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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工业化城市生态文化产业的发展
———以东营市为例

梁 敬 升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价中心,山东 东营 257000)

摘要:发展生态文化产业是新型工业化城市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选择,
具有培育新型工业化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以绿色、创新引领生态经济发展,实现生态

价值与经济价值统一的作用。 东营市位居黄河三角洲中心地带,具有黄河口湿地生态优越的地

理环境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因此,大力发展生态文化产业是东营市由资源型城市向新型工业化

城市转型的重要选择。 东营市生态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加强城市生态文化理论政策研究、科学制

定生态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挖掘开发历史文化中的题材资源、建设文化产业园区、打造生态文化

产业链,以发展生态文化产业为突破口,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城市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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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进入 21 世纪以来,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文化

产业迅速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支柱产业,并
呈现出集群式、跨越式发展态势。 在中国,随着经济

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文化产业的发展越来越

受到重视。 《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 2007—
2015》就确定:将培育和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山东省

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要利用文化产业增强山东省

的核心竞争力。[1] 《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在确定“十三五冶发展的目标时提

出,要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冶,要
“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文化产业品牌冶 [2]。 因

此,在新型工业化城市发展过程中,培育和发展文化

产业是实现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

要途径。
一、生态文化产业的内涵

文化产业是近几年比较热门的话题,对生态文

化在学术界也有一定的研究,但生态文化产业研究

成果则相对较少,在百度中甚至就没有“生态文化

产业冶这一词条,知网中相关主题的论文不足 30
篇。 对于生态文化产业的内涵只能从“生态文化—

文化产业—生态文化产业冶的逻辑来理解。
生态文化是研究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文化现

象,是人类为了利用地球上多样性的生态环境所取

得的精神、物质和制度的总和。[3] 关于文化产业的

内涵,大众化的认识是指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

及相关产业的总称,其涉及九个行业三个层次,包括

新闻、出版、影视、艺术服务的核心层,网络文化、文
化休闲娱乐及其他文化服务的外围层,文化产品、设
备的生产及销售等的相关层。[1] 关于生态文化产业

的内涵在学术界还没有定论,邓显超[4]、张文娜[5]、
江泽慧[6]等认为,生态文化产业是以生态资源为基

础, 以文化创意为内涵, 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森

林(竹、花、茶等)文化产业、生态旅游文化产业等为

表现形式, 以提供多样化的生态文化产品和服务为

主的文化产业。 综合各位学者的观点,本文将生态

文化产业的内涵概括为:生态文化产业是在国家政

策指导和市场引导下,以反映人与自然关系为主题,
以生态文化为创意来源,体现生态文化理念,以为社

会公众提供实物形态的生态文化创意产品和可参

与、可选择的生态文化服务为主的市场化、产业化经



营活动,具有文化创意、绿色生态、产业经营、融合发

展的特征。 这一内涵的概括,一是确定了生态文化

产业属于文化产业的范畴;二是界定了生态文化产

业的范围,即它是众多文化产业中以“反映人与自

然关系冶为主题的部分,体现出生态文化产业的发

展主旨;三是阐述了生态文化产业的保护生态资源、
提升生态意识、增加生态消费的功能;四是阐明了生

态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独有的特点,即与其他

产业的融合性、可参与性、对自然生态的友好性及对

人类道德情操的陶冶性等。
目前,中国以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为题材的新

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产品逐渐增多,出现了

许多优秀的作品,很好地启发了大众的生态环境意

识;以生态保护为主题的网络、旅游、休闲娱乐、广告

会展等新兴生态文化服务活动在各地普遍开展,相
关的文化产品、生产设备的开发销售也极大扩展了

生态文化产业的内涵。 对此可以从生态型和产业型

两个角度来理解。
从生态角度来看,生态型文化产业虽然在形式

上属于文化产业,但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生态文化的

价值取向。 例如以自然生态文化为题材、传递生态

关怀和生态责任意识的广播影视作品《森林之歌》
《山林的呼唤》,以传播生态文化信息为题材的生态

网络和动漫产品《天堂飞鸟》,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

题的生态演艺产品《印象云南》以及城市建筑设计

中的生态景观设计等,都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生态的

观察、思考、摹仿及生态型艺术作品和工艺产品的再

创造。
从产业形态来看,生态文化产业内容上虽具有

生态文化属性,但它不同于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在其

生产上仍属于产业,具有直接的生态经济效益,具有

经营的属性。 文化产业主要是由市场主导,以企业

为主体,按市场机制自负盈亏,靠取得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来生存发展。[1] 例如承载着人与自然和谐文

化的生态旅游、生态休闲养生、茶文化产业等,都是

通过自然生态景观游览、相关的生态文化艺术品营

销、生态动植物科普知识展览、饮食、住宿等一系列

生态文化产业来服务的,都是以共同实现产业经济

效益和生态文化效益来生存发展的。
二、生态文化产业对新型工业化城市建设的

作用

新型工业化城市是指摆脱了资源依赖和生态环

境污染的产业发展模式,向知识技术密集和环境友

好型产业发展模式转变的城市。 生态文化产业是一

种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对接、自然演进与人类进步

相统一的最佳产业,是既能实现经济文化发展又能

达到生态环境保护的产业。 对于新型工业化城市来

说,通过大力发展生态文化产业可以走出一条与传

统工业化不同的道路,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升

人们的生态理念,为最终建成生态城市、智慧城市和

实现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作出贡献。
(一)发展生态文化产业,可以优化产业结构,

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

传统工业化城市在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
逐步脱离资源依赖和高污染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一些

困境。 在实现传统工业化城市向新型工业化城市转

型的道路问题上,文化产业的发展影响着一个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质量,是实现城市绿色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2] 通过发展生态文化产业,可以克服

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城市经济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让更多的关联产业参与到文化产业的

发展格局中,发挥后发优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

增长点。
(二)发展生态文化产业,可以实现以绿色、创

新引领生态经济发展

生态文化产业是以绿色、创新理念为引导的。
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创新是文化

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所谓的生态经济正是“能够满

足我们的需求而又不会危及子孙满足其自身之需的

前景经济冶,是指“具有典型生态系统特征的节约集

约经济发展模式冶 [7]。 生态经济具有绿色、低碳、可
循环的基本特征。 生态文化产业正是以绿色、创新

理念引领生态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兼顾的新兴产业。
(三)发展生态文化产业,可以实现生态价值与

经济价值的和谐统一

生态文化产业的最大特点和优点就是能将生态

价值与经济价值很好地统一起来。 在将生态价值产

业化的同时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兴盛,既可充分

挖掘生态系统的精神价值,彰显生态文明理念,满足

人的精神需求,丰富生态文化生活,又可赢取经济价

值,实现服务社会和取得经济效益的双重目标。
三、在新型工业化城市建设过程中东营市生态

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东营市位于黄河三角洲的中心地带,黄河三角

洲是全国自然生态保护最好的大河三角洲。 《黄河

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被列为国家级战

略,这是第一个以“高效生态经济冶为特征的国家区

域经济发展战略,为东营市生态文化产业发展打下

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基础。 同时,东营市地处黄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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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广阔的湿地生态自然资源,具有发展生态文化

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此,东营市在向新型工

业化城市转型过程中,完全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大力

发展生态文化产业,使之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 东营市“十三五冶
规划中也提出了实现资源城市转型的战略,指出要

“推动由资源依赖向创新引领的转变冶,要“推动文

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培育新兴文化业态,扩大

和引导文化消费冶 [8]。 但是,人们观念中的文化事

业的公益属性,弱化了生态文化产业的市场主体性,
使生态文化产业的经营性、市场化的优势还没有充

分发挥出来。 因此,发展东营市生态文化产业,必须

转变观念,正视问题,积极寻求对策。
(一)东营市生态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生态文化产业还是一个新兴文化产业,其创新

发展是在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发展系

统中进行的,包括生态文化产业理论政策、生态经济

发展基础、生态文化产业核心技术、生态艺术创新等

多个领域,因此,东营市的生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还

面临着一些问题。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生态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和区域生态文化内涵

挖掘不足

东营市是伴随着胜利油田的开发而发展起来的

新兴资源型城市,其建市较晚,高等院校数量少,区
域文化产业的研究机构相对也较少,因此,对生态文

化产业相关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成果储备不足,缺
乏对区域生态文化内涵的挖掘整理,对生态文化产

业规划发展定位和态势把握不到位,对区域生态文

化产品的研发缺乏理论的支撑。 由此导致生态文化

产业经营机制落后、产业链条和产品生产不系统、文
化含量低、创新能力不足、市场竞争力和运作能力弱

等问题。
2. 生态文化产业开发企业管理水平低,产品的

市场影响力较弱

由于生态文化长期被视作一种社会事业,缺乏

市场机制,因此,东营市大多数生态文化产业从业人

员及管理人员缺乏市场经营意识,专业人才和经营

管理人才匮乏,生态文化产业处于一种无序竞争状

态,除了黄河口文化的品牌效应比较强以外,其他能

在全国产生影响力的生态文化品牌几乎没有,而且

缺乏生态文化产品的研发论证和产品营销工作机

构,对生态文化产品的开发仍停留在传统的发掘、整
理和欣赏层面。 例如对孙子文化品牌的塑造,虽然

设立了“孙子国际文化节冶,但对这一在历史上和世

界上影响巨大的文化品牌,还缺乏国际化和现代科

技手段的创新,文化产业化能力较弱。
3. 生态文化产业链条不完整

东营市现有的生态文化产业主要是以中小企业

和文化个体户形式经营,规模小、布局分散,缺少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9],更没有形成

完整的产业链条,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 如黄河口

文化品牌缺乏产业化的经营运作(包括文化论坛、
科普、影视、文化旅游、特色产品开发销售一体化的

完整的产业链开发),多数生态文化企业还处在自

发性状态。
4. 生态型文化产业技术含量低,高附加值的文

化创意产业少

东营市的生态文化产业专业创意人才严重缺

乏,生态文化创意产业弱。 传统手工艺品的生产多

是通过家庭作坊式企业,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都很低。
如目前宣传东营区域生态文化特点的动漫和影视作

品几乎没有。 自 2015 年开始举办的“芦月节冶还局

限在低级的模仿、复制阶段,没有形成产业化。 生态

文化产业不仅是一种生态环保型产业,更重要的是

一种依赖技术的高科技产业。 相关技术和创意的缺

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东营市生态文化产业的

发展。
(二)东营市生态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

1. 围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开发加强生

态文化产业研究和人才引进工作

为了解决区域生态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偏弱的问

题,可采取以下对策:一是由政府牵头或委托区内高

校与省内外其他学术组织组成协同研发团队,以联

合研究、委托研究的形式,对东营地区的生态文化产

业进行研究。 二是积极举办“生态文化产业论坛冶
等研讨活动,让更多的外部专家以灵活的形式参与

到东营市生态文化产业的研究中来。 三是积极引进

和委托培养生态文化产业方面的专业人才,为生态

文化产业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生态文化产业是一

项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文化产业,必须建立在科研力

量较强、科研成果较丰富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科学布

局、不断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研究机构的建立

与科研创新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是这一产业做大做强

的基础。
2. 制定发展战略,提高生态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优化生态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可以从以下三个

方面重点布局:一是整合黄河特色文化资源,塑造独

特的黄河口文化品牌,积极提升黄河口湿地文化和

水文化的影响力。 二是将文化旅游与生态旅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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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发挥文化与生态的叠加效应,开发生态文化旅

游与观光、休闲、度假、康体、科普等密切结合的复合

型旅游产品。 三是积极推动生态文化产品的开发,
发挥市场机制,形成产业链,挖掘黄河口湿地生态文

化、水文化、古文化等的内在价值,提高生态文化产

业的附加值。 批量建设示范效应强的重点生态文化

产业项目,进一步推进森林公园建设工程、生态农业

和园林养生休闲产业建设工程、湿地生态旅游与文

化产品开发工程等重大文化建设项目。 选择一批发

展潜力大、竞争力强的生态文化企业或企业集团,加
强生态文化与科技、资本的融合,培养新兴产业,提
高集约化,形成产业链,扩大市场化,培养示范生态

文化企业,发挥其引领作用。
3. 挖掘开发历史文化中的题材资源

东营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包括广饶的兵家文化资

源、黄河入海口的湿地生态资源、移民和民俗文化资

源、红色文化资源以及石油文化资源,[10] 可从中挖

掘、开发题材资源以促进东营市生态文化产业的

发展。
第一,开发以黄河口生态资源、生态故事、生态

民俗为主题的文化精品,注重生态文化资源的产业

化,借助互联网等现代媒体传播渠道,提升生态文化

产业竞争力。 要做好黄河口特色生态文化品牌资源

的开发、创新与产业化,在文学、艺术、影视、动漫等

方面寻求大的突破。 如 2015 年东营市首部大型原

创舞台剧《黄河口奇缘———天鹅》,以黄河口湿地作

为原生态景观,以天鹅为剧情主角,突出东营湿地景

观特色。 这部舞台剧对东营生态文化产品的制作具

有开创性的意义,是生态观念与生态文化艺术表现

的完美结合。 对这类题材的文化作品应该加大宣传

力度,大胆与国内外的影视公司、演出公司结合,扩
大影响,进而打造湿地生态文化品牌,实现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
第二,积极发展民风民俗演出业。 可根据消费

者的需求,对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孙子军事文化、吕
剧、短穗花鼓、霸王鞭等进行再度创新,推出各种形

式的、观众喜爱的作品,如孙子兵法智慧中的战略布

局与现代的沙盘战争推演相结合的动漫、微电影、游
戏等创新产品,体现黄河口民俗文化的民间服饰、用
品、饮食、礼仪等的实物展示与戏剧演出等,通过深

入挖掘黄河口民俗文化题材,做大做强这一民俗文

化产业。
第三,扶持小微民间工艺产业发展。 可积极投

资和开发“齐笔、黑陶、刺绣、剪纸冶民间技艺,生产

一批具有黄河口特色的民俗工艺品、旅游纪念品,对

各类民间艺术品制作进行创意引导和科技工艺的扶

持,使小产品、小作坊式经营逐步走向特色化和产业

化,培养出具有地理标志的工艺精品。
4. 将生态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打造生态

文化旅游精品

黄河口有独特的湿地生态旅游资源,又有丰富

的民间文化资源,将生态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融合

发展,能够打造出独特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
一是建立生态文化创意产业园,集聚各地专业

人才共同打造黄河口文化精品。 二是做好旅游文化

演出。 可结合黄河口民俗资源打造消费者可参与的

旅游演艺项目,提高演出的娱乐性、趣味性和游客对

黄河口生态文化的认知体验度,做到“寓教于游冶,
使游客“游有所获冶。 三是做好有区域特色的文化

赛事。 结合已经初具影响力的“黄河口国际马拉松

赛、黄河口文化艺术节、黄河口大闸蟹美食文化节、
中国广饶孙子国际文化旅游节等十大文化旅游节活

动冶 [11],塑造“黄河水城冶的旅游形象,积极宣传黄

河口文化。 四是积极制作文化旅游影视作品。 将旅

游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源,打造类似《庐山恋》 《云南

映象》那样的经典作品。 五是做好博物馆旅游。 博

物馆是将文化与旅游结合的最好形式之一,是承载

一个城市文化资源、让游客在短时间内能够直观了

解当地文化的圣地。 因此,要使“东营市历史博物

馆冶“黄河三角洲国家级地质公园博物馆冶 “黄河口

湿地博物馆冶“历史文化博物馆冶“黄河古韵博物馆冶
“东营市吕剧博物馆冶 “中共刘集支部旧址纪念馆冶
“石油科技馆冶等几所博物馆联动,打造博物馆旅游

路线,形成东营市生态文化名片。
5. 建设文化产业园区,打造生态文化产业链

现代文化产业的突出特征是文化与科技、资本

的高度融合。 东营市应充分利用黄河口湿地生态和

文化资源,通过文化与科技、资本的融合,建设文化

产业园区。 在文化产业园区内重点扶持和培育“现
代传媒、演艺娱乐、广告会展、出版发行冶等产业,将
“数字设计、文化创意、动漫、网络游戏、多媒体影视

制作、数据库冶等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载体的文

化产业进行整合,提升创意水平,使生态文化创意产

业形成产业链,创造出更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像“大熊猫生态文化产业链冶那样[12],以东营市的

黄河水城、黄河口湿地为特色,围绕黄河口文化品牌

打造生态文化产业链,形成以黄河口文化旅游、黄河

口生态美食、黄河口养生休闲、黄河口文学作品、湿
地候鸟芦花影视作品和动漫作品、黄河口特色旅游

纪念品等为链条的生态文化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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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生态文化产业是当今经济发展过程

中唯一能够将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完美

结合起来的产业,不仅成为新型工业化城市发展的

重要产业,也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发展方向。
类似于东营市这样的资源型城市,在新型工业化城

市转型过程中,可以因地制宜,充分挖掘自身的生态

资源和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文化产业,培育

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在实现经济结构优化

和产业转型升级中探索出一条新型工业化城市的发

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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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鄄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New
Industrialized City: Taking Dongying as an Example

LIANG Jingshe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Center, Shengli College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Dongying, Shandong 257000,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co鄄cultural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choice for new industrialized cities to achiev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It plays the role to nurture the new growth poi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or the new鄄type industrialized cities.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鄄economy with green and innovation, it realizes the
unity of ecological value and economic value. Dongying, a city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has superior ecologic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Wetland and rich cultural resources. Therefore, to develop the eco鄄cultural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choi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Dongying from a resource鄄based city to a new industrialized city. For this, Dongying should
tak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f urban ecological culture in theory and policy, to formulate scientifically
ecological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plan, to excavate and exploit the theme resources of folk culture, to build cultural industry
park, and to build eco鄄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 etc. By developing eco鄄cultural industry, Dongying can make breakthrough and open a
new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alized cities.
Key words: eco鄄cultural industry; ecological culture; cultural industry;new industrialized city

·53·第 32 卷摇 第 6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梁敬升:新型工业化城市生态文化产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