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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业已经成为北京经济

的第二大支柱产业，而首都丰富

的文化资源和良好的经济基础也

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提供

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十三五”期间北京文创产业

有哪些发展规划？将形成怎样的

发展格局？《中国企业报》记者日

前采访了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

督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文资

办”）主任周茂非。

三地协同发展
驶入快车道

《中国企业报》：在推动京津

冀文创产业协同发展进程中，北

京文资办做了哪些工作？

周茂非：10 月 12 日，我们北

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

公室举办了主题为“协同发展，

合作共赢”的第四届京津冀文化

创意产业合作暨项目推介会（以

下简称“推介会”）。该推介会是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

由三地政府引导，在文化创意产

业领域开展协同发展的先行尝

试，旨在促进三地文创产业对接

合作，为三地重点文创企业（项

目）搭建展览展示平台。来自京

津冀三地的 100 余家文创产业园

区（企业）代表、金融投资机构代

表参加了此次推介会，京津冀多

个文创项目在会上签署。这些

项目的签约落地体现了京津冀

文创产业合作升级的趋势和协

同发展的成果。

《中国企业报》：北京在文化

创意产业投融资体系建设方面有

哪些举措?

周茂非：北京市文化创意产

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

这几年的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

之所以高速发展，离不开资金及

政策的支持。

我们出台了文化创意产业金

融扶持政策，包括与北京银行设

置了创意贷，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十二五”期间支持了约 1300

家企业的项目，包括莱锦创业园、

完美世界、798 等创意企业和园

区，已跻身世界级行列。

2012 年，北京市政府授权文

资办出资设立北京市文化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集团为文

创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慢、融资

贵问题，服务对象90%以上为中小

文化企业。2015 年，北京文创产

业实现增加值3179.3亿元，占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3.8%。

优化区域文创
发展格局

《中国企业报》：文资办下一

步将开展哪些工作推动北京文创

产业发展？

周茂非：北京市文资办将联

手天津、河北文创主管部门，以

“文化创意产业项目推介会”为抓

手，继续推动京津冀三地文创产

业合作对接，不断开拓文创园区、

企业、项目间的合作渠道，发挥好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示范和

带动作用，努力构建京津冀文创

产业协同发展体系，优化区域文

创发展格局。

文资办每年通过公告把当年

度支持的文创领域、范围、条件公

之于众，并制定北京市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企业项目征集

评审管理办法，对补助、贴息、贴

租、贴保奖励等措施做到制度规

范化。文资办还委托银行对企业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管，一旦有

企业进行违规违法操作，即进入

黑名单。

最终要让
效益和数据说话

《中国企业报》：如何能兼顾

疏解非首都功能和发展文化创意

产业？

周茂非：以石景山区为例，网

络游戏企业搜狐畅游只占用了一

栋办公楼，每年却能形成 20 亿至

50亿元的销售额，几个亿的税收，

同时带来了一批高端人群的集

聚，为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城市的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都提供了更大

的机遇。在非首都功能疏解过程

中所腾退出的众多工业厂房和物

流集散基地，这用于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是最好的选择。

2016 年 1—7 月，全市规模以

上文化创意产业法人单位实现收

入7171.8亿元，同比增长8.9%；从

业 人 员 117.7 万 人 ，同 比 增 长

0.2%。纳入市文资办监管范围的

8 家国有文化企业经营业绩保持

稳中有增。在第八届“全国文化

企业 30 强”评选中，保利文化、万

达文化等7家北京地区企业入选，

这一数量占全国比重的近三分之

一。再加上多个文创项目的落

地，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质量

和效益稳步提升。

发挥示范作用 推动三地文创产业对接合作
专访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周茂非

优势互补优势互补：：让文创项目绽放京津冀让文创项目绽放京津冀

本报记者 朱晨辉

在相关部门的合力推动下，大批优质的文创项目正在陆续
落地，而三地的文创产业，也因此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对三地文创产业协同发展也

带来了新的机遇。目前，河北省正

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按

照优势互补的原则，主动在功能、产

业、城镇、要素、交通、环境等方面与

京津对接，共谋发展。未来，河北省

在文创产业发展方面有何计划和具

体做法？《中国企业报》记者对河北

省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省委外宣局（省政府新闻办、省网信办）局

长（主任）张砚平进行了专访。

促进交流推动三地协同发展

《中国企业报》：为推动文创产业发展，河北省出台了哪些政策

措施？

张砚平：河北拥有“三个从这里走来”：“东方人类从这里走

来”、“中华文明从这里走来”、“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河北山河壮

美，文化底蕴深厚，拥有承德避暑山庄等世界文化遗产5处。近年

来，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迅猛，以石雕、乐器、宫灯、剪纸等为代表

的传统艺术蓬勃发展。全省各地深入挖掘文化旅游资源，创作开

发出一系列反映河北文化元素的大型实景演出，在全国很有影响，

深受国内外游客青睐。这些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成效，为我们

发展文化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们谋求京津冀文化产业

协同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多年来，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工作，先后

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并积极扶持各类文

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在税收、金融、用地、技术等给予全方位的支

持，使得全省文化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突飞猛进的良好态势。

京津冀文化产业园区（企业）联盟的成立，为推动三地文化产

业园区、文化企业之间的务实合作搭建了机制化、常态化平台。三

地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主管部门密切合作、携手共进，开展了一系

列的对接合作活动，包括每年联合举办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项目

合作交流会。

除省级部门推动以外，各市县也积极对接、谋求合作。唐山市

抢抓京冀两地携手共建“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新机遇，开展了

“打造京唐宣传文化合作新平台”专项工作，与北京市朝阳区、东城

区、西城区和天津市和平区、河西区、津南区协商签订了《京津冀部

分地区文化战略合作协议》。

我省各地文化企业利用政府搭建的各类文化产业对接合作平

台，主动上门对接，谋求深度合作，成功牵手京津企业，达成一批合

作意向。例如河北广电网络集团在获国家专项建设资金基础上，

进一步加大进京对接跑办力度，成功与中国广电网络公司、国家开

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北京歌华集团、中兴集团、华为集团等

签订协议，将引进200多亿元用于我省“互联网+”和“三网融合”信

息服务建设。

抓住发展机遇吸引优质项目

《中国企业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河北如何吸引京津

文创产业项目？

张砚平：在与京津对接交流中，各地立足实际，主动对接京津

文化产业外移趋势，邀请知名文化企业来冀考察，吸引了一批发展

潜力大的产业顺利移战河北。例如衡水市利用其武强西洋乐器、

饶阳民族乐器生产基地的优势，以文招商、以商招商，成功引进了

北京璐德文化公司、天津吉华乐器等一批京津文化企业落户。沧

州市利用现有的高新区动漫产业园、吴桥杂技产业园等一批建成

或在建园区，成功吸纳了京津十余个项目和企业入驻。保定市与

中国传媒大学签约共建涞水文化科技园，规划面积8600亩，以文

化创意产业、新媒体产业、移动互联网产业为主导，打造国家文化

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河北有非常多的机会。例如张家

口市成功引进了由北京瑞商投资有限公司投资50.1亿元建设的崇

礼四季旅游度假小镇和北京百龙绿色科技有限公司投资30亿元

建设的新雪国旅游度假区（赤城）项目，将进一步提升张家口滑雪

胜地的地位。邢台市加大督导力度，促进京津对接项目加快落地

实施，目前由中广国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投资4.9亿元的中广国

际沙河智慧城项目、投资32亿元的内丘邢白瓷文化产业园、由天

津富士达自行车有限公司投资5亿元的年产300万辆童车项目均

已开始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上半年，我省与北京、天津合作建设文

化产业项目63个，预计投资超过300亿元。成功吸引了近60家北

京文化企业来我省开设分公司或入驻我省文化产业

园区。同时，争取了驻京投资机构和金融单位为我

省文化产业投资、授信约400亿元。

搭建对接平台
主动牵手京津文创企业
专访河北省委外宣局局长张砚平

本报记者 朱晨辉

本报记者 朱晨辉

天津具有深厚独特的津派文

化底蕴，特色文化艺术具有明显

的优势，近年来软件、互联网和动

漫等产业异军突起、表现不俗。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下，天

津的文创产业将如何焕发新的活

力？日前，《中国企业报》记者对

天津市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文改

办”）副主任李文利进行了专访。

京津冀协同
提供更广阔空间

《中国企业报》：京津冀文化

产业园区（企业）联盟的成立，为

天津文创产业的发展带来哪些机

遇？文改办将如何推动文创产业

发展？

李文利：随着联盟的成立，京

津冀协同发展为天津文化产业发

展提供了更高视野和更大空间，

天津在区域文化发展中的功能定

位、产业结构、发展方式、资源开

发、市场服务等都将进行战略性

调整。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

要节点，天津文化“走出去”的方

向、重点、内容、形式也将不断丰

富、调整和完善。

作为具体执行职能部门的天

津市文改办所做的工作，主要体

现在京津冀文化产业对接、文化

产业园区发展和文化产业项目建

设方面。用组织天津市文化企业

参加京津冀融资项目对接会，拓

宽融资渠道等方式推动形成优势

互补、错位发展、创新驱动的跨区

域文化发展新格局。推动京津冀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开辟京津冀

文化旅游线路，三地旅游网共建

京津冀旅游板块。

在《天津市文化产业发展“十

三五”规划》指导下，天津推出了

抓文化产业空间聚集，提升产业

发展专业化水平；优化文化产业

发展结构，提升整体实力；用创新

思维武装文化产业，激发创新发

展活力；提升供给水平和消费水

平，提升文化市场活力；借力资本

市场，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等

多项创新举措。

搭建服务平台
加强企业交流

《中国企业报》：目前有哪些

合作项目正在进行中？

李文利：很多优势已经在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基础上转化

为具体的产业合作项目，也是“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落地项目，比如

已经正式运营的C92文化创意产

业园，就是以创意办公为主吸引

文化企业。同时响应国家战略，

实施京津创新资源的高端整合和

高端创新机构的强强联手，将进

一步发挥中关村的产业优势，加

强京津两地文化、人才和技术的

交流与合作。

《中国企业报》：未来还将出

台哪些重要的举措保障天津文化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李文利：在最近出台的《天津

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管

理暂行办法》中，明确将国家级和

市级文化产业园区及示范基地建

设、文化内容创意生产等列入资

金支持方向。资金支持的力度也

非常大，好项目的扶持资金可以

达到上亿元。而在搭建服务平

台、加强企业交流方面，主要是

“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例

如今年的天津市和平区京津冀文

化项目推介会，建立京津冀重大

文化项目资源库，北京方面组织

了多家企业来津考察，为加强合

作奠定坚实基础。

体现区位优势
追求错位发展

《中国企业报》：在京津冀文

化产业协同发展大局下，天津如

何凸显自身优势？

李文利：天津方面会加强分

工与合作，实现区域发展共赢。

京津冀三地都有各自的资源禀赋

和要素优势，天津结合自身特点，

与北京、河北错位发展，实现共

赢。如北京的文化创意设计、研

发优势明显，天津的生产制作、传

统文艺优势独特，河北则是腹地

广潜力巨大。天津将做好产业的

转型创新发展，一方面是积极承

接北京转移产业，另一面是积极

提高自身文化产品的附加值和科

技含量，积极向河北省延伸产业

链和布局，提高竞争力。

目前天津发展的优势主要体

现在以下方面：一个是特色产业

优势，形成了文化创意、广播影视

等多门类为主体的文化产业体

系。再一个是区位优势，交通基

础设施健全，京津冀区域一体化

加快了京津双城的连通性；城际

高铁，特别是京津第二城际高铁

正在建设，双城优势明显，是国内

外重要的交通物流枢纽。最后一

个是政策优势，近年来行政审批

事项由 42 项减少至 15 项。同时

设立市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累计发放 4.4 亿元，共扶持了

218个文化产业项目，撬动社会资

金规模超过百亿元。

挖掘自身优势 与京冀错位发展谋求共赢
专访天津市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文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