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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创意集群:基本概念与国际经验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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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意集群是创意产业在特定地理空间的集聚, 其特点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 聚集、链接、全球地方性

和社区。从形成的历史契机看, 创意集群可分为国际大都市中形成的、城市老工业区复兴形成的以及政府部主

动兴办的三大类。我国的城市应充分认识创意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借鉴国外创意集群发展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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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创意产业在全球出现重大发展趋势以来, 创意集

群就成为被广为关注的现象。在创意阶层个人与企业和市

场之间, 有创意集群这一中间形式。创意集群是创意产业

的主要存在形式,是全球化条件下创意产业的全球网络的

基本节点,是创意阶层的主要聚居中心, 也为现代城市发展

提供了新的复兴机遇。本文从创意产业概念的重新梳理入

手,对创意集群的基本特点进行分析, 并相应参考了国际发

展经验。

一、创意产业:定义的演变和我们的选择

(一) 从文化产业到创意产业:经典定义的演变

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蒙特利尔会议的规定, 文化产业

是指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

服务的一系列活动。这一定义比较接近法兰克福学派, 突

出工业生产的标准化性质。1998年英国提出了一项至今被

广泛引用的经典定义,将创意产业定义为源于个人创造性、

技能及才干,通过开发和运用知识产权, 有潜力创造财富和

就业机会的活动。这一定义突出了个人原创性质, 恰好与

以上文化工业定义对立起来。

从定义演变的技术背景来看, 传统的/ 文化产业0是基

于电子技术, 以现代广播为中心的产业, 创意产业基于数字

化信息技术, 是现代广播、通讯、互联网/ 三网合一0 , 并出现

/ 传媒过剩0后的新兴产业。数字技术的性质需要深入研

究, 这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第一次将标准化和个性化有机

结合起来的技术,实现了从/ 大规模复制和大众传播0走向

/ 大规模定制和个人点播0的历史性转变。于是标准化和工

业化的生产方式不再与文化生产的个人化特质相矛盾和

冲突。

因此可以说, 创意产业既是对传统文化产业概念的超

越, 也是对传统文化产业原理的颠覆。再用法兰克福学派

的观点来说明(或者批评)现代文化产业(即创意产业)是没

有道理的。欧洲人因此而改变了他们的立场。

(二)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定义的变化

2002 年,香港开始采用英国的/ 创意产业0概念, 并将其

分为 11 大类, 即广告, 建筑, 艺术品、古董及手工艺品, 设

计, 数码娱乐,电影与录像, 音乐,表演艺术, 出版, 软件及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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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服务、电视与电台。从 2005 年开始, 香港采用了/ 文化

创意产业0的名称, 用以代替先前采用的/创意产业0概念。

2002年, 台湾采用了/ 文化创意产业0的概念, 并将其定

义为:源自创意或文化积累, 透过智慧财产的形式与运用,

具有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潜力, 并促进整体生活提升之行

业。其范围包括 13 大类, 即出版、电影与录像 (包括动漫

画)、工艺品、古董、广播、电视、表演艺术(音乐、戏剧、舞蹈、

传统表演与剧团等)、社会教育服务(博物馆、画廊及文化设

施)、广告、设计、建筑(包括设计、出版)、软件及数码游戏、

创意生活产业(如茶馆及婚纱摄影)等。

2004年, 上海采用了/ 创意产业0的概念,并将其分为研

发设计创意、建筑设计创意、文化传媒创意、咨询策划创意、

时尚消费创意等 5 个门类,共计 18 个大类 42个中类 65 个

小类。2005年, 北京市采用/ 文化创意产业0概念, 北京市的

做法是,根据5国民经济行业划分标准( 2002)6和5文化及相

关产业分类6 ¹ , 在5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6中确定的九大行

业的基础上 ,补充其中没有涉及但其创意性又比较突出的

行业, 即软件及计算机服务、设计策划行业, 将文化创意产

业分为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 广播、电视、电影服

务,文化艺术服务, 网络文化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 其他

文化服务, 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 文化用

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销售, 软件及计算机服务, 设计

策划等 11个大类, 共 31个中类88个小类。

以上国内多个定义的特点是,第一, 普遍接受英国的经

典定义,将个人创造和知识产权作为基本要素。第二, 大多

将英国的/ 创意产业0改为/ 文化创意产业0, 用以专指与文

化艺术有关的原创活动和知识产权的生产。第三, 关注文

化创意产业的应用,包括服务于传统产业, 以及整体性提高

生活品质。

(三) 本文的定义

我们认为,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的现代形式, 是现代文

化产业的高端化结果。创意产业是装备了数字化信息技术

的一般个人 ,直截了当地将内容符号和文本作为创作对象

(而不是以往与特定媒体相关的专业人员)。因此, 创意产

业的实质是/ 文化意义的创造0, 如果简单定义, 可以是/ 一

系列围绕文化符号和文本的创作、制造和市场化传播的活

动0 ; 如果复杂定义,可以包括文化意义的创造,负载文化意

义的产品的复制与传播, 以及文化意义的再创造和向传统

产业的渗透三个基本价值链环节,并将经济组织特征加入,

将其定义为 :源于个人的创造性、技能及才干, 形成知识产

权,为消费者提供体验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为国民经济各

个部门创造高文化附加值,并整体提升社会生活品质。

这个定义有三个要点: 第一, 吸收英国 1997 年的经典

定义,将/源于个人创造性、技能及才干, 形成知识产权0作

为创意产业定义的第一要素。第二,将/ 为消费者提供体验

性服务0 , 以及/ 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创造高文化附加值0作

为创意产业服务于生活和生产的两个基本方向的说明。第

三,吸收台湾定义, 加入了/ 整体提升社会生活品质0 的

内涵。

从国内外研究情况看,创意产业不是一个边界清晰 ,稳

定不变的产业, 只能根据所在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出一个

/ 工作定义0, 以适应制定政策的需要。

二、创意集群:四个关键词

创意集群是创意产业在特定空间的集聚。创意集群通

常由少数大型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文化机构 (如大学和研

究机构、博物馆、艺术馆等 ) , 数量众多的中、小型文化企业

(如创意工作室、画廊、演艺中心以及文化中介机构等 ) , 加

上独立的艺术家, 设计人员等个人组成。创意集群的上述

构成特点决定了其在地理空间上必然靠近于科技、教育发

达, 经济有相当规模, 文化与消费都很活跃的城市。

理解创意集群的基本特点,需要理解四个关键词: con-

glomeration、Linkage、glocalization、community。

首先是 conglomeration,即/聚集0, 或者/ 团块0。目前在

描述/ 创意集群0 时一般使用的英文词是 cluster , 直译为

/ 丛0, 或/ 集群0。但是另一经常被使用的词是 conglomera-

tion。前一个词较多地沿用了传统产业集聚理论的概念, 一

般是指一批内容相近和相关的企业集中在一个特定区域以

获得竞争优势。后者更多的是特指现代文化产业的/ 聚

集0 ,一般是指一批产品内容不同但相关联的企业集中在一

起以获得竞争优势。

Conglomeration是一种企业集聚现象, 国外相关研究在

表述类似于时代华纳和迪斯尼这样的传媒巨头时, 经常使

用这个词, 以标示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集聚的重大区别 ,在

研究创意产业集聚时要特别予以关注。其产生的原因是,

基于数字技术的创意企业,不仅获得了规模经济优势, 还进

一步获得了/ 范围经济0优势。他们介入了多种产业, 一项

产品的开发往往得到多重的收入, 而一项开发成本可以在

多类产品中分摊, 因此,总的利润比分别开发某个部分的企

业大得多。比如, 迪斯尼制作一部电影, 可以将其在不同的

传媒上推广, 如在电视网中播出, 制作电视节目的副产品,

出版有关的书籍, 建立主题公园, 在连锁零售店中出售与电

影相关的时尚物品 ,等等。这种/交叉销售0优势, 使得这些

企业在竞争的时候, 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从地域性布局

来看, conglomeration还是指由少数大型的营利性和非营利

性文化机构(如国际传媒巨头、大学和研究机构、博物馆、艺

术馆等) ,数量众多的中、小型文化企业(如创意工作室、画

廊、演艺机构、以及文化中介机构等) , 加上独立的艺术家,

设计人员等个人工作室组成的团块式集成体。

其次是 linkage, 即链接。目前在讲到涉及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的/ 制度创新0的时候, 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 链

接0 ,因此链接也是形成有效的创意集群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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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我国国家统计局 2004 年对文化产业定义是: 为社

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 以及与这些活动

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



将/ 链接0作为推动创意集群的关键性政策手段, 这是

从创意产业的特点出发并为了应对创意产业的发展障碍而

来的。创意产业是文化和经济长期进步、高度发展、普遍互

渗的结果,到了这个阶段, 文化产业出现了/ 上游化0和/ 下

游化0的趋势, 即向上整理文化遗产,整合教育和研发资源,

创新内容;向下服务于和渗透到多个传统产业, 创新应用。

结果便是,产业边界越来越不清晰, 产业面貌越来越/ 碎片

化0 ,总之, 文化产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与教育与研发机

构的新关系的建立、越来越依赖于与其他传统产业部门的

新关系的建立。

因此, 从产业政策的角度看, 为了促进创意集群的发

展,就应该以政策鼓励, 在传统公共性质的教育、研究、文化

遗产整理等机构和文化产业部门之间 ,在文化产业部门与

其他传统产业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合作和链接关系。

第三是 glocalization, 即全球地方化。这个词是/ 全球

化0和/ 地方化0两个词的合并, 目前在讲到创意产业的经济

地理特征时, 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这集中表现创意

集群的全球分布规律之中。

新一轮全球化基于数字化网络, 出现了全新的特点。

全球性文化符号市场使得一些文化消失和被同化, 也使得

一些文化获得了意外的发展机会, 全球/ 一体化0 (或者叫

/ 均质化0)和/ 地方化0成为相辅相成的发展趋势, / glocaliza-

tion0就是表现出了这个趋势。新一轮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

的规律是:没有传播就不能流传; 新一轮全球化竞争中创意

集群的发展模式是: 本地植根, 全球接入。在经济地理学

界,有人说, 这是/ 地点营销0时代的开始。[ 1] (P461- 490)

全球网络为创意产业体系的全球分布提供了新条件。

对传统产业集群的形成发生重大影响的面对面的沟通、运

输、距离等因素, 在网络集群中已经被多媒体宽带通信技术

所跨越。创意产业可摆脱传统对地理区位的依赖, 可以考

虑更适宜创意阶层生活的/宜居0因素 ,因此产业集聚可以

更为广泛分布。结果便是,在一批全球性的大都市中, 形成

了著名的创意阶层聚居区;在一批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中,也

依赖于特色文化资源, 形成了地域性文化创意产业中心

城市。

最后是 community ,社区。创意集群实际上完全不具有

传统/ 产业园区0的特征,而是更像一个集中了各种大学、研

究机构、企业、工作室、时尚休闲场所以及各种公共文化机

构的/ 社区0。

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高端, 它使文化产业价值链的

重心从大规模复制传播走向了符号和文本的个性化的原

创,使得文化企业的生存越来越依赖于研发活动, 并将许多

传统公共文化机构(如博物馆、艺术馆等)卷入了市场, 成为

产业开发的新兴资源。创意产业还是一系列传统产业部门

的高端,通过产品设计、品牌包装以及市场推广等范围广泛

的创意活动 ,创意产业将越来越多的日用消费品转换成体

验性产品, 将产品的价值主体从满足功能消费转换成满足

文化意义消费,使产业的传统功能定位发生深刻的/ 文化转

向0 (比如, 传统的建筑业转向了文化创意产业- 建筑设计

业)。于是,创意产业与整个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在这个融

合过程中, /创意阶层0作用突出。传统文化产业的核心因

素是资本, 创意产业的核心因素是人。各种类型的创意工

作者, 艺术家、音乐家、作家、设计师等等, 构成了创意阶层

的主体, 成为在传统文化机构和现代经济部门之间建立链

接机制的/ 酵素0。创意集群以文化内容符号的创造为目

标, 其创新活力来源于创意工作者的企业家精神和交互激

发的创意灵感, 依赖较为宽容的社会文化和有弹性的社会

结构, 这是它与一般产业集群的显著区别。因此创意产业

园更像是一个功能齐备、设施完善、工作休闲两相宜的/ 社

区0。

三、创意集群的形成:国际经验

对创意集群的考察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本文选取了

两个角度。一是创意集群形成的历史契机, 一个是集群内

部的结构模式。

首先, 从集群形成的历史契机看, 全球范围创意集群大

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际大都市中兴起的创意集

群。国际大都市一般是大型跨国文化传媒巨头的总部所在

地, 是全球性文化产品与服务流通、交易、展示中心; 国际大

都市都具有开放的多元文化、丰富的历史性文化积淀和活

跃的文化艺术消费, 特别适宜全球顶级创意阶层聚集。纽

约的文化创意经济总量在全球大城市中独占鳌头, 拥有新

闻服务、演出业、服装设计业等多项傲视全球的创意集群。

东京的动漫游戏产业集群、好莱坞的电影产业集群都具有

全球中心的地位。以伦敦为例, 它拥有 Hackney, Islington,

Camden Town, Brixton, Hammersmith 等 10 多个创意集聚中

心, 其中著名苏豪区( SOHO)集中了以 21 世纪福克斯、华纳

兄弟、哥伦比亚公司为代表的数百计的影视制作公司, 区内

更有众多的广告制作、音乐、摄影、设计公司以及消闲娱乐

场所, 构成了以媒体企业为主轴的集群。据研究, 伦敦拥有

全英国 70% 的音乐录音棚, 占全国的 90% 音乐产品交易

量, 出产全国 70%的影视产品, 46%的广告业务和 27%的建

筑设计。[2] ( P235)

这类集群集的经验是: 全球性的创意中心需要开放多

元的文化形态、鼓励创新的城市氛围、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

体系、长期的人才汇聚战略、对先锋文化和时尚文化的包

容、与全球市场的紧密关联。

第二类是由城市老工业区的复苏形成的创意集群。在

创意产业中, /集群0一词通常与某些城市的老工业区的复

苏相关, 如都柏林、谢菲尔德、奥斯汀、墨西哥城、赫尔辛基、

安特卫普等。[3] ( P227- 228) 艺术家需要有足够的空间且租金便

宜的地方, 他们租下城市边缘废弃的工业区和旧厂房进行

修缮, 在其中创作和生活, 形成创意聚集区, 随着相关文化

艺术机构进驻,区内文化、经济进一步繁荣, 城市形象改善。

这会引起区内租金上升, 最终繁荣的商业活动将聚集的大

多数艺术家和艺术机构挤出该区域。艺术家转向城市边

109



缘,寻找并建立新的聚集区。研究表明, 艺术中心的建立与

自我毁灭在纽约这样的城市会不断重复。[ 4] (P30) 英国北部城

市谢菲尔德,曾经是传统的工业城市, 随着钢铁业的衰落,

这座城市被废弃的工厂、破落的社区所包围。20 世纪 80年

代,离城中心不远的一处约 30 公顷的地段, 逐渐聚集了/人

类联盟合唱团0、17 号天堂等乐队众多乐队, 他们在当地建

立自己的工作室和演播室, 当地的艺术工作者也利用弃置

的工厂作创作基地, 在区内落户。到了 90 年代, 当地已集

聚约300个组织和小型企业, 从事音乐、电影、电视、电台节

目制作、新媒体、设计、摄影、表演艺术及传统工艺创作活

动。这些创意聚集为当地经济和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慢

慢改变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生态, 促进了这座老工业城市

的复兴。[5] (第四版)

这类集群的经验是:通过创意集聚来复苏城市的活力,

需要宽容的文化氛围和保护创意集聚成长的市场环境。政

府需要适当介入,将创意集聚纳入城市发展战略, 推动创意

集聚占据全球市场高端,打造不可复制的竞争优势。

第三类是由新兴国家和地区主动培养的创意集群。出

于在于提升本国传统产业竞争力、开发国家文化创造力、参

与国际文化贸易等多种原因, 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纷纷介

入本地创意集群的培育。如我国香港地区、我国台湾地区

及新加坡、韩国等国家正在积极推动建立创意园区和振兴

相关创意产业的战略或计划。主动培植创意集群对于促进

创意产业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这些类集的经验是:在培养政策导向的创意集群时,政

府需要制订明确的文化战略, 规划产业发展目标。具体操

作中,应通过激励政策介入产业辅导与产业孵化, 大力培养

重点产业,建设产业园区, 鼓励产品出口。

其次,从集群内部的结构模式看, 创意集群也可以分为

三类。第一类,大型文化机构主导型, 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

机构都在内,好莱坞、鹿特丹的城市中心区以及昆士兰科技

大学/ 创意产业园区0 都可以归入此类。第二类, 政府公共

机构主导型,如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第三类,中小企业自

发聚集型, 如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影视产业集群。这三种类

型的结构只是一种粗略的划分,无论何种类型,成功的关键

依然是建立集群内部的有效链接。

四、澳洲创意产业实验的/ 昆士兰模式0

创意园区是培养创意集群的重要方式。创意集群的培

养与形成应该与城市的风格、文化环境、生活形态紧密融

合。合理的创意园区应当是建立教育、研发机构与经济部

门、私营机构的广泛深入的链接, 并且集生产功能与生活居

住功能为一体。园区应该既是学校和研究机构的所在地,

又是创意企业的聚集区;既是文化产品的生产地, 又是文化

产品的消费区。这里应该/ 五方杂处0, 文化多样, 富于变

化。这里还应该生态优美,环境舒适, 适宜居住。

布里斯班市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府, 著名的/ 黄金海

岸0和/阳光海岸0就坐落在附近。近年来, 布里斯班市以其

昆士兰科技大学/ 创意产业园区0受到全世界的瞩目。这是

个计划斥资 4 亿,整体开发规模达到 16 公顷的一个完整的

社区。社区自 2001 年动工兴建, 投入 6 000 万澳币(其中 1

500 万澳币由昆士兰省政府资助) , 并于 2004 年 5 月中正式

启用了一期建筑。

这是澳洲第一个由政府与教育界共同为发展创意产业

而合作的项目。这个园区里包括隶属在/ 昆士兰科技大学

创意产业学院0下的 6 个系, 全套先进的影视后期制作设

备, 一个圆形剧场, 若干个摄影棚,计算机中心,以及在建的

健身中心 ,购物中心, 以及创意住宅区, 等等。在名为/ the

works0的大楼内, 由联邦政府授权成立的/ 联邦卓越中心

) ) ) 创意产业与创新中心0的 20 多名研究人员 , 20 多家企

业, 以及大批的学生齐集一堂。

昆士兰科技大学创意产业园区将创意设计、休闲娱乐、

教育培训、产业孵化、创意居住融为一体,在政府、大学和研

究机构、工业部门以及创意阶层之间建立起一种积极的链

接机制。在这个链接环境中,将产生积极的互动: 研究人员

的多学科背景将在这里产生创新型研究, 甚至是新型的交

叉性前沿学科; 企业将在这里找到宝贵的创意内容和高质

量创意人才; 学生将在这里学习和体验新思想的产生和商

业化的非凡过程; 甚至一些长期从事实际工作的专家也进

入园区, 同时参与教学和研发工作。这个园区是澳大利亚

政府在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 克服/ 数字内容及其应用产

业0迅猛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国际上很多从事

创意产业研究的人都提出, 发展创意产业需要创新国家文

化政策, 在这里,这种设想成为了现实的实践。

五、对中国的启示

近年来, 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与创意经济的政策推动

下, 我国大陆地区的大城市出现了创意集聚蜂起的局面。

如以同济大学周边/ 现代设计产业聚集区0为代表的上海的

创意集聚群, 以 798 创意社区和宋庄画家集聚为代表的北

京集聚群 ,杭州动漫产业集聚, 等等。但与国际上成熟的创

意集群相比, 这些创意集聚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对城市经

济的影响力弱小, 产业形态简单, 集聚模式相对单一, 集聚

内产业的整合与升级动力不足, 与全球市场的链接不够紧

密, 缺乏核心企业的引领, 等等。通过对创意集群特点和国

际经验的分析, 结合近年来我国创意集群的建设经验, 我们

认为, 我国城市在培养和建设创意集群时, 在以下方面需要

特别注意。

(一)培植城市的文化艺术氛围和创意环境

我国城市在培养创意产业集群时, 首先要努力创造浓

郁的艺术气氛, 普及艺术教育,汇集各种文化元素, 建构开

放和多元的城市文化气质。同时, 要通过引入国际文化艺

术展演、培训机构等, 增加城市文化的国际化色彩, 建立宽

容的城市文化态度。另外, 要在城市快速发展中保护好城

市历史文化遗产, 承续城市历史发展的建筑与规划肌理。

所有这些对于增加城市文化氛围、激发创意活力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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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在充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浓郁的城市文化氛围和

创意环境会主动与市场相结合, 成为创意集群在城市生长

和发育的原动力。近年来, 我国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创

意集聚的勃兴已经证明发了这一点。

(二)依托公共文化机构来建设产业集群

国际经验表明,大型公共文化艺术机构是创意集群形成

和发展的重要资源依托。在集群的最初形成时,它们是创意

人员集聚的凝聚核。在集群的日后发展中,它们是创意工业

者源源不断的灵感之源和题材宝库。博物馆、艺术馆、美术

馆、大学、大型研发机构通常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我国的上

海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杭州动漫产业基地等创意产

业园区在建设时都做到了依托高校建设园区,充分借用了高

校的创意资源。但是,总体来说,目前在我国各地的创意产

业园区中,大型公共文化机构还没有在园区建设中起到主导

作用, 这需要引起重视。

(三)促进集群内部的链接关系的建立

在创意集群形成的初期, 集群内的中小文化企业与大

企业之间、创意工作者与企业之间、文化教育艺术机构与企

业之间都缺少链接关系,不利于集群内生产性潜能的实现。

创意集群的内部需要形成公共服务支撑体系, 为大、小创意

企业, 及创意个人提供各种社会化的服务, 如信息服务, 专

业会展服务,等等。这需要政府积极介入, 通过公共资金投

入,建立非营利的文化艺术机构、产业开发基金、孵化器等,

为集群内部建立生产性关联, 加快集群内部创意潜能的开

发与转化。

(四)建立集群与全球市场的链接

国际著名的都市创意集群都与全球市场紧密关联, 占

据全球创意产业价值链中原创和发行的核心环节。我国城

市在培养创意集群时, 也应该把建立集群与全球市场和全

球创意产业价值链的紧密联系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这样

才能保持集群的竞争力,达到增进城市魅力,繁荣城市经济

的根本目标。

(五)加强集群内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保证创意集群快速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集群内部

原创积极性的保护。由于创意工作者个人和小企业维护自

身知识产权的能力要远远弱于大型企业。因此, 政府需要

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维护个人的知识产权, 保证集群内知

识产权转移的畅通性。这一点, 对于创意产业集群的顺利

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六)因地制宜 ,建立中国特色的创意集聚

各地普遍借鉴国际模式建立创意园区, 培养高科技与

高文化相结合的高端创意产业, 如动漫、电子游戏、高端设

计业等。这些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征,其价值链下

游往往需要国际化发行渠道, 这些特点对于我国大多数城

市来说, 都是弱项。因此, 我国城市在培养创意产业集群

时, 不妨结合人力资源、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 从产业

链相对简单的产业着手,瞄准国内外对艺术品的需求, 培养

本地化的艺术创作集群, 这既可以激活本地艺术工作者和

创意工作者的生产性潜力,又可提升城市文化氛围, 为培养

高端创意集群积蓄力量。如北京宋庄画家村、昆明的创库

都属于这类情况。

总之,我国的城市创意集聚应充分认识创意集群形成和

发展的内在规律, 借鉴并学习国外创意集群发展的经验,在

发展中自我完善,逐步将目前的创意产业集聚发展为具有全

球竞争优势的创意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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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lusters: Basic Concep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ZHANG Xiao-ming, HUI Ming

(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Creative clusters are conglomerat ions of creative industries in special locations. There characterist ics can be

understood in four aspects: conglomerations, linkage, globalization and community. Examining their historical formation,

creat ive cluster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kinds: those conceived from the metropolises, those formed with the revita-l

ization of the old industrial cit ies and those conducted by the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Chinese cities should learn suf-

ficient ly the intrinsic rules of the creative cluster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absorb the experiences of the cre-

ative clusters 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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