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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资源优势
走可持续的文化产业发展道路

ø章建刚

摘   要: 云南具有强大的文化产业的资源优势, 即文化内容。只要加以充分利用, 就能在

文化专业发展道路上再次创造越性发展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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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云南省委省政府目标明确,动手早,

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而且

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优势产业 ) ) ) 旅游。/非

典0过后,云南旅游复苏强劲, 一些热点地区

甚至不断出现所谓/井喷0现象,游客爆满,机

票难求。这说明,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

原生态的民族文化生活样式、各种历史遗存、

艺术创作成为了普遍的文化间相互了解、沟

通的需求, 而且这种需求是以市场的方式得

以满足的。因此, 活生生的民族文化成了促

进各种文化产业快速增长的文化资源条件。

深厚多样的民族文化生态就是云南省发展文

化产业的资源优势。

有了这种优势资源,还不等于一定有健

康的产业发展。因而有要对这种资源优势做

进一步的分析,看看它在什么意义上意味着

机遇,又在什么意义上意味着挑战。

  我理解云南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意味着两

种机遇。首先, 云南地区在第二产业未经充

分发展、工业化过程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利用

独特文化优势,迅速驶入第三产业高速增长

的快车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方面,应该

说云南已经很好地抓住了发展的机遇。

在旅游业或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

资源优势的地区还有另一种机遇。那就是在

内容原创、节目供应方面的潜能。

国际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在传播技术的进

步基础上实现的。但是, 技术或传播手段的

迅速扩张立即就造成了传媒过剩而内容(节

目)不足的问题。通俗地说就是高速公路造

好了, 上面没有车子跑。所以发达国家如英

国、美国、芬兰等都已制定了国家战略,锐意

推进本国内容产业、创意工业的发展;他们都

意识到,文化产业这种经济竞争,最终是凭文

#28#

民族艺术研究 o



化内容才可取胜的。从文化产业、信息产业

到内容产业、创意产业,这种语词上的变化反

映了文化产业发展进程的一种内在趋势。说

到底,内容产业是文化产业的本质,创意产业

是内容产业的本质。社会发展的竞争最终拼

的是原创,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

云南有一些学者曾经区分过东南沿海一

些大都市级的文化产业类型和西部比如云南

这样城乡级(中小城市甚至县城)的文化产业

类型。我认为,如果这种区分是恰当的, 那么

前者将以强大的文化传播能力取胜;后者则将

以强大的内容提供与原创节目创作取胜。而

从文化产业发展自身的逻辑看,节目提供是一

个高端。内容是具有最终知识产权的,传播要

向内容付费。在这个意义上说,云南这种文化

资源优势就意味一个新的机遇 ) ) ) 我们有可

能在文化产业发展道路上再次创造跨越式的

奇迹。我认为,这个机遇尤其应该抓住。

内容竞争还具有更深层的含义。全球化

格局下的/大众文化0,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

强势国家的价值观和文化。人类文化的多样

性、地方性文化、欠发达地区与国家的文化、

少数民族的文化都有被遮闭、被覆盖的危险。

这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话题,而是一种普

遍的人文主义关怀。现在人们到世界各地去

旅游,就是要了解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在各种

生活方式的比较中寻找更为理想的存在方

式。而我们说云南应该在内容产业上有所作

为,就不仅是说要更多地开发旅游景点、各类

民族村、民俗园、保护区或自然文化遗产地,

也是说我们要让这种原生态的生活经过/再

编码0,成为文学艺术、广播电视、报刊网络上

的精彩节目。也许我们的传媒部门并不特别

强大,但云南的节目却可以通过别人的传媒,

被送往全国各地、世界各国,让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这里纯美的自然风光、淳厚的风土人情

所深深吸引。

显然,要抓住这后一种机遇谈何容易,它

意味着一种可持续的文化产业发展道路。这

里一是要有高水准的保护, 二是要有鼓励不

竭创造和再创造的能力和机制。要解决原生

态的民族生活样式及其各种器物在现代化过

程中不遗失, 又能与其现实生活保持活生生

的精神联系的问题; 要解决在大量游客蜂拥

而至的情况下,它的生态、景观不被过度消费

的问题,等等。为此,就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

和人才培育投入,就要有充分的前瞻、足够充

分的策划和研发,因而机遇从另一方面看就

是挑战,机遇自身就具有挑战性。

对这种挑战性有人认为是无法应对的,

因为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是巨额的先期投入,

而/后发现代化地区0之所以要搞开发正是因

为它缺少资金,所以/先破坏, 再保护0的路是

不可避免的。

我认为现实恐怕未必如此严酷。经过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云南和其他许多省份一

样,经济成倍增长, 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储蓄余

额持续增长; 民间投资热情高涨。走可持续

发展道路的资金障碍并不一定存在,关键只

在投资的市场准入是否开放。

这实际上就提出了另一重挑战的问题,

即可持续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是否将主要通

过市场手段实现。市场化是第二重挑战。如

果是这样,党中央在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到、目

前各地正积极探索的文化体制改革就被纳入

视野,就会被当作应对第一重挑战的可行方

案来考虑。由于文化体制改革还没有大面积

铺开,改革实践还会遇到各种困难甚至阻碍。

这种挑战严峻吗? 实际只要我们再深入地思

考一下就会发现,这里的机遇与挑战都是相

互相辅相成的。迎接挑战就是把握机遇; 战

胜挑战就是获得先机。机遇永远属于敢于应

对挑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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