离历史，缺乏特色：很多城市，历史文化久

远，但在建设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缺乏对自身

历史的挖掘，而仅仅是追求建设速度和规模，使自

己的公共文化服务没有特色，缺少文化内涵。 

缺少规划，服务形式单一：在进行城市公共文

化建设过程中，缺乏对服务设施和服务内容的整体

规划，没有对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使得各种公共

文化活动独立开展，造成活动形式单一，缺乏活力。 

三、文化创意产业助推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创新

的策略 

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一是“文化”，二是“创

意”，因此，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就离不开对公共

文化服务的发展和设计，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不断

创新；同时，利用文化创意产业的本质观念，作为

指导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原则，即充分利用创意、

知识和信息获取，并注重对相关文化资源的重新整

合，能进一步创造出新的公共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 

（一）体现创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活力 

文化创意产业即是文化创意产品的产业化，进

行城市公共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文化创

意产业中的创意，并将其应用到相应的公共文化产

品上，使其焕发新的活力，产生新的价值。另一方

面，也要根据城市的特点（包括其历史渊源、区域

位置、城市文化等方面），进行创意设计，比如可以

根据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设计城市皮肤雕塑，根据

城市文化渊源和历史，同时结合现代城市元素，设

计开展具有创新性的公共文化活动，另外，还可以

根据市民年龄层次和文化层次的不同，设计现代元

素和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吸

引更多的人参与城市公共文化活动，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的活力和价值。 

（二）挖掘历史，彰显城市文化特点 

每个城市都有其无法隔断的历史脉络，建设城

市公共文化时，要和城市历史文化相结合，体现城

市历史文化的魅力。城市在进行公共文化建设时，

要围绕文化进行创意设计和发展，仅仅考虑现代文

化，难免会造成建设雷同、形式单一的情况，而唯

有城市自身历史才能真正体现其本身的特点，因此，

要充分重视对城市历史的挖掘，挖掘其历史文化中

彰显特色的元素，并注重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一方

面，可以将城市历史作为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另一

方面，也要将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公共文化的一

部分，努力维护城市的历史形象。例如河北省邯郸

市是唯一一个经历 3 千年没改过名字的城市，其成

语文化历史久远且极具地方特点，邯郸的很多成语

典故出处都被列为历史遗产，同时他们也可以作为

公共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可以围绕相应的成语典故

设计一些具有特点的公共文化活动，使群众在参与

公共文化活动过程中体会城市历史文化的魅力。 

（三）整合资源，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创新 

通过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解读我们知道，对相关

文化资源的重新整合，可以创造出新增价值，进而

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在设计城市公

共文化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方面，也应该充分重视

对相关文化资源的重新整合，进而创造出富有新意

的公共文化活动和服务。比如，可以在充分挖掘城

市历史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将城市传统文化资源与

现代文化资源相结合，设计出更加新颖的公共文化活

动；将传统文化活动形式与现代活动方式相结合，能

够设计出吸引更多市民参与的公共文化活动形式等。 

（四）注重规划，打造全方位城市文化空间 

在当前基本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已经到位的情况

下，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就应该向多模式、多

类型、多形态发展。在进行城市公共文化建设规划

时，要注意规划的整体性，既要在财政投入、资金

分配以及资源支撑方面进行规划，还要在公共文化

服务的模式构建、服务类型组合以及服务效果评价

等方面进行规划。对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架

构进行合理规划，使群众能够处在一个被公共文化

服务包围的立体城市文化空间中。另外，城市公共

文化建设应该不仅包含有形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服务

形式建设，还包含无形的城市道德风貌、文化形态、

文化素养等文化服务软设施建设。因此，在进行公

共文化建设规划中，要注重文化软设施的规划，如

通过富有创意的文化活动，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方

式、平和的心态和热情向上的精神状态，通过对城

市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传播，增强人民群众的归属感，

提升其精神文化内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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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树立城市品牌形象 

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是一个城市文化形象的表

征，而随着城市总体水平的发展，城市之间的竞争

力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更体现在其文

化软实力方面，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既需要文化

创意产业为其带来的经济效益，又需要公共文化的

发展为其表征的文化内涵。 

文化创意产业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添彩助力，

但公共文化服务如果缺乏创新和特色，将使得城市

在文化方面没有自己的特点和内涵，也将没有城市

自身的文化品牌形象。因此，城市品牌形象的树立，

需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更需要城市公共文化服

务的创新。 

文化创意产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

城市品牌形象的树立提供创意和经济支撑，其创意

思想又能促进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而城市公

共文化服务是传播城市内在精神、传递城市文化活

力和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的主要途径，因此城市公共

文化服务的创新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树立城市

品牌形象的重要指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城

市公共文化服务和树立城市品牌形象，三者形成互

相促进、互相支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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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of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s “Culture” and “Creativity”. By the re-integration of 

related cultural resources, the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ould create new values which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and these are the aims of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With the guide of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public culture service would be 

innovating. The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urban public culture services can jointly promote the cit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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