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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与框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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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新质态，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的实践，内嵌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体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发展基本路径，彰显了新质生产力的人文

关怀。与文化生产力相比，文化新质生产力具有生产要素的革新化、生产工具的智能化、劳动对象的无形化、生

产模式的融合化、劳动性质的多元化、市场形态的数字化等六大特征。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以新型文化人

才、核心技术群、可转化的文化资源和文化金融这四大要素为核心，以传统文化产业升级和数字文化业态构成

的新质文化产业、以数字文化生产力为代表的新动能、“多要素”+“多产业”+“多平台”的深度融合新模式、以创

新性和技术性为主导的新消费这四大新质板块为依托，并通过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优化生产关系这三大关键

环节，共同促进文化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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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重要方针①。这一决定不

仅为经济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

文化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

从“新发展理念”到“高质量发展”再到“新质生

产力”，改革发展的理念环环相扣、一脉相承，释

放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思维和澎湃动力②，

也为进一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了理

论和实践要求。新质生产力带来新型生产关

系，理解新质生产力不能只局限在经济发展框

架内，还要深入考察生产力发展对文化建设的影

响③，以及文化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作用④。

进入新时代，文化产业呈现出高质量发展新态

势，文化生产力水平实现了巨大提升，已初步形

成了引领文化产业突破性发展的新的生产力质

态。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与文化科技发展的新

赛道同构互动，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大数据、云计算等颠覆性技术和

前沿技术与文化产业进入深度融合阶段。另一

方面，文化产业面对自身原创性内容不足、产业

结构不完善、文化市场体系发展不充分等诸多

制约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短板问题，必须通过生

产力水平的更大突破和发展予以破解⑤。

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文化新质生产力的

内涵特征缺乏较为权威的界定，文化新质生产

力的实践应用缺少典型案例支撑和模式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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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层面上，文化新质生产力存在脉络不清、概

念辨析和研究框架缺位等问题。目前，国内关

于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聚焦于文化新质

生产力的概念定义、实现路径及其对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⑥，这为理解文化新质生

产力提供了多维视角。但大部分学者都着力于

阐述“如何提升文化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新质

生产力如何赋能文化产业”等问题，强调科技创

新、人才培养和金融建设、文化综合治理对发展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⑦。对于“文化新质

生产力如何形成”以及“文化新质生产力为何形

成”“文化新质生产力遵循何种方式发展”等理

论问题尚未进行深入探讨。实践层面上，数字

文化经济催生的新模式、新消费层出不穷，云旅

演艺、新国潮、虚拟场景应用等文化科技现象异

常火热，文化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

展示出对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

力，但缺少可操作性的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应用

模式总结。

笔者认为，厘清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

辑、构建分析框架，成为必须解决的学术议题。

基于此，本文将从价值逻辑、理论逻辑的角度探

索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并从核心要素、

新质板块和关键环节三个方面提出文化新质生

产力的分析框架。在范式与经验之间，为发展

文化新质生产力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为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

新的视角和着力点。

一、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

因地制宜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需要深刻理

解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科学揭示其生

成逻辑，为培育和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指明

方向。

（一）文化新质生产力的价值逻辑

1.内嵌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体系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⑧。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新概念，指出新质

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具有高科技、高效

能、高质量的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

力质态，强调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

核心作用，并指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

产力，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

新型生产关系⑨。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

质量跃升。从文化产业角度来看，文化新质生

产力的质量跃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推动文化产业由“量的积累”到“质

的升级”，提升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从数量

到质量的转变，关键在于传统文化产业的升级

和数字文化产业的引领。通过有效挖掘并开发

文化资源，赋予各类产品文化内核、文化精神、

文化活力、文化形态，可以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

动力。而促进文化产业与前沿科技产业双向赋

能，以科技提升文化产品创意能力和表现力，可

以挖掘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塑造文化产

业发展新动能。

另一方面，推动文化品质的提升，促进文化

精品的涌现、扩大国际文化影响力和文化传播

力。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不仅仅是为

了创造新的产业和模式，更重要的是要激发和

满足人们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推动消费

升级和文化消费的增长。文化高质量发展始终

以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

激发人民精神力量为着力点，以提高国家文化

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为追求，推动科技、文化等

各个领域的发展，从而为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

升提供不竭动力。

2.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的现代化，是文化引领和科技进步共同推进

的现代化，也是高质量经济发展和高水平人文

创造相互融合的现代化。积极培育文化新质生

产力，充分发挥文化的经济赋能效应和文化的

精神引领作用，这也是新时代文化使命的重要

内容。

一方面，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已

是当前社会生产的客观事实。“从经济与文化的

关系看，世界经济经历了从产品经济到服务经

济再到文化产业经济逐步提升的过程。”［1］目前

我国正处于由速度增长转向追求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转型时期，文化创意在产业结构由中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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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端转换，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

过程中有着巨大的发挥空间。文化作为一种软

实力和竞争力量，成为经济软着陆、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形成更加持久、优质的经济体不可或缺

的承载体和催化剂⑩。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

加值从 2011 年的 1.3 万亿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5.3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从 2.75%增长到 4.46%，超

过同期 GDP 增速，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增长的亮

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稳中有升�I1。

另一方面，从精神生产的作用来看，文化等

上层建筑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导向和浸润启迪

的作用。精神激励着人们的主体意识，指导着

人们的奋斗行为，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强大的

推动作用�I2。如革命战争年代的延安精神，20 世

纪 60 年代的雷锋精神、铁人精神，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特区精神，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探月精神、北斗精神等，无

一不显示出巨大的精神动力。2021 年 3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期间强调，要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

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I3。作为

当代社会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的集

中体现，时代精神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

传承、探索与创新、阐释与传播的过程中激活了

生命力。精神文化以其心理激发力、精神感召

力、情感平衡力、能量释放力而成为宝贵的生产

力之魂。

3.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

文化新质生产力强化了技术视角下的“人

本位”思维，将人的自我实现与技术创新紧密结

合，同时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实

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不仅仅是技术

创新的结果，更是人的自我实现过程的一部

分。人的创造性劳动和文化表达是新质生产力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

素，只有与人的合理需求结合，促进了人的自我

实现，才算生成了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只有

更好地解放人、服务人，才能成为新质生产力的

生产要素�I4。任何先进的生产要素以及科学技

术的创新和应用本身并不能自动地生成新质生

产力，只有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把外在物的尺度与内在人的尺度有机结合，才

是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正确路径。

另一方面，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坚

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精神富

裕。这要求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

物质产品的生产，还要重视精神产品的生产�I5。

让人的生活更美好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经济效

用。比如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方面，江苏苏州的

“文化巴士 CITY TOUR”活动，通过“线上配送+
线下打卡”的模式，畅通了自主点选、深度体验、

评价反馈的服务链条。这种主观效用就是一种

获得感、幸福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

内核。

（二）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

要理清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首先

需要明确何为生产力？何为文化生产力？不能

简单地把与文化生产相关的一切都直接称为

“文化生产力”，把与文化数字化相关的一切都

直接称为“文化新质生产力”。

1.文化新质生产力从生产力理论的发展中

演变而来

从生产力的发展维度来看，人类社会的生

产力形态经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变，每个阶

段的生产力都有其特定的生产工具、生产资源、

生产力主体和生产力功能。文化生产力作为当

代生产力形态，具备了信息化、高知识、高智力

等当代生产力的特征，并且具有其独特的精神

属性。在此基础上，文化新质生产力进一步体

现了创新性、高效能和高质量等特点，是马克思

文化生产力理论的具体深化和实践。

从古典经济学派、历史学派到马克思主义

文化生产力理论，经济学家们对生产力的认识

逐渐深化，从而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奠定

了理论基础。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来

看，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的一种质

态�I6。从生产力的研究历程来看，18 世纪经济学

中开始出现了生产力的概念，把能够生产出物

质产品的某一要素或自然条件称作生产力，如

土地、河流等。法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

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第一次提出生产力概念，

并特别强调人在发展生产中的作用，亚当·斯密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与框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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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出了“劳动生产力”这一概念，认为分

工可以增进劳动力，而劳动生产力又是国民财

富增长的源泉�I7。大卫·李嘉图沿用了生产力和

劳动生产力的概念，并根据所处的机器大工业

时代，初步形成了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和机器构

成的观点，认为机器从制造到使用都离不开劳

动者�I8。李斯特第一个系统地研究了生产力理

论，主张一切都要为促进和发展国家生产力服

务，他将国家生产力分为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

产力，特别提出了精神生产力的重要性，明确提

出脑力劳动具有生产性。从古典经济学派到历

史学派，经济学家们对生产力的研究愈发系统，

这些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来源。

马克思提出，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

果。这一命题，既划清了与李斯特等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的理论界限，又阐明了生产力的本质

和特征。马克思对构成生产力的要素划分了层

次，认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

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I9。劳动者在

诸要素中居于主体地位，提出人是生产力中最

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和最活跃的因素，指出生产

力所反映的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

控制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20。随着社会生

产力和劳动过程的不断发展，在简单要素的基

础上，有一些新的要素成为构成社会生产力系

统必不可少的要素。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

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21。在马克思的

理论基础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

化要素逐渐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生产力”可以视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概念。古代生产力以手工

工具为生产工具，土地为生产资源，体力型劳动

者为主体，功能以生存为主。近代生产力以机

器为生产工具，资本为生产资源，经验型劳动者

为主体，功能以征服和扩张为主。现代生产力

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生产工具和资源，智力型

劳动者为主体，功能追求和谐发展�22。文化生产

力指的是创造和生产精神文化产品的能力，在

当代是指以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为依托、以

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以文化产业的兴起为标

志的典型形态的、生产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文

化产品的水平和力量。文化生产力系统包含了

文化服务体系（公益性文化事业、经营性文化产

业）、知识生产力、教育生产力、制度生产力、创

意生产力和形象生产力六部分�23。作为当代生

产力形态，文化生产力具备了信息化、高知识、

高智力等当代生产力的特征，区别在于精神属

性是文化生产力与其他物质生产力相区别的特

殊性，是其本质属性。随着世界文化经济一体

化潮流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

的逐步完善和深入发展，许多学者开始研究文

化与生产力的关系，认为文化对生产力发展具

有巨大的作用。王恒富把文化作为生产力的渗

透性因素来理解，认为“文化与生产力已不再是

互不相干的两码事，它们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正在经历一场一体化运动”［2］。

从物质生产力到精神生产力、文化生产力，

再到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演变，不仅反映了生产

力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也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结

构的变迁和优化。

2.文化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文化生产力的

更新与超越

文化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文化生产力在代

际能级上的更新与超越，是在科技创新推动文

化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以“高质量发展”为着

力点，以“创新性”为发展特征，以培育和发展

“新产业、新模式、新消费”为主要内容和基础支

撑，孕育新动能，形成新优势，最终推动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

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新质态�24。文化新质生

产力是以创新性、高效能、高质量为显著特征的

新质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力理论的结合，其生产

要素、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生产模式、劳动性质

和市场形态具有新的变化，是文化生产的一次

革命性飞跃。

与传统的文化生产力相比，文化新质生产

力具有新的特征。一是生产要素的革新化。文

化生产者的队伍从专业的脑力劳动者扩展到了

包括兼职工作者和智能机器在内的多元化主

体，形成了一个更为广泛和灵活的生产群体。

二是生产工具的智能化。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文化生产的核心工具，渗

透到了文化创作的各个环节。如虚拟数字人在

影视制作、文化旅游和艺术娱乐等领域参与核

86



心制作。三是劳动对象的无形化。文化劳动的

对象超越了传统的有形界限，拓展到了数字内

容和网络文化等无形领域�25。四是生产模式的

融合化。在新的生产模式下，生产者、消费者和

受益者的角色趋于融合，文化生产不仅创造出文

化产品，更塑造了消费者的文化消费行为，并培

养了消费文化产品的文化主体。如在新兴的

C2M 定制、众筹等模式下，《谜宫·如意琳琅图籍》

《哪吒之魔童降世》手办、《谜宫·金榜题名》等传

统文化题材排名前三，这也就是阿尔温·托夫勒在

《第三次浪潮》中所预言的“生产型文化消费”�26。

五是劳动性质的多元化。劳动从传统的体力劳

动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同时融入了情感和

情绪劳动的新维度。如网络平台上粉丝与偶像

之间形成了一种虚拟的“共在”，粉丝沉浸于想

象中的亲密关系，并为了巩固这种关系甘愿做

“免费劳工”，以偶像形象为基础进行二次创作，

包括写文章、剪辑视频、修图、绘制同人漫画、设

计游戏等�27。六是市场形态的数字化。市场从

传统的物理空间转变为以数字平台为核心的新

型市场。

二、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框架构建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包括新型文化

人才、核心技术群、可转化的文化资源和文化金

融。新型文化人才是这一力量的最活跃要素，

涉及文化治理、创意生产、文化科技融合和文化

传播等多个方面。核心技术群，如空间交互技

术和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文化内容创新和传播

提供了新平台。可转化的文化资源构成了文化

新质生产力的基石。文化金融则作为中介，促

进文化资源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接。此外，文

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需依托四大新质板块：

传统文化产业升级和数字文化业态构成的新质

文化产业、数字文化生产力为代表的新动能、

“多要素”+“多产业”+“多平台”的深度融合新

模式，以及以创新性和技术性为主导的新消

费。这些要素和板块以人才培养为保障，以科

技创新为动力，以优化生产关系为靶向，共同推

动着文化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动

力（见图 1）。

图1 文化新质生产力框架构建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与框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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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大核心要素

生产力的构成和转换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核心

要素是什么？从生产力的角度解读，对应的分

析框架应该由哪些部分组成？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提出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要

素共同构成了生产力的基本形态。随着生产力

要素在当代的创新发展，三者之间的“质”的优

化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核

心要素包括：新型文化人才、核心技术群、可供

转化的文化资源和文化金融（见图 2）。

1.新型文化人才是文化新质生产力最活跃

的生产要素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

驱动。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解放人、发展人、成

就人的生产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仅是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首要目的，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主要手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

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

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

新创造活力。”�28要坚持人才引领文化生产力变

革的战略地位。具体而言，新型文化人才可被

界定为：具备人文素养与文化自觉的文化治理

人才，从事创新创作与产品开发的文化创意与

生产人才，深谙文化内涵且技术娴熟的文化科

技融合人才，以及拥有全球视野与跨文化关怀

的文化传播人才。

2.核心技术群是文化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力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是创新。以核心技

术群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两者互补互

促，共同构筑了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

力。核心技术群包括空间交互、以区块链为核

心的 Web3.0 和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在文化

内容的创新和多样性、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效率、

文化消费的模式等方面影响显著�29。空间交互

技术，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为文化产业提供

了全新的体验方式；区块链技术以其去中心化、

不可篡改的特性为文化产业提供了版权保护和

交易安全的新考量。以区块链为核心的 Web3.0
有利于构建一个更加开放、互联、智能的文化生

态系统，促进文化内容的创造、分享和价值转

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自动生成音乐、文

本、艺术作品等内容�30，极大地扩展文化创作的

可能性，并促进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高。这种创新主要表现为：第一，技术创新催生

新的文化生产方式。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

AI、VR、AR、超高清等加快了文化生产方式的变

革�31。《太阳报》曾使用 AI 记者“Robby the Robot”
报道体育赛事，科幻短片 Sunspring 的剧本部分

由 AI 编写，游戏 No Man’s Sky 使用 AI 生成亿万

个独特的星球和生态系统。第二，技术创新引

领业态创新。3D 游戏引擎技术的成熟、跨平台

游戏移植工具的开发、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催生

了数字电竞、沉浸式业态、数字直播等新产业和

数字博物馆、云演艺等文化场景消费新模式，为

文化产业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技术

创新带动传统文化产业更新换代，促使传统文

化产业向高端创意产业转型，迈向高技术、高集

约化新阶段。第四，网络平台、社交媒体等新兴

渠道使得文化扩散效应明显，文化影响和传播

力大为增强。

3.可转化的文化资源是文化新质生产力的

根基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根基在文化资源。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重新定义和

激发文化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要重视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矿藏中寻绎出中国“从何处来、

往何处去”的历史轨迹，更加重视对中华民族文

化性格、精神禀赋的认识和发展。要采取系统

化方法，将文化资源重新定义、唤醒并转化为文

化新质生产力。但需要注意的是，文化资源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该注重文化价值的

挖掘、传播和文化版权的保护�32。技术与文化资

图2 文化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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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结合，特别是数字化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数

字技术催生的文化新形态，为文化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数字化还有助于文化

资源的保护和传承，通过数字手段对传统文化

进行记录、保存和再现，可以使其得到更好地传

播和利用。如中华书局建成的总字数超 70 亿的

古籍大数据中心，数据主要用于机器深度学习、

训练人工智能，目前已经实现了自动给古籍断

句标点、自动标记人名地名、自动核对引文等功

能，极大提高了整个古籍文化产业的生产效

率。同时数字技术催生的文化新形态可以转化

成具有较强生产和传播力的、能够进入主流文

化消费平台的文化 IP，如数字博物馆、数字电

竞、数字艺术与 NFT 等。

4.文化金融是文化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中介

文化金融是以内容生产为核心的产业金融

形态，是服务于文化产业而形成的特殊金融活

动及其相关服务体系，包括产品、机构、市场和

基础设施等。通过有效的金融支持和服务体

系，促进文化资源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接�33，并

产生新的文化资本驱动文化人才建设和技术革

新，提升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文化金融可以通过多种手段促进文化新质生产

力的发展。例如，金融科技可以提高金融服务

的效率和覆盖面，从而更好地支持文化企业的

发展。同时，文化金融还可以通过创新融资模

式，如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等，为文化企业提供

更多的资金来源，增强其创新能力。从实践层

面来看，文化金融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文化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南京市文化金融服务中

心通过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金融机构的合作，开

创了多种创新型文化金融产品，如服贸贷、永续

贷等�34，这些创新模式不仅促进了文化企业的融

资，还推动了整个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北

京市东城区通过建设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

区，提供全方位的文化金融服务，促进文化资源

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接，进一步激发了文化产

业的内生动力。

（二）四大新质板块

1.传统文化产业升级和数字文化业态构成

的新质文化产业

传统文化产业升级和数字文化业态是文化

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效能体现。文化新质生产力

在产业层面体现为以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生产

技术、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要素以及新应用

为特征的传统文化产业的升级，如数字音乐、数

字媒体、数字营销、在线教育、数字出版、数字文

旅、动漫及衍生品等；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融合化为代表的“新业态”，如数字电竞、虚

拟现实、数字直播、沉浸式业态产业等。这些都

将成为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中最活跃和最具创

新性的组成部分，推动文化产业迈向高效能、高

质量和创新性发展阶段。

2.以数字文化生产力为代表的新动能

数字文化经济是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表现。作为数字经济和文化经济融合的新经

济形态，数字文化经济将科技与文化这两个渗

透到经济社会运行各个环节的变革力量和影响

因素纳入一体，推动经济社会进入智能化运行

状态。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文化新业

态近两年营收逐年攀升，增速和占比屡创新

高。2022 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

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 50106 亿元，比上年增长

6.7%，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

业营业收入的 30.3%�35。2023 年，文化新业态特

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

52395 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 15.3%，文化新业

态行业对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的贡献率超过 70%�36。由此可见，文化领域新质

生产力的新动能正在迅速被激发，数字文化生

产力的效应日益显现。

3.“多要素”+“多产业”+“多平台”同构互

动和深度融合的新模式

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始终与“融合”相

伴而生。这种融合性特征在现代文化生产中表

现得尤为明显，现代文化产业本身就是文化与

经济、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产物，文化产业实际上

是上述领域渗透融合在产业层面的具体体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文

化生产中多元素、多学科、多领域、多产业相互

交叉融合与相互渗透，日益呈现出规模不断扩

大、内涵日趋丰富、高度综合化的特征。文化产

业的融合不局限在跨要素融合、跨行业融合和

跨平台融合，而是实现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与框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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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下的，“多要素”+“多产业”+“多平台”的同

构互动和深度融合模式，打造出“淄博烧烤”“贵

州村超”“哈尔滨冰雪旅游”等综合案例，催生了

“文科旅”“农文旅”“虚拟现实”“数字电竞”等要

素、产业、平台同构互动的文化产业新业态。例

如深圳在全国率先探索出“文化+”的特色发展

模式，如华侨城的“文化+旅游”、腾讯的“文化+
科技”、雅昌的“文化+艺术”、华强方特的“文

化+创意”等，并朝着“文化×”的方向转型升级。

文化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具有了新内涵，形成

了新模式。

4.以创新性与技术性特征为主导的新消费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和终极价值，

在于生产和提供丰富的精神产品，满足人民的

精神文化需求。以创新性与技术性特征为主导

的文化新消费，是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

趋势。这种趋势不仅体现在文化产品和内容的

创新上，还表现在技术应用和模式变革上。具

体体现为三个消费大类：一是云文化经济消费，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实现

文化产品的在线展示、互动体验和交易。云旅

游、云娱乐等新型消费形态正在迅速发展，短视

频、直播、虚拟数字人等新兴形式成为新的消费

热点�37。二是国潮消费，体现了文化新质生产力

的人文底蕴和文化赋能效应。国潮现象是具有

普遍性、真实性的经济现象、社会现象，也是具

有持续性、深刻性的文化现象、心理现象�38。在

《2024 深圳市盐田区·胡润国潮品牌百强榜》中，

贵州茅台、华为、李宁等经典国货品牌持续受到

关注，“茅台+瑞幸”联名咖啡引爆互联网平台�39。

在电影领域，传统题材不断被焕新，推出了一大

批优秀的国漫作品，广受市场好评。三是新场

景消费，主题公园、体验式零售和文化节庆活

动，通过创新的互动体验设计，增强了文化消费

的趣味性和沉浸感。

（三）三大关键环节

1.以人才培养为保障

推动科技创新关键在于人才。第一是加快

构建与市场需求紧密对接的教学体系和课程体

系。既要注重传统文科的教育，加大对音乐、美

术、舞蹈等艺术学的教育投入，也要增设经典文

化与哲学、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

通识课程，培育具有人文素养和文化自觉、创新

意识和领导力的文化治理人才和科技人才。另

外，要特别强化对数字文化人才的培养，增设数

字人文、文化遗产数字保护等前沿课程。第二

是优化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模式。要促进多元主

体参与，以政府机构为主体，鼓励社会文化服务

中心、文化决策机构、文化保护中心、社会人才

一体化综合服务等平台机构参与，创立文化实

践站、文化创新研究所、人才保障中心等模块，

完善人才评价标准。要打造产教融合平台，鼓

励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智能技

术的技能培训，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云端协

同平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云虚拟博物馆、3D 打

印技术文化遗产复原等。第三是完善文化人才

工作机制。制定公平合理的劳动报酬制度，强

化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收益分配机制，要鼓励

优秀文化人才脱颖而出，发挥其独特的创意能

力、设计能力、表现能力，通过市场分配机制为

其提供与其精神劳动质量相匹配的物质激励�40。

2.以科技创新为动力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是创新。科技创新

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以及现代科技引领的

管理创新。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整体创新

能力的提升。首先，知识创新既包括创新型人

才的培养，也包括创新型环境的塑造。既要培

育具有数字素养和文化理论、文理兼通的新型

文化劳动者，又要发挥文化对创新氛围的引导，

建立鼓励创新、尊重研发、终身学习的文创行业

文化，激发文化科技创新的活力动力。其次，加

强对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支持，加快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种类型的科技创新能

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文化新

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一是要推进

以大数据、区块链、AIGC 等为代表的第五代信

息技术与文化生产领域的全方位融合。二是政

府、学术界、产业界等应共同参与，促进各类创

新要素向文化企业聚集，提高文化科技创新成

果的实际转化率。三是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

新，一方面是要建立健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体

系，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

结合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鼓励不同区域根据

其文化、科技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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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各具特色的文化和科技融合模式。比如腾讯

研究院发起的“探元计划”，投入资金、技术、资

源进行扶持与孵化，公开征集评选创新前沿技

术应用项目，解决文化数字化链路上的技术卡

点，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另一

方面要从创新治理的维度推动现代文化产业体

系建设�41，以高质量发展为指向，大力加强数字

时代文化治理在体制、规则和标准等方面的建

设和创新。

3.以优化生产关系为靶向

文化新质生产力亟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

优化市场化机制，塑造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文化

生产关系，进一步激活文化生产力的动力活

力。一方面，健全文化产业链条联动机制。畅

通“教育—科技—人才”循环和“科技—产业—

金融”循环，推动“文化+创意”“文化+科技”“文

化+金融”等优质文化生产要素跨行业、跨领域

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也要推动文化与旅游、农

业、体育、制造等领域的跨界融合。从根本上推

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

为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

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有力破除文化制度

障碍。具体而言，一是完善文化合理利用的市

场机制，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

系，落实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二要健

全文化监管和激励机制，完善文化信息发布和

公开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机构监督制度，加快

形成全面、系统、常态化的文化保护奖励机制；

三是要建立文化跨行政区域和跨部门协调机制，

完善跨部门合作的组织架构与流程。要充分实

现市场在文化生产要素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和政

府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作用的有机结合，形成经

济秩序和创新活力良性互动的文化发展格局。

结 语

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是人类文明应对技术

演进所形成的社会冲击的必由之路，是文明面

对挑战和应战的时代变奏。然而，正如卡尔·波

普尔所言，理论是我们为了捕捉“世界”所抛出

的网。探寻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理、变迁

脉络和未来走向，是我们不断深化理解文化新

质生产力科学内涵及本质属性，构建文化新质

生产力理论的重要角度。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

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基础上，综合运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产业融

合、要素优化等策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过程既是发展文

化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要求，也是文化高质量发

展的实践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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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on Logic and Framework Construc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Culture Sector

Zhou Jianxin and Luo Mengke

Abstrac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erge in culture sector, which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practice of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t productive force theory. Embedded within the target system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se forces reveal the fundamental path of cultural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highlight the humanistic care.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cultural productive forces, it exhibits six major characteristics:
innovation in production factors, intelligence in production tools, intangibility in labor objects, integration in production
models, diversification in labor nature, and digitalization in market form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quality forces in
cultural sector is driven by four core elements: new types of cultural talent, core technology clusters, convertible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finance. This evolution is supported by four new quality sectors: the upgrad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composition of new quality cultural industries in digital culture, the new impetus of digital and
urban cultural productive forces, innovative integration across multiple elements, industries, and platforms, and new
consumption led by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Through talent cultiv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se new productive forces promote high-qual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providing
momentum for building a culturally strong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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