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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万峰的博士论文《产业集聚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体现——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研究》正
式出版，作为导师我非常高兴。
文化创意产业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
作为文化、科技和经济深度融合的产物，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和现代产业结构的引领者，其发展规模与
影响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城市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
从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提示我们：单纯依靠金融衍生品创新的所谓产业结构升级不能够
引领世界经济的新潮流，人类还是要根据自身从物质层面需要到社会和精神层面需要的提升中开拓产
业升级的新层次，能够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层面需要的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将成为
产业结构升级的希望之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迄今为止，国内外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文章和著作已经很多，但是像李万峰博士那样从地区产业
集聚发展角度研究的却不多，从这本专著的内容看，其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文
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符合应用经济学的学术创新要求。
在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中，许多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现实数据的概
括中，从地方集聚发展角度进行理论和实践综合研究的不多见。
李万峰博士的这本专著，弥补了目前国内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模式问题缺少系统化研究的不足，
通过分析文化创意产业的本质特点和产业规律，提出了集聚化是其发展的基本模式。
第二，以北京为分析样本，寻找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途径。
以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为基础，融合文化、社会等学科，集中以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基本模式
为研究对象，试图提出一个跨学科的分析和研究框架，这种跨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具有新意。
专著将理论经济学、地区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学和城市学等多学科知识相结合，既弥补了经济
学方面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不足，又深化了对地区具体发展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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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论述了北京所具有的推进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独特优势，对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
实践的现状和制约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诸多因素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剖析，在此基础上从宏观和微
观两个层面，提出了若干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显著的实践价值，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规律性
，对于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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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理事，郑州大学商学院兼职教
授。
研究方向为制度经济、产业经济及公共财政问题，曾参与中宣部、财政部、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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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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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上帝在该地撒的种子一样是决定本地产业集聚种类的最基本的因素。
各地自然禀赋的不同是造成各地比较优势不同的基础性原因，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到李嘉图的比较
优势学说，都是以此为基础展开分析的。
这样看来文化资源禀赋丰富的地方，自然是发展以文化内容为基础的文化创意产业初始比较优势较强
的区域。
而地方的自然差异不同就成了决定各地形成不同产出特色的最基本原因或者叫做“偶然因素”，同时
也是各地需要进行贸易的物质基础，这似乎已成为一种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从逻辑起点看，一个区域最初的产业种类形成，往往取决于本地的自然禀赋。
俗语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早的产业集聚大多是发生在资源性产业中，比如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
各地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生产特色产品，发展相关特色产业，如中国的丝绸，中
东的香料等等，应该说在不考虑其他条件的情况下资源禀赋成为形成自然产业集聚的初始原因，直到
现在仍然在发挥作用，比如采掘业、种植业、林牧业都还是把初始禀赋资源看做最重要的条件。
而对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虽说创意赋予了文化成为产品并带来更高的附加值，但文化毕竟还是产业
的基础，同时一个文化内涵丰富的地区，对于好的创意的产生也会起到启迪和推动作用，很难想象一
个没有文化积淀、缺乏文化熏陶的地区能产生出好的创意人才和创意产品来。
因此，具有深厚文化沉淀的自然、人文禀赋资源就成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产生的一个基本要求。
（2）文化创意产业是超越传统产业之上的高新技术行业，符合产业集聚所要求的较高技术水平。
我们知道整个人类的发展史是由生产力来推动的，而众所周知“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可见技术是
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这是当今主流经济学所验证过并公认的理论事实。
而文化创意产业整体上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高新技术产业，所以它易于在已经具备一定的
文化禀赋资源，而且当地的技术水平也发展较快的地区上产生集聚的倾向和内在动力。
从一般意义上说，在各类产业集聚形成过程中自然禀赋发挥了基础性影响，但自然禀赋不是一成不变
的，而是将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出现新的变化，而技术显然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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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中国人民大学待到第三个春天的时候，我就不得不要离去了。
可是一种感觉如博尔赫斯在简单概述他一生时说的那句话：“如果有人问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
什么，我会说是我父亲的图书室。
实际上我有时认为我从未离开过那间书房。
”我知道，我也将永远无法走出这个只生活了将近三年的校同。
知识对生活态度的辐射作用远比知识本身更重要。
对我而言，她毋宁是一套思维的习惯，一种精神生活的方式，一条通往生命终极的路程。
我诚挚地认为，知识的最大魅力是在于对人们思想和观念的塑造，促使人们拥有更多的反思能力和更
强的自主性。
在她难以言传的魅力之下，我呼吸到了白南的空气，而正是这种自由包含着最大的精神自主。
如约翰·密尔所说，只有通过意见分歧才能使真理的各个方面得到公平比赛的机会。
因此，我相信人的精神自主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动力，在基本的秩序之下，社会前进最大的阻
力是来自于简单划一的思维和行为。
不断地思考，不断地试错，或许绝大多数人都只是遥无边际的历史长廊中默默无语的一粒微尘，然而
但愿每个人都能或都有能力说：我活着，而且自由！
很久以来，这种思考的自由和对精神的无穷追问在我心里一直是一种隐秘的幸福体验。
温馨的学者之梦和对思想的崇尚追求在大学毕业成为一名琐事缠身的公务员后被尘封已久，直到年近
二三十终于有了在上海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机会才将她小心翼翼地唤出。
硕士毕业后仔细倾听内心深处那如尼采所说的“闭塞的声响”，就顺理成章又来到北京，在中国人民
大学的学术殿堂里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于是就有了这本论文粗浅的尝试。
论文的最终完成首先要感谢母校提供的良好教育平台，许光建、刘瑞、方福前等各位老师的言传身教
，常常让我如沐春风、柳暗花明，使我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他们是我从内心真正感激并留恋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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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产业集聚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体现(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研究)》是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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