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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提升传统产业的机理，运用价值链理论，对西安市三桥老街、“大

华·１９３５”、书院门仿古街３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认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能够突破传统产业文化

元素设计、传统产品形态、产业形态、传播与流通形态和消费形态，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对传统

产业升级改造。研究结果表明，要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成功改造升级，应重视传统产业

中文化元素创意与商业品牌的打造，科技创新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对传统产业的融合，借力新媒体促

进传统产业营销的推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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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各国家和地区都越来越

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仅

会大大减轻因发展经济带来的资源储备压力，也能

在极大地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转变传统

产业的原有增长方式，把文化内涵和创意理念融入

产品设计、产品生产、产品流通和产品消费，带动传

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向产业链的高层

次方向发展。因此，自２００９年以来，在国家各项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的指导推动下，各地陆续出台

了符合当地特点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努力将

文化创意产业打造为支柱产业，以文化创意产业的

发展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本文运用产业链理论阐述

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实现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机

理，并对西安市３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说明文化创

意产业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过程，并由此分析了

文化创意产业升级改造传统产业的经验启示。

一、文献回顾

　　国外的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早，学者们在研究

文化创意产业时，更多关注的是文化创意产业与传

统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Ｐｉｏｒｅ认为文化创意

产业为传统产业提供了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意，使传

统产业构建新型商业运营模式而保持竞争力优

势［１］；Ｌａｗｒｅｎｃｅ等指出，文化创意产业的高渗透性将

创意渗透到工业产品加工生产过程中，通过对文化

元素的创意设计，以高附加值带动工业经济发展，实

现产业链的延伸［２］；Ｒｉｃｈａｒｄｓ把文化创意融入传统

旅游业中，认为这种结合产生的新产业模式的好处

在于游客具有体验型，有助于个人效用的满足和经

济发展［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ｏｎ认为手工业的发展与文化

创意产业的推动作用有关，且对两者的就业有相互



促进关系［４］；Ｂａｎｋｓ在研究英国产业发展时发现手

工业发展能够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５］。

国内学者近几年才开始关注研究文化创意产业

对传统产业的提升作用问题。有部分学者主要讨论

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提升改造的关系，如金元

浦指出文化创意对于传统文化创意产业的改造、升

级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６］；王艳等通过对新经

济与传统产业关系的研究，认为新经济将推动传统

产业的技术改革、资源整合优化，转化为新经济的因

素［７］；孙学文认为目前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在发展上

急需 “上档次”，在自身健康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与其

他相关传统产业相融合渗透，以文化创意产业去提

高传统企业文化、引导传统产业发展、提升传统产品

内涵、提升传统产业经营策略等［８］。更多的学者则

是通过具体案例分析，研究文化创意产业对传统产

业的改造升级：李运以宽窄巷子为例讨论文化历史

街区发展对旅游业的促进作用［９］；谢涤湘等以广州

红专厂文化创意产业园为例，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

如何通过挖掘工业遗产，延伸提升工业生产价值问

题［１０］；荆爱珍等以河北省部分企业为例，分析了将

文化创意融合于传统产品创新企业生产产生的效

果，并提出两者相互融合互相促进的发展模式［１１］；

郎富平等以浙江达利丝绸工业旅游区为例，分析了

传统工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动因与过程［１２］；李荣

菊等通过对某动漫公司成功案例的分析，认为文化

创意产业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可以促进产业

升级［１３］。

现有文献较少从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

发展的角度去研究二者如何互动促进传统产业发展

的问题。本文从两种产业的特点出发，结合西安市

的区域特征，运用价值链理论构建文化创意产业改

造升级传统产业的机理模型，并将其运用在典型案

例的分析中，厘清两者在发展中的协同发展关系，总

结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启示。

二、文化创意产业对传统产业升级

改造的机理分析

　　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已经突破传

统文化元素设计、传统产品形态、产业形态、传播

与流通形态和消费形态，文化创意产业在产业链

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实现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第

一，文化创意产业可以通过对传统产业原有价值

链某些环节进行内容挖掘、技术融合和重组融合，

升级优化其产品，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如传统农

业经过创意改进设计，演化成为乡村旅游、生态农

业、观光农业等；传统工业经过加入新的设计理念

和新材料，改变优化生产工艺，生产出新型产品，

如汽车款式的变化、布匹花色的复古典雅等。创

意产业中的工业设计、品牌策划、营销推广等不仅

增加了制造业的附加价值，也使产业结构趋于柔

性化［１４］。传统商业经过创意性改造，成为现代化

购物商城，并与饮食、娱乐相融合，成为城市新的

商业亮点。第二，文化创意产业还可以将传统产

业价值链分解，打破原有价值链各环节，提取原产

业链的核心环节，通过建立新的价值通道，形成新

的价值链。如将城市旧工业厂址建成工业博物

馆、创意设计坊和体验坊，重现工业发展史和生产

工艺流程；在传统农业生产基地建设农作坊（伏茶

作坊，炼油作坊），让城市市民通过亲身参与农业

生产，体验农业生产的特点、增加农业知识等。

（一）内容创意———改变传统的文

化元素设计

任何一个传统产业的发展历史，都是其产业文

化内涵积累演化的历史。任何文化的传承都需要物

化、固化的载体，并通过物化与媒介化的过程进行有

效的传播与价值消费，才能实现传统产业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本质就是用创意去解读

传统产业的文化，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传统文化

进行诠释和现代表达，根据现代人的喜好和需求等

特点，改变传统产业产品的文化元素设计，实现传统

产业蜕变式发展。

如在照金镇建设中，将独具地方特色的农业与

“红色文化”融合，在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增加观光

文化、休闲农业、度假文化、养生文化内容，将农业活

动与极具文化创意产业的旅游结合起来，综合二者

优势协调发展。既满足了人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

愿望，实现了城市人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愿望，又

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能够改善产业生态，使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因此，为传统产业附加更多的文化色彩，不仅能

够提升品牌形象，形成产品差别化，创造经济效益，

而且通过文化元素创意设计融合产业链其他环节，

吸引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通过产业关联优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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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整合产业链，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

平台。

（二）生产制造———改变传统产品

形态和产业形态

生产制造是将设计、构想或理念转化为有形的

产品，是内容创意的具体落实过程。它可以通过改

变传统产品形态或产业形态和延伸产业链等途径，

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文化创意就是将文化和创意作为产业发展的核

心要素，通过产品创意性研发设计，为产品融入丰富

的文化创意和文化内涵，在原有使用价值的基础上

增加文化元素，在不影响产品功能和效用的前提下

改变其价值，用不同创意表现形式与创新意识给予

人们丰富的想象，改变传统产品形态，使产品变得更

具有吸引力和实用性，给消费者带来情感上的满足

和思想上的充实，拓展消费可能与市场空间，进而使

改变产业的市场供给和需求关系，推动传统产业升

级改造。同时，文化要素通过与科技的嫁接融合，将

会催生企业内部科技创新，基于技术创新的视角，开

发新的产品，赋予消费者感官上的震撼和功能上的

享受，优化产业产品架构。

文化创意植入传统产业之中，使产业的文化内

涵发生改变，进而传统产业形态发生变化。如传统

工厂的旧址经过文化创意的改造可以变为博物馆展

览业，传统的作坊式商业经过文化创意的改造可以

变为符合现代商业模式且带有文化底蕴的商业综合

体，传统农业经过文化创意内涵的挖掘植入，形成新

的乡村旅游业态，延伸了原有产业的产业链。可见，

文化创意元素和理念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环节，

逐步改变了传统产业的价值链。

（三）营销与传播———改变传统的

传播与流通形态

文化创意的成果之一是新媒体和跨媒体营销渠

道的不断涌现，并通过新的营销渠道提升和加强传

统产品的认可度和购买度。因为与传统媒体营销渠

道相比，新媒体营销渠道具有充分利用人们休闲时

间，传播的范围更广、速度更快，信息传播成本相对

较低等特点。如随着微信交流工具的普及，越来越

多的商家将微信作为主要的营销渠道。面对新媒体

的冲击，传统媒体也创新性地采用各种方式进入新

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形成跨媒体营销。跨媒体

营销以其多种媒体的互联互补，形成了媒体平台的

集聚效应，可以最大限度地覆盖受众的视听等层面，

媒体之间的视听优势互补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

提高信息的传播效率，集聚经济效应明显。如智慧

旅游、智慧农业、智慧医疗，都是将传统的销售渠道

与新媒体相结合，以文字、图片动态变化向分散的消

费者传递相关信息。

文化创意的成果之二是广告创意提升产品与消

费者的沟通质量。广告创意通过文字和图形的引

入，唤起消费者对产品的情感和兴趣，激发消费者对

产品内涵的想象和幻想，加强消费者对产品的理解，

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实现产品或品牌被消费者选择

的最大可能。因此，广告创意已超越了传统的广告，

不是简单的传递信息和诱导购买，而是与消费者进

行交流，洞察挖掘消费者的真正需求、意向和关注，

带动消费者行动。

（四）消费者———改变传统的消费

形态

文化创意产业因其独特的创意元素和文化元素

赋予产品新概念和新价值，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产生高增值性，并从３个方面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

惯，进而改变传统的消费形态。

第一，通过增加精神消费需求比例，改变物质与

精神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当人们的物质消费得到满

足时，人们开始转向精神层面的消费，文化消费所占

比重会越来越大。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人均 ＧＤＰ

在３０００～５０００美元之间，文化消费的增长速度加

快；人均ＧＤＰ大于５０００美元时，文化消费则会爆发

式增长。如２０１４年西安市的人均 ＧＤＰ超过１００００

美元，达到１０３９４美元，文化创意产业已具备了高

增长的产业发展基础。西安市的文化消费群体大、

消费意愿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消费正在由“精英消

费”向“大众消费”模式转变，传统的物质消费习惯

逐渐向精神层面的消费习惯转变，精神消费比例逐

步超过物质消费比例，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恩格尔系

数在不断下降。

第二，体验式消费日渐兴起。根植于传统产业

的历史文化、农耕文化、养殖文化、工业文明等，往往

由于历史久远或生产条件约束，无法以“活的”、趣

味性的手段展示，仅能以一些静态或直观的产品表

现，使得消费者无法通过参与、体验、互动以想象、感

受和理解相关文化的内涵和本质。因此，消费者越

来越倾向于选择体验式消费，通过参与整个消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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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从感官、情感、思考、行动、关联５个方面体验相

关文化，实现精神属性和经济属性的结合，产生消费

的“情感共鸣”，使大众消费需求发生质变。因此，

只要实现生产供给符合消费者体验消费的需求，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就可以达到提升传统产业的效应。

第三，消费偏好反馈效应不断增强。在市场资

源配置机制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市场已演化为买

方市场，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在不断下降，

消费者对传统产业产品文化消费偏好增强，强化了

其对传统产业生产的反馈效应。如消费者喜欢由传

统文化与新媒体相融合的产品，以传统文化为内容

的微电影、微课堂、手游等新型文化产品不断涌现，

同时“倒逼”传统企业深度挖掘产业链中的文化资

源，提供更多的产品与服务，向更多的方向和行业发

展等。

三、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传统产业

升级改造的案例分析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历史虽不长远，却出现了

许多文化创意产业的经典案例，带来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影响。本文选取西安市文化创意产业升

级改造传统产业的３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每个案

例的成功，都有其独特的资源、条件和改造机理，可

以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传统商业的升级———三桥

老街

三桥老街位于西安市城西，自古以来就是商贸

核心地带，一直保持较传统的商业服务功能，市井民

俗文化丰富，集市型商业氛围浓郁。随着周围空间

的拓展规划和现代商业的发展，昔日热闹繁华的三

桥老街日渐衰落。

２０１４年，陕西旅游集团与沣东新城合作，基于

三桥老街是古代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以三桥老街

为核心，以“老西安”为文化主题，依托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建设，融入丝绸之路文化意象，开始对三桥老

街进行改造，并定位为“西城往事三桥老街”。目的

是建立一个园林型休闲古城镇，以包含历史事件、人

文情感的典型建筑还原老西安的城市记忆。借用商

业规律和商业手段创造一种特殊的商业文化与文化

商业。用文化创意产业改造传统商业，使商业和文

化相互交融，提高在商业运作中的文化含量。

重新定位后的三桥老街采用集餐饮、娱乐、休

闲、商务、旅游、文化于一体的多元复合型商业模式，

充分利用具有２０００年历史的三桥老街机理，萃取明

清、民国、解放初期老西安最典型的文化符号和特

征，基于现代服务业，打造古典与现代混搭、文化内

涵与古今民俗相容，“讲老西安故事”，重现三桥历

史上“长安西大门”和“西北第一大镇”的商埠繁华

胜景。

今天的三桥老街已经聚集了４家世界５００强企

业，多家中外大型商业巨头。既有展示西安明清时

期建筑风格和历史风貌的西城往事项目，还有表现

澳门人文特色和欧陆古典气息的澳门施美兰广场，

还有彰显现代建筑和现代时尚的保利国际广场、大

明宫沣东国际、沣东ＣＢＤ广场、搜宝中心、瑞典宜家

家居等。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７日宜家家居开业当天进店

人数逾４．５万人。三桥新街车水马龙、人头攒动的

画面再一次重现了千年前三桥商埠重镇的繁荣

景象。

（二 ）传 统 工 业 的 改 造———

“大华·１９３５”
大华纱厂始建于１９３５年，是近代西北地区建立

最早、规模最大的纺织工厂，承载了西安纺织工业的

历史，展现了近代民族工业在西安地区从无到有、从

形成到兴盛的整个过程。１９３６年，更名为长安大华

纺织厂，１９５４年公私合营，后改名为陕西省第十一

棉纺织厂，因为经营不善于 ２００８年宣布政策性

破产。

２０１０年，西安曲江大明宫投资（集团）公司创造

性推出“大华·１９３５”项目，主要对西安大华纱厂原

生产厂区进行改造，把历史文化、工业遗产、旅游商

贸等资源有效整合，最大程度地将原有的历史建筑

风貌与现代城市功能相结合，融合现代的灯光设计

技术，重新发掘大华纱厂的文化元素，在创意中让老

纱厂的历史更清晰，使游客在怀旧的空间里体验近

代工业遗存的独特魅力。

“大华·１９３５”的博物馆、餐饮区、小剧场和购

物区等建筑，均是在大华纱厂原有建筑基础上修葺

而成，并将历史、文化、艺术、科技、实验室、社交、自

媒体、论坛、创客、定制等概念输入其中，制造一处跨

界融合的体验地带。在这里，消费者可以通过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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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化气息的建筑、厚重历史感的 Ｌｏｇｏ、各种主

题产品，以及小剧场的表演享受属于大华纱厂独有

的文化盛宴。大华工业遗产博物馆运用大华纱厂大

量珍贵的历史实物和生动翔实的历史资料，透过大

华纱厂７０年的兴衰变迁，展现陕西乃至西北地区近

代民族工业从萌芽到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让消费

者了解西安近代工业兴起和发展的艰难历程，产生

对大华纱厂文化和纺织工业发展历程的怀旧情感。

该博物馆是西安第一个工业遗产博物馆，其旧址已

入选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同时，游

客通过现场体验织布、服装剪裁制作等传统纺织项

目，走近纺织职工的工作和生活，体验曾经的纺织工

人生活，感受那个已经远离的时代，以及现代交互科

技所制造的活力与激情。“大华·１９３５”不仅为西

安市众多近代工业文化遗存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一

个有益实践，同时，为旧工厂改造活化为跨界商业综

合体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三）历史街区的升级———书院门

仿古街

书院门仿古街是西安为数不多遗留下来的古街

道，既有明清民居的特色，也有关中书院———明清时

期西北第一高等学府。经过数百年的演化变迁，街

道两旁的店铺不见踪迹，房屋街容十分陈旧，书院门

已变成一个年久失修的古旧街区。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书院门核心区开始大规模重新改造———这就是西安

市第一条历史文化步行街———书院门仿古街。

书院门古文化街堪称西安的“雅集”，建筑风格

与物品陈列充溢着文化气息。为重塑历史街区，仿

古街采用陕西传统民居形式，以街巷、低层小院作为

住宅的主要空间组织模式。许多传统的院落为西安

市书画名家所设计，以加强文化底蕴。区域内有大

量的街心商亭，经营着各类旅游商品。步行街中有

古玩城、古玩街等，使文化街把有限的地域面积扩

容，也产生了更多商业价值。书院门仿古街既是商

业区，也是一个传统居民区，文化、生活、艺术在这里

浑然天成。在这里，有街头地摊，有高雅之堂，有名

人字画，有文房四宝。仿明清的关中民居建筑中，也

有能工巧匠现场制笔、剪纸、皮影等民俗文化的展

示。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创新融合现代时尚元

素，因此，仿古街之旅可谓是一次融合历史文化、民

俗风情的深度体验之旅。这种融合在展现西安十三

朝历史文明的同时，让游客体验到真实的西安市井

文化生活。传统的老街区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将城市

的历史、生活与商业融为一体，使得老街区在文化与

商业的互动中焕发出独特的魅力。

像书院门这样植入文化空间的做法，是西安在

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再造中的一类，属于历史街区

更新模式，是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对传统街区改造的

成功典范。和钟鼓楼一起被视作代表西安城市精神

和生活样态的历史文化街区书院门，在创意改造后

已变身为西安的“城市标记”。

四、启示

　　西安市３个成功案例的分析，进一步证实文化

创意产业能够突破传统产业文化元素设计、传统产

品形态、产业形态、传播与流通形态和消费形态，在

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同时

为今后更好地运用文化创意产业提升传统产业提供

了如下有益启示。

（一）重视传统产业中文化元素创

意与商业品牌的打造

传统产业由于发展历史较长，有丰富的文化内

涵，通过创意性的提取发掘，为传统产业赋予独特的

文化内涵，有利于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也为

创意化的改造升级提供了可能。例如，三桥老街借

助了近代丝绸之路中老西安的意象，“大华·１９３５”

从传统纺织工业中提取了人们对老工业的记忆，书

院门仿古街则是书院文化的体现。创意是整个产业

链形成的基础，通过对传统产业文化元素的创意提

取，可达到对价值链下游环节的控制，形成产品价值

增值的源泉，并通过改变传统产业的产品形态、产业

形态、传播形态和消费形态，促进多种产业的融合。

应通过打造传统产业的文化品牌，彰显其文化

内涵，实现转型升级。第一，品牌的 Ｌｏｇｏ。书院门

仿古街与“大华·１９３５”都有能够体现自身特点的

Ｌｏｇｏ，而三桥老街的 Ｌｏｇｏ是“西城往事”。第二，文

化品牌的形象定位。“岁月的背影”，这种贯穿古今

的形象定位就是书院门仿古街文化品牌。“大华纱

厂，半部西安工业史”则是对“大华·１９３５”最为形

象的文化定位。而在建立了文化品牌框架之后，通

过多种媒体向外界展示品牌形象与品牌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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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院门仿古街与“大华·１９３５”还专门建立了各

自的网站来进行对外的宣传，加快了相关文化品牌

的建立，使其真正具备上述定位的文化品牌特质。

（二）科技创新推动文化创意产业

对传统产业的融合

技术创新为文化与传统产业的融合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如“大华·１９３５”中对老厂区建筑修复

和复建的技术、小剧场中声光电影的技术应用等。

企业要想更好地融合传统产业，产生更为广泛的文

化创意产品，就需要产业间的聚合，其以文化符号为

连接，文化品牌为纲领，通过产业关联，把科技创新

与文化创意融入到传统产业中。通过对传统文化资

源的创意加工，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资源的整

体效益。这种融合拉长了产业链，实现了产品开发、

宣传、销售的一体化，经济效益的追求则是这种融合

的内生动力。如在三桥新街的商业综合体改造和

“大华·１９３５”的工业博物馆改造中，项目的产业链

都涵盖了艺术、建筑、设计、人文等多个学科，丰富了

传统产业文化内涵，也带来了较高的经济利润。科

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实现了多产业的融合，打破了三

大产业间的界限。通过这种融合，企业可能会同时

拥有几种产业的特征，实现传统产业转方式、调结

构、促发展的目标。

（三）借力新媒体促进传统产业营

销的推广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营销模式也需要跟

上时代的步伐，对传统产业来说，改变传统营销方

式，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营销是机遇，也是挑战。例

如“大华·１９３５”项目除了传统的营销方式外，还利

用网站、微博以及微信等新兴媒体进行营销，高效、

低成本地扩大了知名度，也开发了年轻顾客群。网

络杂志、博客和社交网络营销是 Ｗｅｂ２．０下诞生的

新媒体的代表，以他们为代表的新媒体营销已经走

出了商业化的步伐，其充满互动性、娱乐性、多样性

的创意营销模式已经显露出无限的商机。传统产业

不仅需要提取文化创意元素，打造出文化创意产业

产品，更需要借助新媒体这种充满文化创意的营销

方式。

五、结语

　　本文运用价值链理论，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提

升传统产业的机理，认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可以通

过突破传统产业的固有特征，从内容创意改变传统

的文化元素设计，从生产制造改变传统产品形态和

产业形态，从营销与传播改变传统的传播与流通形

态，从消费者改变传统的消费形态，进而达到从产业

价值链各个环节都实现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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