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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危机下文化产业面临的挑战与发展策略
———以青岛市为例

孟　晓,杨萌萌
(山东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５９０)

摘　要:文化产业作为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和建设文化强国的题中之意,已成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多样性

需求、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动力.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验,文化产业该如何打破僵局,在疫

情常态化下逆势上扬,成为地方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以青岛市文化产业为例,通过分析其发展现状和相关原

因,寻找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青岛市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研究发现:受疫情影响,青岛文化产业尽管面临着规模

急剧下降、消费循环断裂的冲击,却也迎来了产业结构重塑、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契机.然而,青岛文化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仍受到产业结构单一,数字化进程缓慢,要素市场发展不完善和消费模式不成熟因素的制约.基

于此,为后疫情下青岛文化产业发展提出四个方面的策略建议,未来要进一步深化产业融合发展、推进数字化建

设、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搭建一体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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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一定的地域空间里,文化产业通过群众性社会活动连接供给端和需求端,发挥强大的人才、信息、
资本集聚和溢出作用,直接带动餐饮、酒店、商贸等配套产业发展,对于驱动经济转型、实现城市更新举足

轻重,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指导下,文化产业

得以蓬勃发展.作为承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抓手,文化产业一方面凭借其“渗透”属性助力各要素

融合共振,赋能相关产业价值链攀升;另一方面依托其“低碳”属性成为绿色经济的重要增长极,进而撬动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传统产业结构和消费模式造成巨大冲击,[１,２]尤其是对于环境敏感

型、人群聚集型的文化产业的影响更为显著,[３]这也为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打上了问号.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致使我国文化产业迅速进入“冰冻”状态,本着“少见面、不聚集”的基本原

则,线下文娱产业全线关停,部分地区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临时停滞,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供应链条遭

到破坏,给文化产业及上下游产业带来严峻考验.随着疫情防控转向精准化阶段,尽管文化产业受到的

冲击有所减缓,但仍面临着影视院线不定时关停,会展业无法正常举办,文化旅游产业被迫中断等问题,
导致文化产业处于持续低迷状态.

但与此同时,疫情危机也催生了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促使

文化消费模式颠覆性的由线下转向线上.“宅家文化”的强势崛起,“云旅行”“云会展”“云歌会”的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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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都为濒临瘫痪的文化产业注入活力增长因子.随着消费模式的转型升级,文化消费对区域经济增长

效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驱动作用日益明显,[４]在２０２０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中,具有明显

文化新业态特征的１６个细分行业实现营业收入３１４２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１％,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依托数字技术发展起来的文化产业新业态,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激发了

文化消费潜力,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动能.[５]那么,在疫情背景下,如何顺应数字化经济时

代洪流,把握文化产业新兴发展契机,对于迅速摆脱疫情不利影响,打造高质量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提升

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青岛市作为引领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城市,其提升、转型的经

验能为其他城市在疫情背景下发展文化产业提供参考.鉴于此,本文以青岛市为例,基于新冠肺炎疫情

危机下青岛文化产业的发展现实,进一步分析目前制约青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进而为

疫情背景下青岛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对策建议.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青岛文化产业的冲击与应急调整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在地方政府文化产业配套政策体系和营商环境支撑下,文化产业总体规模

逐年增加,在第三产业中的占比稳步提升.但随着疫情蔓延,我国经济直接损失巨大,市场运转秩序面临

严峻考验,文化产业总体规模、发展模式等也遭受了巨大冲击,迫使政府和企业不得不迅速采取应急手

段,通过调整政策方针和传统服务模式助力文化产业复苏.
(一)疫情冲击下的青岛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１．总体层面:文化产业规模急剧下滑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文娱场所人流量锐减,而文化产业作为典型的高人群聚集性产业,市场需

求的萎缩导致青岛的文化企业经营困难,在入不敷出的压力下选择退出市场,使得青岛文化产业的规模

也急剧下滑.疫情发生前,青岛市文化产业的年增长率保持在１３％左右,无论是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还是

规模以上文化服务性企业都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截至２０１９年底,青岛质效双优的领军企业１００
余家,年营业收入累积突破１５００亿,其中,年营业额突破１０亿的有４０多家,为青岛文化产业的发展迎来

了高峰.与此同时,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就业人员达１２９万人,为青岛经济发展、解决民生就业问题

做出重大贡献.

而在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青岛文化产业持续缩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行业的法人单

位８６２个,同比下降８９％,其中,规模以上文化制造业关停８５家,规模以上文化服务业企业关停３６家,

规模以上文化批零业企业关停１０家.虽然也有一批企业利用互联网新业态逆势上扬,但与退出经营的

企业数量相比仍存在缺口.特别是以旅游业、娱乐演艺产业以及文化制造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等为主

的第三产业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为缓解疫情冲击,青岛市推出了八大夜间旅游产品,四条主题路线,刺
激更多的市场主体加入文化产业以激发文化产业活力.然而,由于疫情反复多发,文娱场所保持了常态

化的限流控制,人流量稳定性和持续性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尽管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已超过

２０１８年同期水平,但其规模增长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文化企业迅猛发展的势头明显被扼制(如表１所

示).

２．结构层面:文化产业消费循环断裂

文化消费循环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因素,其循环速度与连续性不仅决定了文化产业的总量,还是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而疫情危机打破了文化消费的良性循环,进而导致文化产业规模骤降.

与自然界的生物链相似,文化消费循环中的效益与消费不可分割.从效益端(供给端)来看,基于对新冠

肺炎疫情传播防控的考虑,在疫情常态化防控政策中,严格控制景区、影院等人群密集场所的人流限制,

而对于演出场所以及临时体验场所更是进行了严格的防控管理,导致人们线下文化体验环节缺失.[６]而

这一缺失也意味着线下消费空间被强制性的破坏和隔断,直接造成景区、影院、会展等文化产业线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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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幅度缩水,再加之文化产业的强渗透性和高关联性特征,[７]线下经营的惨淡会直接导致与之相关的

上下游制造业、广告业、设计业等订单减少,从而给整个文化产业生态系统造成巨大冲击.

表１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青岛市文化产业总体规模对比表

年份 总体规模(家) 年增长率
(％)

增加值
(亿元)

占 GDP
比重(％)

规模以上及
相关产业(家)

年增长率
(％)

营收
(亿元)

２０１７ ６９４ １２．８ ４７６．３ ３．２ ４３６ ７．１ ９６３．２

２０１８ ７８５ １３ ５３２．７ ４．２ ４９３ １３．２ １１３５．４

２０１９ ９０２ １４．９ ７５７．４３ ６ ５８３ １８．３ １５３７．８

２０２０ ８０２ －１１．１ ５４６．１６ ４．２ ５５７ －１０．６ １０４２．３

２０２１ ８３３ ３．４ ６１７．６ ４．７ ５３１ ４．３ １３４１．６

　　数据来源:根据青岛政务网(http://www．qingdao．gov．cn/)等公开资料整理

从消费端(需求端)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会降低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一方面,受此次疫情冲击

的行业覆盖面广且时间持久,这直接导致社会失业率急剧攀升,人们收入锐减,且对自身的预期收入持悲

观态度,即预计短期内无法获得较高收入.根据绝对收入消费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持续的收入

减少会导致人们主动的把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视为第一要务,减少旅游、观影、观展等高层次文化娱乐需

求.另一方面,零星散发的疫情,导致了间断式的复工复产复学,使得完整的文化生活时间被碎片化,人
们对文化产业的消费需求大大降低,同时疫情的反复增加了人们的畏惧心理,进一步降低对文化娱乐活

动的需求.因此,文化消费需求的减少容易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而文化供给的不足也会增加需求端的

开拓难度,即文化良性消费循环的破坏直接导致文化产业发展后继乏力.但当疫情有所缓和时,文化消

费循环的稳固性有所恢复,产业效益表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
(二)疫情冲击下的青岛文化产业应急调整

１．宏观政策调控扶持与产业结构调整

新冠肺炎爆发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巨大冲击,不少企业陷入了生存困境.由此,青岛市政

府从全市整体产业布局出发,出台复工复产、稳岗就业、金融支持、降低成本等系列应急政策,旨在稳定市

场环境,恢复经济活力,缓解文化产业和企业生存危机.随着疫情管控的稳定,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调控策

略聚焦到更细致的层面,设定具体的产业发展目标,制定针对性的发展措施以加速完成青岛文化产业的

转型升级.与此同时,疫情倒逼文化企业变更求新,寻求机遇,催生自我救赎的变革.从结果来看,政府

宏观调控政策卓有成效,２０２１年青岛市的文化产业开始回暖(如表２所示).

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助于文化企业止跌回升.为协助文旅企业渡难关、谋发展,国家和地方充分

发挥财政和政策扶持作用,一方面鼓励文化产业走联合发展的创新之路,另一方面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

持力度.青岛市政府于２０２０年７月出台«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支持文化和旅游业发展若干政策

措施»,提出了“企业—产业—市场”三位一体的立体化政策支持战略,打通消费与效益的良性循环.企业

生存层面,设立文旅专项资金,调拨财政资金以缓解企业经营压力;产业发展层面,打造助企惠民一站式

公共服务平台,着重培育八大新业态,增强产业发展的持续性动能;市场活力层面,支持文化旅游企业提

档升级,开展综合营销活动,助推市场活力提升.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文化产业的恢复和发展卓有成

效,２０２０年文化产业全年收入达到１０４２３亿元.２０２１年,随着“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和精品旅游三

年行动计划等政策的陆续出台,青岛市政府继续多方面发力,一方面继续投入财政资金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全市大力发展５８个文旅项目,投资１８００亿元,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跨越发展.另一方面发放政

府惠民消费补贴,通过开展文旅惠民促消费活动来带动文旅消费.从结果来看(如表１所示),无论是青

岛文化产业总体规模还是产业生产总值都大幅提升,文化产业经济溢出显著.

９６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表２　青岛市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出台的部分政策及成效

时期 分类 文件/政策 主要内容 总体成效

疫情
前期

疫情中
后期

复工复产
减税让利

稳定就业
安置失业

金融支持
提供资金

财政扶持
降低成本

激发市场
新活力

文化产业针
对性政策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进一步促进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的实施
意见»(青政办发〔２０２０〕７号)

«青岛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疫情防控形势下统
筹推进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青政字２０２０〕６号)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保经营稳发
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青政办发〔２０２０〕５
号)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中
小企业发展稳定就业的实施意见»(青人社发
〔２０２０〕４号)

«应对疫情稳就业政策实施细则»(青人社发
〔２０２０〕６号)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创业担保贷款有
关问题的通知»(青人社字〔２０２０〕３１号)

«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国家开发银行青岛市
分行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通知»
(青民发字〔２０２０〕２号)

«青岛市国资委关于印发青岛市属企业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减免承租企业房屋租金实施细则
的通知»(青国资委〔２０２０〕２６号)

«关于做好创业孵化基地(园区)房租减免及运
营补贴申领发放有关工作的通知»(青人社字
〔２０２０〕１４号)

«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疫情期间
惠企 利 民 八 项 措 施 的 通 知»(青 发 改 价 格
〔２０２０〕２０号)

«关于推进新经济业态模式发展的意见»(青政
发〔２０２０〕９号)

«青岛市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的意见»

«关于印发青岛市激发市场活力稳定经济增长
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青政发〔２０２２〕７号)

«关于进一步支持旅游企业纾困的通知»(青文
旅发〔２０２１〕６０号)

«关于开展青岛市２０２１年旅游消费促进活动
的通知»(青文旅发〔２０２１〕１３号)

«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青政字﹝２０２２﹞５号)

从全局出发,支持企业结构性复工复产,鼓励企
业转型升级;加强政府调控,减税让利,延缓企
业各项应缴款项;协调物流、交通、财政等多部
门的服务保障等

缓缴社会保险费,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对失业
人员发放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高校大学生灵
活就业社保补贴等

提供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实行全额贴息政策;提
供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低费率高额度;解决
中小企业临时性资金需求,可享受最高不超高

３０００万,使用期限不超过１５天的临时性贷款;
对于经营困难的企业,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性
的给予展期扶持等,降低首贷门槛等

降低国有房产租金,减免政府主导的创业载体
房租,增加市场力量组建的创业园区运营补贴,
降低水、电、气等使用成本等

明确影视文化、新金融、数字产业、超高清视频
等１０个新产业发展目标,推动新业态发展,加
强新基建投入支撑,加大要素资源扶持力度,壮
大企业主体,拓展应用平台,优化发展环境等.
其中,发展数字文娱,完善影视文化产业链条,
打造特色文化和旅游产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

落实各项减费让税、稳岗就业等政策;培育壮大
市场主体,给予规模以上企业、优质创新研发企
业、发展迅速企业、优秀示范园区等资金奖励;
扩大文化产品供给,加强文旅宣传;开展文化和
旅游惠民消费促进活动,激发文旅消费潜力;优
化市场环境,打造良好生态

经 济 效 益 层 面:
２０２１年上半年,青
岛文化和娱乐业营
业收入１４．５亿元,
同比 增 长 ７０．８％,
旅游业总收入６３９．
５３亿元,同比增长

１８２．５２％;产 业 发
展层 面:影 视 行 业
强势 引 领,旅 游 行
业开 始 回 温,现 代
会展 业 恢 复 显 著,
文化产业逐步形成
以“数字＋”为核心
的 数 字 文 化 新 业
态,在２０２１年度青
岛新经济潜力企业
榜单 中,大 多 数 是
数字化新兴产业领
域的企业

　　资料来源:根据青岛政务网(http://www．qingdao．gov．cn/)等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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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产业形态初见端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青岛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以影视业为核心,传统旅游

业、印刷发行业、娱乐演艺产业均衡发展的局面,线上文娱、数字艺术等新业态初露头角.随着疫情的冲击,

青岛市政府前期文化产业布局与结构调整的成效得以显现,线上演播、云旅游、沉浸式体验、现代会展等新业

态迅速发展,形成了以影视业绝对引领,动漫业及印刷发行业提供有力支撑的新型产业结构.① 根据环境敏

感属性,六大文化产业可以大致分为高环境敏感型文化产业和低环境敏感型文化产业,两者因属性不同受疫

情影响程度也不同,线上消费与线下消费差异显著[８].就高环境敏感型文化产业而言,娱乐演艺业、旅游业

等产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２０２０年疫情初期,旅游业、线下演艺业等行业迅速进入冰封期,各企业全面关

停,原预计的“春节黄金周”转为“全民防疫年”,这也致使该类行业２０２０年经济效益为近三年最低.伴随疫

情防控措施的持续优化,“云上旅游”开始上线,线下文旅、文娱活动有所放松,市内活动逐步恢复正常经营,

跨省市旅行、演艺活动结构性放开,２０２１年的经济效益有所恢复,呈弱势上扬趋势,但仍不及疫情前水平.

就低敏感型文化产业而言,影视动漫业、印刷业等迎来发展的“春天”.一方面,低敏感型文化产业具有天然

的“线上”属性.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文艺演出、会展等活动被延期或搁置,线下文化产业市场大幅萎缩,同时,

居家办公、学习的生活模式刺激了人们线上娱乐活动的需求.在此契机上,动漫游戏、线上演唱会、短视频等

新型影视业、动漫业迅速成为新的文化产业阵地.表３数据显示,２０２１年青岛影视业经济效益较２０１９年增

长３５８％,动漫业增长了２７５％.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实现了青岛市前期影视文化产业的布局.

２０２０年之前,为全面打造“影视之城”的城市文化标签,青岛着重在影视产业上发力,不仅确立了“１＋２＋N”

的工作构建思路,而且还将影视产业的转型和发展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来推进,打造了万达东方影都等

一批世界一流的影视制作基地,形成了影视文化产业的全链条运营模式.疫情期间,人们对线上影视业需求

激增,这给各大影片制作商提出了制作电影的时效性要求和迎合市场的要求,助力青岛影视基地迎来发展的

良机.与此同时,为进一步乘胜追击,扶持青岛影视业稳步发展,青岛市在疫情期间制定了三年影视产业发

展计划,继续驱动文旅融合发展、拓展文化保税、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引进培育影视企业,组织文旅会展和品

质文化活动,活跃青岛文化产业市场,为城市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市场主体和经济效益依然逐年

增加(如表３所示).

青岛特色会展业逐步恢复.青岛作为在全国会展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城市,不仅拥有全国前四的会展

展馆面积、发达的海陆空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还获得广泛的政府支持,能够依托政府调配当地多部门社会

资源,依托完备的服务业满足会展活动所带来的人员、资金、信息等跨地区流动需求.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受
限于跨区域流动限制,全国会展业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空档期”,物流、酒店、餐饮、旅游等行业收益联动下滑.

但从相对视角来看,在青岛市政府的积极推动协调下,青岛市２０２０年展览业发展综合指数位列全国第五,表
明青岛会展业在全国层面具有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同时疫情期间,青岛市政府坚定会展业发展不动摇,提出

“争取到２０２５年建设全国知名的海洋会展中心和时尚会展中心”的目标,为青岛会展业发展给予“定心丸”.

２．数字化产品策略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活力,[９,１０]利用互联网思维探索文化产

业与数字化的有机结合是推动文化产业变革的必经之路.面对疫情影响,各文化企业在稳增长的同时,也在

根据企业具体情况调整业务,依托多平台,不断利用新技术和新手段寻找突破发展的其他路径.企业在实现

另辟蹊径的自救过程中,也加速了文化企业数字化发展,线上或“线上＋线下”的消费模式协助行业转型升

级,形成线上线下双轮驱动发展的新业态.这一改变将线下遭受的损失通过线上渠道得到了弥补和增益,让
一度萧条和萎靡不振的文化产业看到了全新的发展方向———积极开拓数字化生产的新兴文化产业———为文

１７

① 本文根据各行业经济效益贡献度大小来确定文化产业结构,计算方法如下:根据表３,将样本分为疫情前组(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和疫情后

组(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分别计算两组各行业经济效益占六大文化产业总效益的平均值.计算结果显示,疫情前组印刷发行业、影视业、动漫业、
娱乐演艺产业、制造业、旅游业的占比分别为０１５、０３６、０１２、０１４、００９、０１４,疫情后组六大产业占比分别为０１４、０４３、０１３、０１２、

００７、０１１.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化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探索和新的发展机遇.自疫情发生以来,催生新的文化产业,如依托

“文化＋金融”“文化＋互联网”等思路探索的“云直播”“云综艺”“云读书”等,一度刺激了文化消费,为文化产

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青岛的实体书店“良友书坊”推出了一项关于青岛历史文化的

“线上艺文六联展”,把阅读搬到了线上,让线上读书、线上交流成为新的读书方式;同样是青岛实体书店的

“如是书店”更是推出了“云朗读”“云签售”等特色线上活动,既丰富了文化交流的方式,又为书店的生存开辟

新道路.

表３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青岛市六大文化产业市场主体及经济效益对比分析

行业类型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一、印刷发行业

行业数量(家) １３１６ １４２３ １６３４ １５１１ １５８２

经济效益(亿元) １３２ １４３ １６６ １７３ １８６

二、影视业

行业数量(家) ５０３ ５４７ ６２１ ９３４ ９５６

经济效益(亿元) ３０４ ３６２ ４３０ ５１０ ５８４

三、动漫业

行业数量(家) ９６ １０５ １３５ ２４３ ２９４

经济效益(亿元) １０３ １１６ １３８ １６９ １７６

四、娱乐演艺产业

行业数量(家) ８６ ９１ ９７ １１０ １３９

经济效益(亿元) １２２ １３８ １６６ １４６ １４９

五、制造业

行业数量(家) ８８ ９０ ９５ ８６ ８８

经济效益(亿元) ８３ ９６ １０５ ９０ ９２

六、旅游业

行业数量(家) １１２５ １２０８ １２９１ １３２１ １３３５

经济效益(亿元) １１９ １３８ １６９ １４３ １４６

　　资料来源:根据青岛政务网(http://www．qingdao．gov．cn/)等公开资料整理

三、疫情下青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掣肘

发展高质量的文化产业,是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１１]１１４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

指经济效益层面的高质量发展,还涉及科技、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协同进步.在数字经济时代,文化产业要

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立足于文化产业本身,依托数字技术优化市场环境,走产业数字化的发展道路.首

先,完善的产业结构和丰富的文化产品供给是实现文化产业经济效益发展的重要基石.两者不仅有助于打

造集设计、研发、制造、经营等于一体的产业链,实现区域内的文化产业“自循环”,增强产业发展的稳固性,还
有利于形成产业全要素聚集优势,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文化产业的集约化发展.其次,推动数字技术创

新与应用是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数字技术具有基础性、渗透性等特性,能够较好

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１１]１１９可精准识别客户个性化需求,促使企业实行个性化生产,推动文化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底层核心———数据———具有可储存、可共享的特征,不同部门、企业可

通过数据共享、平台共建等方式沟通合作,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减少中途消耗,从而实现文化产业绿色协调发

展.再次,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较高的要素市场化程度能够明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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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各要素产权性质,明确市场价格,有效发挥市场化竞价机制,促使各生产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企业生产

效率,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后,成熟的线上销售模式是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线上

经营是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完善的经营模式有利于提升线上消费者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从而形成对消费者的持续吸引力,促进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青岛市文化产业而言,虽然该产业走在我

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前列,但仍存在产业结构单一、数字化进程缓慢、要素市场发展不完善和消费模式不成熟

等问题.
(一)产业结构较为单一

１．文化产业供给结构单一,国内外市场发展不均衡.青岛文化产业形成了以工艺美术品、文化用品等货

物出口为主的单一增长模式,对于文化创意类的国外市场和文娱商品类的国内市场把握不够,产业结构不稳

定,抵御风险能力不足.一直以来,青岛以稳定的高新技术文化制造业出口量而著名,拥有核心出口产品,而
且出口产品基本覆盖了文化产品出口的主要门类,拥有优势突出的外贸出口结构,并且逐步形成了文化产业

的重要支撑效应.然而,青岛的文化制造业产品在国内销路相对狭窄.这一产业结构的弊端在疫情前难以

显露,相反,早期大幅的出口贸易顺差使得青岛文化产业极具优势.但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意、俄乌冲

突爆发,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极不稳定,文化产品出口受阻严重,加之前期迎合国内文化产业的消费市场

输出不完善,导致青岛文化产业利润大幅下跌,经营风险激增.同时,在出口的货物或服务中,主要以工艺美

术品、文化用品等货物为主,其受疫情、运输等影响程度较深,而受运输限制较小的文化输出、创意输出类的

文化服务出口较少,进一步阻碍了青岛文化产业利润的增加.

２．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浮于表面,融合渗透度不高.青岛文化产业融合大多处于初级阶段,融合深度不

足,融合效果较差,难以发挥“１＋１＞２”的产业融合优势,抑制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１２]青岛市政府虽然在政

策上创造了一定的空间并给予支持,在助力文化跨产业融合的机制上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且表面看促成了很

多合作,达成了相当数量的合作协议,但是都处在初级阶段,对于合作发展和创新科技的后续走向没有明确

定位,而且对于文化产业的系统性发展也缺乏明确指引.例如,青岛创客影视科技文化发展中心建成后,虽
主打的是“文化＋影视＋科技”的融合发展模式,并致力于成为青岛市首家以科技、影视、文化为核心的产业

集群,但是受制于科技创新能力和疫情的冲击并没有探索出新的发展路径,而是在疫情之下,呈现出倒闭转

型的发展态势.又如借助于“互联网＋”打造的“文化＋旅行＋科技”的旅游互动类游戏平台“掌游青岛”,该
平台虽然根据人们居家的生活特点,开展了疫情期间青岛文化和旅游项目的推介,但是内容不够全面,创作

的形式也比较单一,既没有突出青岛市的休闲旅游特色,也没有突出区域性文化产品特点.如果仅给“文化

＋”的产物套上了产业融合的外壳,而没有获得实质性“文化＋”的产物,只会导致同质性产品不断增加,加速

市场对该类产品的饱和,压缩企业利润空间,阻碍文化消费的良性循环.不仅如此,产业融合度不足也会导

致文化产业的产出难以满足人们日渐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降低消费者效用,进一步抑制企业利润增长.
(二)数字化发展进程缓慢

数字化建设投入不足,文化产业数字化生态环境较差.青岛数字化创新投入不足,文化产业生态场景搭

建欠缺,难以形成赋有数字特征的文化产业集群,抑制了企业数字化技术的转化效能,减缓了文化产业数字

化发展进程.随着人们对文化多样性需求的增加以及疫情之下线下消费难度的加大,社会对文化产业的发

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线上消费还是线下消费,都要求企业能够对用户群体精准画像,做好个性化生

产、制作、传播等一系列文化消费的全流程服务.由此也催生了文化产业数字化营销与应用,而从青岛文化

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进程来看,相对落后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首先,青岛的数字化建设投入相对

欠缺.青岛以物流、海洋、制造业、国际贸易等为主要经济支柱,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但科技创新能力,

尤其是数字化创新能力投入相对欠缺,进而导致高精尖产业产出不足,缺少前沿高端的数字化创新成果,难
以对文化产业数字化形成有效助力.其次,青岛尚未形成良好的数字化生态圈.青岛的互联网公司核心竞

争力较弱,缺乏像阿里巴巴、腾讯、网易、美团等具有强大虹吸效应的企业或产业群,没有形成良好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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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对科技、科研、创意等领域的高端人才吸引力不足,难以助力青岛的数字化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

再次,青岛的数字媒体平台质量较低.疫情期间,抖音、快手、B站、“爱腾优”、喜马拉雅等视频直播和社交平

台迅猛发展,通过互联网搭建桥梁,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实现了在文化产业中的领跑,呈现出用户注册数突

增、下载量暴涨的发展态势,牢牢占据主流的数字媒体平台.而遗憾的是,上述企业没有一家总部落户青岛,

难以对青岛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强有力的支持.最后,从企业层面来看,多数文化企业对已有的数字化技术

应用不深入,从数字化经营到数字化营销,仅是浮于表面的运用数字技术的收集数据功能,没有深度挖掘数

字技术在深入剖析人物画像,深入优化产品设计等方面的效用.
(三)要素市场发展不完善

１．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不足,区域行政壁垒明显.以市场为导向、政府为辅助是优化生产要素配置,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手段,但目前青岛市文化产业生产要素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化程度不足,各区之

间政府沟通渠道存在一定阻碍,导致生产要素流通性较弱.就政府层面而言,青岛区划较多,各区之间的协

调难度较大,致使生产要素在各自区域内空转,不利于形成区域间要素的比较优势,核心产业的辐射效应低、

范围窄,难以实现从“小产业圈”向“大产业群”的转变,使得目前青岛市文化产业圈呈现出散点分布特征,未
能发挥规模效应,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２．就市场层面而言,青岛市尚未形成完善的要素市场竞价机制,资本、劳动、数据等生产要素价格扭曲,

要素资源错配,严重阻碍了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具体来说,第一,资本价格扭曲导致资本错配现象,加剧

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１３]尤其是在疫情冲击下,经营的不确定性加剧了青岛市大型文化企业和

小微文化企业的融资能力差异.大型文化企业依托自身实力仍能较为容易地获得信贷资金支持,而小微文

化企业普遍面临入不敷出的局面,社会资金畏难情绪高涨,限制了中小微文化企业的经营资金来源,阻碍了

文化产业的发展.第二,劳动力价格扭曲导致文化产业对高质量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受疫情影响,同等技术

水平劳动力在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以青岛产业紧缺的数字化人才为例,该类人才在金融、互联

网等前沿行业具有较高的薪资待遇水平,而在娱乐、旅游等行业薪资水平偏低,直接导致文化产业吸引高端

人才能力不足,不利于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第三,数据要素产权不清导致交易不规范.明晰的产权性质

是保障要素市场化的重要前提,但当前青岛市尚未建立起全面的产权保护制度,涉及居民个人信息的数据资

源所有权和使用权边界模糊,数据要素市场交易体系缺失,交易流转价格形成机制不规范.尤其是在疫情期

间,数据要素成为提振文化产业的重要因素,但数据产权不清不仅会给企业造成数据收益权损失,还可能因

企业错误使用他人数据要素引发利益纠纷,制约了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四)线上消费模式不成熟

１．线上受众感知度不佳.体验经济是当代主要的新型经济形态之一,[１４]而线上购物模式阻断了消费者

对实物文化品的直观体验,使得消费者无法直接感知产品的工艺和质量,增加消费者内心顾虑,抑制线上成

交量.疫情冲击使得展会衍生活动的主战场不得不转移到线上平台,而线上线下的无实物差异感降低了受

众的有效需求.对比传统产品的消费特点,消费者选择线上购物的产品大多为物美价廉的日常用品,但对于

文化衍生活动的消费者而言,线上消费体验相对欠佳,这主要是由于该类受众通常需要购买或观赏专业化程

度高、做工精细的佳品,是真正有高端文化需求的专业受众.而线上购物的方式使得这类消费者无法通过感

官直接对产品进场鉴赏,简短的视频介绍、简单的买卖咨询很难获得消费者的信任,进而降低消费者采购欲

望,难以达到线下展会面对面沟通的效果,促成购买产品的几率较小.此外,还有部分线上消费者只信赖大

平台、大商家,而小平台的销售仅仅起到商品对比的作用,而无实质性的交易产生.对于没有大中型平台入

驻的青岛而言,正遭遇着这样的情形,进一步抑制了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２．线上复合型人才储备不足.线上销售模式打破了传统线下销售方式的空间限制,人们通过网络平台

推广的产品信息与公司信息完成消费,成为当前新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对于没有储备专业线上推广直

播人才的企业而言,寻常的销售人员难以把握线上观众的心理情绪,无法形成与主持人、观众的有效互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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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在直播推广时难以体现产品的优越性,降低观众购买意愿.从线上直播活动的结果来看,缺少得力线

上推广直播人才的主办单位其投入回报也比较差,成交率较低.此外,常态化的线上经营模式也要求企业必

须储备既了解文化产业运转,又掌握互联网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但实际上,大部分企业的人才库中要么是只

熟悉传统文化产业的专业人才,要么是只掌握高精尖技术的科技人才,“文化＋科技”的复合型人才严重缺

失.这种复合型人才的缺失会导致企业无法有效运用数字化手段精准获客、精准制造、精准营销,进而阻碍

文化企业的转型升级.

四、后疫情时代下青岛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策

(一)立足于文化特色,深化产业融合发展

立足文化内容本身,做好创意创新工作.面对疫情大考,青岛文化产业低质量发展的弊端显而易见,而

文化内容本身是解决文化产业低质量发展的基础.后疫情时代的文化产业环境夹杂着人们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复杂情绪,[１５]要把握好后疫情时代下的文化产业发展脉搏,就要把握住人们对文化需求的复杂情绪.这

不仅要求文化产业输出的内容既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以平等包容、积极创

新为原则,紧随社会时讯,积极参与社会发展,通过社交媒体与广大受众建立密切关系,及时接受和反馈社会

文化需求.比如,可引进专业化创意和运营团队,依托抖音、B站等大众娱乐平台,开发宣传青岛的特色文娱

平台账号,跟随文化消费主流,紧抓大众需求,形成内容上丰富多彩、形式上灵活多变的文化输出模式.

优化产业布局,深化文化产业融合.疫情下,青岛文化产业结构单一的缺点暴露无遗,国外市场销路受

阻、国内市场产品供需结构不匹配使得青岛文化产业饱受重创.在文化产业进入存量博弈的时代,青岛文化

产业企业需要打通国内外“双循环”市场,不断从用户需求出发,聚焦互联网产业,依托数字技术在新的服务

场景、新的商业模式中形成数字化改造,继而探索和优化文化产业链条,实现商业模式革新及业务增长.同

时,要进一步加强文化产业融合,稳固产业链条,充分挖掘文化产业的合作领域,稳步推进文化与旅游、金融、

影视等深度融合,加大文创产品开发,健全“文化＋”的产业链,构建“文化＋”的立体式发展新体系.如借助

于“互联网＋”,重点提升“掌游青岛”等旅游互动类游戏平台的覆盖面和创作形式,丰富创作内容,充分展现

出青岛“玫瑰小镇”休闲旅游的特色.同时,“掌游青岛”还可增加特产宣传板块,形成全方位的整体推介,促

进产业经济同步提升.

(二)加大数字化建设投资,提升数字化转化效能

加大数字化基建投入,优化数字化营商环境.新的基建产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高科技基础设

施建设,诸如５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给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要加快推

进传统文化产业基础设施转型,推动数字中心、云平台等数字化基础设施搭建,构建与文化产业高效衔接、有

机融合、联动发展的智能化体系.同时,要加快建设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交通、金融、商贸等领域配套的基础设

施建设,打造全市范围内高效协同、智慧互通的数字智慧城市.

推进文化产业数字化,提升数字技术转化效能.对于后疫情时代,要通过数字化手段重塑文化产业链

条,提升企业技术运用能力,提高数字技术转化效率,为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打造新的产业发展着力点.比

如在文化资源环节,利用数据共享、数据互联的大数据平台,收集挖掘文化生产要素资源,实现文化产业要素

的市场化资源配置;在消费体验环节,利用 VR/AR、５G等技术打造了沉浸式娱乐体验文化产业的新业态;

在创意设计环节,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推动文化产业走向更具社会化和智能化的道路.就青岛影视业而

言,一是要创建一个贯穿始终的“高科技＋数字化”全产业链,形成数字化创新、数字化生产、数字化运营的立

体式影视产业数字发展模式;二是要在影视产业发展中持续探索“１＋２＋N”的新思路,不断拓展“N”的广泛

性,依托互联网优势,为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构建N 个融合度高的共享平台,通过这些高端的共享平台形成聚

集效应,将更多优质的电影、电视剧、网剧等资源吸引并集聚到青岛,为青岛经济发展带来加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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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调好市场与政府之“手”,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

打破区域壁垒.在政府行政壁垒下,资本、人才、数据等生产要素散落在各区(市),使得各地区重复投

资,导致产业同质、发展结构类似、产业集聚低效等现象突出.要想实现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和效益化发展,政
府应合理规划生产要素配置,实行统一和配套的规划政策,根据地区要素禀赋,紧靠顶层设计,引导产业形成

规范化、差异化的发展和生产经营模式.具体而言,青岛市政府应进一步强化文化产业发展在青岛整体发展

规划中的地位,充分考虑八区(市)差异,构建专业化、集成化的文化产业园区,根据贸易基础和基础设施承载

能力等生产要素禀赋,分别构建文化制造业、文化影视业、文化设计业等区域,实现分工明确的细致化发展.

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除了必要的制度保障以外,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还强调要素资源的科学

化、市场化配置,遵循市场供需规律,实现文化要素自由配置,利用市场力量驱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具体而

言,在资本要素市场方面,要发挥好银行在资本要素市场中的配置作用,强调以市场资金需求为导向的基本

原则,引导银行放贷标准向中小微企业适度倾斜;与此同时,青岛市政府可以通过增设文化产业发展扶持基

金的方式,向中小微等弱势文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在劳动力要素市场方面,要完善人才福利保障制度,通
过对文化产业紧缺人才给予补贴,缩小同等技术人才在不同行业间的薪酬差距,激发其工作潜力和活力,进
而为文化产业提供高质量人才保障.在数据要素市场方面,要建立公开透明的数字化市场交易体系,明确产

权性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打造数据要素转让的优质平台,让数据“物有所值”,助力文化产业数字化发

展.
(四)完善线上销售模式,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

培育本地大中型线上销售平台,提升居民线上消费体验感.一方面,通过设立官方商品销售平台,运用

政府公信度,从青岛本地做起,发放市内消费优惠券,鼓励居民按需在青岛官方销售平台购买商品.另一方

面,通过提供 VR式、沉浸式线上商品体验,提升居民对线上销售产品的直观感受,加强科技在线上销售平台

的应用能力;可以针对部分商品设立与官方销售平台相对应的线下样品模型体验店,有效形成“线上＋线下”

的发展合力.

与时俱进的复合型人才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战略资源,是助力企业可持续性发展,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

级的关键.这就要求青岛市首先引导、鼓励企业做好自身人才储备.加强企业员工专业化培训和综合素质

培养,掌握数字化经济发展属性,积极鼓励员工参与各地区的行业、技术、学术等交流会,增强员工知识技能

的时效性,了解行业发展的动态前沿,推动企业内部人才的转型升级,提升企业员工持续性竞争力.其次,加
大人才引进力度,尤其是致力于数字化研究的专业性人才、文化产业的领军人物、符合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前沿主播等人才的引进与培养.要结构性降低人才引进门槛,增加人才引进补贴,制定人才长期发

展的激励机制,降低人才引进后的流失率,进而提升人才市场的“虹吸效应”,加速形成人才聚集青岛、长留青

岛的局面.最后,搭建区域人才资源共享平台.根据企业发展实际,编制人才需求目录,整合国内外人才引

进渠道,真正打通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共享渠道,通过信息共享建立人才信息库和人才共享平台,降低人才的

结构性失业,提升用人单位与人才的匹配度,推动人才就业的市场化.

五、结语

对文化产业而言,每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既是一种危机又是一种机遇,每一次的挑战都必然会推动文

化产业重新洗牌,加速传统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文化产业造成的冲击显而易见,如何

摆脱疫情影响,抓住文化产业发展新机遇,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青岛文化产业为

例,在厘清疫情下青岛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并尝试为青岛文化产业

寻找新的发展路径,以期为该产业突破瓶颈提供有益参考.文化产业作为助推青岛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产

业,受到了疫情的巨大冲击,文化产业规模急剧下滑,文化产业消费循环断裂.但是青岛并没有坐以待毙,而
是充分发挥财政和政策扶持的作用,鼓励文化产业走联合发展的创新之路,加大对文化产业扶持力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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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和新手段探索“文化＋”的新思路.这些积极的探索卓有成效,印刷发行、影视动漫等文化行业逆势上

扬,文化产业数字化形态初见端倪,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但同时也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融合不

深入、数字化水平不高、市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要想突破疫情束缚,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必须

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推进数字化发展,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重塑文化生态,重视人才引进与培养,实现

多头并进的持续性探索.总的来说,新冠肺炎疫情给青岛文化产业带来冲击的同时,也激发了文化产业技术

创新和数字化创新的活力,经过了新一轮洗牌之后的文化产业也必将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带来新一轮的爆发

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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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andDevelopmentStrategiesFacedbytheCulturalIndustryUnder
theCOVIDＧ１９PandemicCrisis:ACaseStudyof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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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nimportantcarrierforenhancingculturalconfidenceandthecoremeaningofbuildingaculturallypowerful

country,theculturalindustryhasbecomeacriticaldrivingforcetomeetthespirituallyandculturallydiversifiedneedsofthe

peopleandpromotethegreeneconomicandsocialtransformation．WiththeculturalindustryofQingdaoasanexample,this

studyseeksthedevelopmentpathoftheculturalindustryinQingdaounderthenormalizationoftheCOVIDＧ１９pandemicby

analyzingitsdevelopmentstatusandcorrespondingreasons．TheresultsindicatethatalthoughQingdao’sculturalindustryis

facingasharpdeclineinscaleandabreakintheconsumptioncycleduetoCOVIDＧ１９,ithasalsofacedanopportunityto

reshapetheindustrialstructureandaccelerate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theenterprises．However,torealizehighＧquality

development,Qingdao’sculturalindustryisstillconstrainedbythefactorssuchassingleindustrialstructure,theslow

digitalizationprocess,theimperfectdevelopmentoffactormarketandtheimmatureconsumptionmodel．Basedonthese,this

studyproposesstrategicsuggestionsinfouraspects,includingdeepeningindustrialintegrationanddevelopment,promoting

digitalconstruction,enhancingthemarketizationoffactorsofproduction,andbuildinganintegratedplatform．

Keywords:culturalindustry;impactoftheCOVIDＧ１９;opportunit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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