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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 北京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正式发布 《关
于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 北京市自2006
年在全国率先提出发展文创产业以来， 十余年间， 文
创产业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2017年， 全市文创产业实
现增加值3908.8亿元， 文化企业超过25.4万家， 规上法
人单位实现收入1.6万亿元。 2018年1-6月， 文创产业
继续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规上法人单位收入达8493.4亿
元， 同比增长16.6%， 文创产业已成为首都 “高精尖”
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六大发展目标
培育一批世界知名文化团体

和创意人才；
推出一批有深远影响力的文

艺原创精品；
形成一批有示范引领作用的

行业龙头企业；
建成一批有核心竞争力的产

业集聚区；
打造一批展现中国文化自信

和首都文化魅力的文化品牌；
构建统一开放、 要素集聚、

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建成市场竞争力强、 创新驱

动力足、 文化辐射力广的文化创
意产业引领区。

两大主攻方向
全面推动文化科技融合， 打

造数字创意主阵地。 包括： 互动
影视、 超感影院、 情感感知、 新
型人机交互、 全息成像、 虚拟现
实、 文化资源数字化处理、 高精
尖文化装备、 大数据、 物联网、
云计算、 人工智能、 超高清、 数
字化、 智能化、 网络化、 新一代
信息技术 、 数字技术 、 “互联
网+”。

率先布局内容版权转化， 形
成文化创新策源地。 包括： 知识

产权保护、 文化产品服务有效供
给、 精品扶持， 内容原创中心、
“高原 ” 到 “高峰 ”、 市场化运
作、 版权交易资源集聚中心、 内
容版权化、 版权产业化、 版权经
济链条， 版权保护版权增值。

九大发展重点
聚焦创意设计。 大力发展产

品设计、 建筑与环境设计、 视觉
传达设计等行业。 支持创意设计
类众创众包服务平台建设， 提升
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能
力。 推进创意设计与高端制造、
商务服务、 信息、 旅游、 农业、
体育、 金融、 教育服务等产业融
合发展。

聚焦媒体融合。 支持构建基
于 “三网融合 ” 的 “内容+平
台+终端” 的媒体传播链， 推进
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络互动融合、
一 体 发 展 。 支 持 传 统 媒 体 转
型 升 级 ， 拓展网络和新媒体业
务， 发展网络文学、 网络音乐、
网络剧、 网络电影等新业态， 大
力培育以数字化产品、 网络化传
播、 个性化服务为核心的网络视
听产业。

聚焦广播影视。 支持广播行
业探索运用音频分享平台、 手机
电台应用等新媒体终端实现转型
升级。 继续办好北京国际电影节

等大型活动， 不断提升活动品牌
影响力。 加快推动中国 （怀柔）
影视产业示范区建设。

聚焦出版发行。 鼓励实体书
店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 增强店
面场景化、 立体化、 智能化展示
功能， 打造新一代 “智慧书城”。
优化实体书店规划布局， 鼓励开
办各类特色书店和读者互动体验
馆 ， 构建以综合书城 、 特色书
店、 社区书店等为支撑的公共阅
读服务体系。

聚焦动漫游戏。 支持原创动
漫平台建设， 扶持优秀作品创作
生产， 加强移动终端动漫作品的
开发推广。 鼓励研发具有传统文
化特色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游
戏 ， 推进多语言翻译等技术应
用， 支持原创游戏产品出口。 加
强网络游戏出版物内容审核监管
平台建设， 不断提升服务效能。
支持举办高品质、 国际性的电子
竞技大赛， 促进电竞直播等网络
游戏产业健康发展。

聚焦演艺娱乐。 着力发展演
出 剧 目 创 作 、 舞 美 设 计 、 演
出 经 纪 、 演出票务等演艺产业
关键环节， 重点扶持代表北京地
域 特 色 、 展 现 京 味 文 化 的 经
典 剧 目展演 。 加强文化设施盘
活利用， 推动现有演艺基础设施
升 级 改 造 ， 发 展 文 艺 演 出 院
线 。 推动歌舞娱乐 、 游戏游艺
等传统文化娱乐行业转型升级，
增强体验式服务， 鼓励规范化连
锁经营。

聚焦文博非遗。 大力推动文
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建 立 创 意 产 品 研 发 、 投 融 资
服 务 和营销推广平台 。 通过品
牌授权、 数字化应用等手段， 促
进文博非遗资源与创意设计、 旅
游、 影视等产业深度融合。 加大
对 特 色 工 艺 品 和 老 字 号 产 品
扶 持 力度 ， 促进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保护利用。 推动市属文化
文物单位在薪酬激励 、 人才流
动、 经营方式等方面进行体制机
制改革试点。

聚焦艺术品交易。 支持艺术
品鉴定评估体系建设， 鼓励艺术
品投资和消费交易大众化。 支持

艺术品数字化资源库和展示交易
系统建设， 大力发展艺术品电子
商务， 培育多种形式的艺术品租
赁消费市场。

聚焦文创智库。 推动首都文
化创意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建
设， 发挥首都高等学校、 科研院
所和企业总部资源优势， 促进文
创智库行业发展。 支持文化、 科
技、 商务、 数据信息资讯、 信用
评估等专业咨询机构建设， 完善
官方智库与民营智库、 专业智库
与综合智库协同发展的文创智库
体系。

九大行动

文化空间拓展行动
优化布局文化创意产业功能

区、 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 文
化创意产业园区、 文创小镇、 文
创街区、 文创空间等；

加强老旧厂房保护利用；
鼓励支持图书馆、 美术馆、

博物馆等合理开放空间， 市场化
运作；

加大跨区域合作力度， 落实
京津冀协同发展转移对接企业相
关税收政策。

重点企业扶持行动

力争用5年时间， 培育1-2家
年营业收入过千亿、 5家以上收
入过五百亿的龙头文创企业。 做
强做优做大国有文化企业， 力争
到2020年， 全市地方国有文化企
业资产规模达到2600亿元、 营业
收入突破600亿元。

重大项目引导行动

拓展开发资源类项目， 高效
推动资产类项目， 大力支持资本
类项目。

文化消费提升行动

持续办好北京惠民文化消费
季； 加快推进北京文化惠民卡功
能升级，扩大文化惠民消费范围；
每年发放北京惠民文化消费电子

券； 大力推动文化艺术与商业深
度融合，推行“文化商圈”计划；发
起成立文化消费城市联盟。

文化贸易促进行动

开办本土化的海外专属频
道、 专属时段， 支持企业参加国
际展览展销活动， 支持企业申报
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重点项
目， 吸引海外文创企业总部落户
北京， 支持对外文化推广， 研究
制定支持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北京） 的政策措施， 集中打造
文化保税综合服务中心。

文化金融创新行动

探索文化金融融合发展模
式， 健全完善文化创意产业投融
资服务体系， 开通文创企业上市
“绿 色 通 道 ” ， 探 索 建 设 北 京
市 文 创企业股权转让平台 ， 鼓
励金融机构设立支持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的专业性机构或业务部
门， 鼓励保险机构加强文化创意
产业保险产品创新， 完善文化金
融中介服务市场体系和企业信用
评价体系。

文创品牌集成行动

打造文创品牌体系， 支持奖
励精品创作 ， 宣传推介杰出人
物， 品牌活动影响力打造， 自主
创新成果支持。

服务平台共享行动

着力提升文化经济政策服务
平台的服务水平， 加快建设文化
创意产业功能区专业化服务平
台， 健全完善知识产权综合服务
平台。

文创人才兴业行动

建立优秀杰出文创人才储备
库； 鼓励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职
业教育， 建设认定一批人才培养
实训基地； 加大海外文创人才引
进使用力度。

□本报记者 盛丽

主主攻攻““数数字字创创意意””和和““内容版权”
北京出台意见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