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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关联与波及效应研究
*1
 

——基于上海市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 

李建军 任静一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201620) 

【内容摘要】:本文以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为例,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关联与波及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产业存在紧密的后向关联关系,且关联度呈上升态势;同时与国民经济各部门

产业也存在前向关联关系,但前向关联度呈下降态势｡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少数几个产业产品的消耗度较高,所以必

须优化上海的产业结构｡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作用在增强,而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受国民经济发展的

影响却大大减弱;产业感应度也大幅下降,表明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并未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真正融合对接｡另外,上

海文化创意产业受消费的影响较大,是典型的“消费依赖型”产业,出口和投资对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有

减弱态势｡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关联效应波及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309(2016)11-0090-012 

一､前言 

文化创意产业有明显的关联性广和波及力强的产业特征,其产业功能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深入分析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经济发展的感应度,对于把握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制定促进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已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关联与产业波及效应”进行了大量的定量研究｡Beyers(2002)研究表

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Florida(2007)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对

经济增长及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Antonio等(2011)从创业及创业家精神角度分析了创意产业促进区域发展的动力机

制｡Roberta､Martin和Enrico(2012)则从新商业模式角度探索了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创意产业通过创建新的商业模

式推动了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张艳辉(2008)根据上海市2002年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关联度与波及

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明显受到最终需求的影响,

并提出了可以通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来推动上海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思路｡李连友和李宾(2012)以北京市

2002年和2007年投入产出表为依据,对文化创意产业对北京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北京文化创意产业

                                                        
1
收稿日期:2016-10-01 

*基金项目:本文为“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3020063)的主要研究成果｡ 

 



 

 2 

的政策建议｡张亚丽､张延延和林秀梅(2015)运用200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了我国“文化制造”和“文化服务”两大细分行

业的产业关联和波及效应｡邓达､周易江和张斯(2012)的研究表明,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极强的产业关联性,文化创意产业与

北京几乎所有的主导产业都存在明显的关联性,所以北京适合集聚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韩顺法(2012)则在分析文化产业与相关产

业的关联特性和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的产业关联度系数､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等,指出了我国文化

产业在关联性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提升我国文化产业关联度的对策｡周强(2014)研究表明,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最终

需求的基础性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显著,但对其他产业的推动作用却不显著｡虽然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联及波及效应

的研究成果丰富,但这些研究大多使用了较陈旧的数据,无法揭示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效应的最新特点,并且这

些研究大都选用了单一时点数据,没有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关联与产业波及效应进行对比分析｡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有雄厚的产业基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良好的文化环境｡上海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早,近年

来发展较快｡截止 2014 年末,上海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130 多个,形成了“一轴､两河､多圈”的空间布局;2015 年,上海文化创意

产业实现增加值 3020亿元(人民币,下同),占上海 GDP比重为 12.1%
①2
｡本文利用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 2007年和 2012年上海投入

产出表数据,采用投入产出法对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关联与波及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上海文化创意产

业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有媒体业､艺术业､工业设计业､建筑设计业､时尚创意产业､网络信息业､软件与计算机服务业､咨

询服务业､广告及会展服务业､休闲娱乐服务业等十大类型包括30个中类行业和185个小类行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目录(2013)》｡具体按照上海发

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重点领域及其分类目录所涉及的范围,在2007年(42×42)与2012年(42×42)的上海投入产出表中,选取了“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和“教育业”作为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的代表｡

上述“文化”等4类产业具有文化创意产业的高知识含量､高附加值和强融合性等特点,虽然与上海市文化产业分类目录有些出

入,如,“工业设计”和“建筑设计”被编入制造､建筑和房地产等产业中,但以上4类被选入到“文化创意”行业中的产业基本

反映了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本文将2007年和2012年上海投入产出表整合成34×34部门的投入产出表进行

分析｡ 

(二)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法,通过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直接投入系数以及完全投入系数等指标分析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

产业关联效应;通过影响力､影响力系数,感应度以及感应度系数等指标实证分析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波及效应｡投入产业分析法

能够把复杂经济体系中各部门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进行数量化､系统化和显性化,既反映了经济体中每个部门的运行情况及其它

们之间的技术经济关联,也反映了每个部门的产品和服务销售给中间需求者与最终需求者的比例以及该产业部门对上游供应产

业部门的劳动及产品的需求量｡完整的投入产出表由中间使用､最终使用､中间投入和增加值四部分构成;为揭示文化创意产业的

产业关联和波及效应,本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产业间“投入”与“产出”的数量比例关系进行分析｡ 

三､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关联分析 

                                                        
2
 ① 数据来自2016年5月,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进工作会议材料“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2015年工作总结和2016年工作要点”｡ 

 



 

 3 

产业关联是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广泛复杂的经济联系(李善同和钟思

斌,1998),产业关联包括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
①3
｡ 

(一)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后向关联分析 

产业后向关联分为直接后向关联和完全后向关联,一般使用直接消耗系数(又称直接投入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又称完全投

入系数)进行分析｡直接消耗系数记作 aij(i,j=1,2,3,…,n),表示 j 产业部门生产一个单位产品要直接消耗 i 产业部门产品或服

务的数量｡直接消耗系数反映了产出与直接消耗之间的消长比例关系,系数值的大小,表明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计

算公式为: 

 

如果使用完全消耗系数对完全后向关联关系进行分析,系数值越大,表明两个产业间的直接和间接技术经济联系越紧密｡直

接消耗系数矩阵用字母 A 表示,完全消耗系数矩阵用字母 B 表示,单位矩阵用字母 I 表示｡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的基础上,可以计

算出完全消耗系数矩阵,计算公式为: 

 

根据公式(1)和公式(2),可以计算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直接后向关联以及完全后向关联的情况,具体的计算结果,

见表1｡ 

首先,从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各具体产业的后向关联情况看,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除文化创意产业)的

直接消耗系数和间接消耗系数均比较高｡在 2012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除文化创意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

分别为 0.2315和 0.2629｡即,上海文化创意产业每产出 1万元产品或服务分别需要直接消耗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品或服务为

2315 元和 2629 元;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除文化创意产业外)的完全消耗系数为 1.2053 和 0.7332｡即,上海

文化创意产业每产出 1 万元产品或服务分别需要直接和间接消耗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除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或服务为 12053

元和 7332 元｡2012 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第二产业中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和“化学工业”的产品或服务的直接消耗排前三位,直接消耗系数值分别为 0.0452､0.0428 和 0.0401｡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

第三产业中的“租赁及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直接消耗排前三位,直接消耗系数值分别为 0.1125､0.0326

和 0.0305｡2012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第二产业中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和“金属冶金

及压延加工业”的完全消耗排前三位,完全消耗系数值分别为 0.1777､0.1347 和 0.1113｡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第三产业中的“租

赁及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及邮政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完全消耗排前三位,完全消耗系数值分别为 0.2391､

0.1599 和 0.1075｡由此可知,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少数几个相关产业,其他大部分产业对

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投入并不大,表明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不同产业的依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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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直接或间接供应产品的产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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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总体上看,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除文化创意产业)后向关联程度的变化趋势呈现上升态势｡具

体而言,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二产业中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化学工

业”的后向关联度均呈上升态势,直接消耗系数分别由 2007 年的 0.0185､0.0379 和 0.0041 上升到 2012 年的 0.0452､0.0428 和

0.0401｡只有与建筑业的后向关联呈现下降趋势,直接消耗系数由 2007 年的 0.0320 下降到 2012 年的 0.0044｡上海文化创意产业

与第三产业中的“租赁及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和“交通运输及邮政业”的后向关联度呈上升态势,直接消耗系数分别由

2007 年的 0.0846､0.0311 和 0.0229 上升到 2012 年的 0.1125､0.0326 和 0.0278;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金融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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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为 0.0317､在 2012 年为 0.0305,基本持平｡由此可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除文化创意产业)对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投入

呈现上升态势,表明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旺盛需求对文化创意产业上游产业的影响越来越大｡ 

最后,对比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直接后向关联度和完全后向关联度,后者普遍高于前者｡2012 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除文化创意产业)的直接后向关联度系数分别为0.2315和0.2629,而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除

文化创意产业)的完全后向关联度系数高达 1.2053和 0.7332｡2012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二产业中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直接后向关联度系数分别为 0.0452 和 0.0428,而完全后向关联度系数为

0.0786 和 0.1777｡2012 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三产业中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直接后向关

联度系数分别为 0.1125､0.0326 和 0.0305,而完全后向关联度系数为 0.2391､0.0682 和 0.1057｡由此可知,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的需求对上海各产业部门的发展既有直接的拉动作用,也有间接的拉动作用,而且间接的拉动作用大于直接的拉动作用｡ 

(二)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前向关联分析 

如果使用直接分配系数对某产业的直接前向关联情况进行分析,则一个产业部门的产品或服务供给其他产业部门的价值与

其产出品总价值之比,称为直接分配系数,记作rij｡计算公式为: 

 

在(3)式中,当j=1,2,…,n时,xij代表第i产业为第j产业提供的中间品(或服务)的价值量;当j=n+1,…,n+q时,xij代表第i产

业为第j产业提供的最终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量;q为最终产品的项目数;M为进口品;Xi+Mi是产业的产品(或服务)总供给量｡ 

一个产业对另一个产业的完全前向关联可以用完全分配系数来测量,完全分配系数的大小表示前向完全关联度的高低,同时

体现了一个产业通过供给产品(或服务)而对另外一个产业的影响程度｡我们用 R 表示直接分配系数矩阵,用 D 表示完全分配系数

矩阵,用 I表示单位矩阵,则完全分配系数可以用矩阵形式表示为: 

 

根据公式(3)和公式(4),我们计算了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各相关产业的直接前向关联度和完全前向关联度(见表2)｡ 

首先,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除文化创意产业)及文化创意产业自身的直接前向关联度较高｡在 2012 年,

直接分配系数分别为 0.0601､0.1308和 0.0613｡在 2007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二产业中的“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化学工业的直接前向关联度都在 0.030 以上,与这些产业的完

全前向关联程度系数均在 0.070以上｡在 2012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和“批发和零售业”的直接前向

关联度系数及完全前向关联度系数分别为 0.0575和 0.0376及 0.0600以上｡由此可知,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其他产业对文

化创意产品及其服务的需求紧密相关｡非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同时也表明,上海

文化创意产业供给能力的增强,对上海各产业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作用日益明显｡ 

其次,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其它各产业前向关联程度的变化趋势,在总体上呈下降态势｡特别是与第二产业的前向关联度的

下降趋势尤为明显｡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直接分配系数在 2007 年为 0.3181,到 2012 年下降到了 0.0600;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第

二产业中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前向关联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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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下降的趋势,直接分配系数分别由 2007年的 0.0702､0.0356和 0.0351下降到 2012年的 0.0063､0.0074和 0.0079｡上海文化创

意产业与第三产业中的“租赁及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和“批发与零售业”的前向关联度同样呈下降趋势,直接分配系数分

别由 2007年的 0.1137､0.0635和 0.0209下降到 2012年的 0.0066､0.0575和 0.0376｡由此可见,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上海其它各

产业发展的供给作用呈下降的态势,说明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上海其它各产业的推动作用还有很大的改善和上升的空间｡ 

最后,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各产业的完全前向关联度更强｡在 2012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除文化创意

产业外)的直接前向关联度系数分别为 0.0600和 0.1308,而完全后向关联度系数分别为 0.1437和 0.2172｡2012年,上海文化创意

产业与第二产业中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直接

前向关联度系数为 0.0079､0.0074和 0.0063;而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这些产业的完全前向关联度系数则上升到 0.0196､0.0148和

0.0186｡2012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直接后向关联度系

数分别为 0.0575､0.037 和 0.0066,而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这些产业的完全后向关联度系数上升到 0.0719､0.0602 和 0.0203｡由

此可知,由于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创意产品及服务的供给能力增强,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上海经济的发展既有直接的

推动作用,也有间接的供给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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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波及效应分析 

分析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前向和后向关联,可以剖析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上海其它各产业的联系｡但是无法判断上海文化创

意产业对上海经济总产出的影响程度以及上海其它各产业对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程度,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上海文化创

意产业的波及效应
①
｡目前,一般使用产业感应度和产业感应度系数､产业影响力和产业影响力系数等度量产业的波及效应｡ 

(一)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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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影响力是指一个产业的最终产品变动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出变动的程度,通常用产业影响力系数
②4
来衡量;当某产业

的影响力系数大于1时,表明该产业影响力高于全部产业的平均水平｡反之,表明该产业影响力低于全部产业的平均水平｡产业影

响力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ej表示第j产业的影响力系数,产业数目用n表示,Cij为里昂惕夫逆矩阵(I-A)-1中的元素 为j产业的影响力｡ 

表 3为根据公式(5)计算的 2007年和 2012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各产业的影响力及影响力系数｡由表 3可见,2012年上海文

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影响力为 3.0275,即文化创意产业每增加 1个单位最终产品的生产量,将促进国民经济总产出增加 3.0275个单

位的生产量;2012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力系数为 0.8311,即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力是上海全部产业影响力平均水平的

0.8311 倍｡由此可知,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要低于全部产业的平均影响力水平,在第三产业中处于中等水

平｡但是,在 2017-2012 年期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力和影响力系数呈不断提高的趋势｡其中,影响力系数由 2007 年的

0.7464 提高到 2012 年的 0.8311,影响力也由 2007 年的 2.3425 提高到 2012 年的 3.0274｡即,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上海国民经济

发展的整体促进作用稳步增强,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上海经济的新增长点｡ 

                                                        
4
 ①产业波及是指在国民经济各产业体系中,一个产业的变化通过不同的产业关联方式引起与其直接关联产业的变化,随后再导

致与后者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其他产业的变化,依次传递,直到影响力逐渐消失的过程｡ 

②产业影响力系数为某产业的影响力与国民经济各产业的影响力平均水平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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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感应度分析 

产业感应度是指国民经济中的其他产业的最终产品影响某产业的程度,通常用感应度系数
①5
来表示产业感应度的大小｡系数

大(小)于1,表明某产业的产业感应度高(低)于全部产业的平均水平,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fi表示第i产业的产业感应度系数,n表示产业数目,Cij为列昂惕夫逆矩阵(I-A)-1中的元数, 为j产业的产业

感应度｡ 

我们根据公式(6)计算了 2007 年和 2012 年中国各产业的产业感应度及产业感应度系数,见表 4｡由表 4 可见,2012 年上海文

化创意产业的产业感应度为 3.0541,即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最终产品每增加 1个单位,文化创意产业的最终产品将增加 3.0541

个单位｡但是,2012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感应度系数为 0.8384,不仅低于平均水平,甚至还远远低于同为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业

､仓储及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综合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等产业的产业感应度系数｡文化创意产业感应度系数偏低的状况,一

方面表明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受到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影响比较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仍然拘泥在

“自我”圈子中,与国民经济的其他产业没有真正实现融合发展｡ 

从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感应度和产业感应度系数的变化趋势看,在 2007-2012 年期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感应度

和产业感应度系数大幅下降,分别由 2007 年的 6.4427 和 2.0527 下降到 2012 年的 3.0541 和 0.8384｡由此可知,经济发展对上海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拉动作用在减弱,经济发展对上海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的边际需求在递减｡表明上海文化创意产业没有随着

上海经济的转型发展而发展｡ 

                                                        
5
 ①某产业的感应度系数指某产业的感应度与国民经济各产业总体的平均感应度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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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诱发度和生产依赖度分析 

在投入产出表中,最终需求由最终消费
①
､投资

②
和出口三个部分构成｡用列昂惕夫矩阵中的行数值分别乘以按项目分类的最

终需求列向量
③6
,可以得到最终需求所诱发的产业产值额｡用 XSi 表示第 S 项的最终需求所诱发的第 i 产业的产值额,用 Cik 表示

                                                        
6
 ①最终消费包括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 

②投资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增加｡ 

③最终需求列向量包括投资列向量､消费列向量､出口列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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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I-A)-1 中的元素;用 YSk 表示第 i 产业对第 S 项的最终需求额;S=1,2,3 分别代表投资､消费､出口等三个最终需求项目,可

以得到如下关于 XSi的计算公式: 

 

用WSi表示第i产业对第S项的最终需求的生产诱发度;用 表示各产业对第S项的最终需求总和｡于是,第i

产业的最终需求项目的诱发产值额与相应的最终需求项目总和之比,即为各产业最终需求项目的生产诱发度,计算公式如下: 

 

用 ZSi 表示第 i 产业对第 S 项的最终需求的依赖度系数;用 表示 i 第产业最终需求诱发总额｡于是,第 i 产业

对第 S项的最终需求的生产诱发产值额与各项最终需求对第产业的生产诱发总额之比,即为第 i产业对第 S项最终需求的依赖度

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由于本文使用了列昂惕夫逆矩阵(I-A)-1 作为工具,因此产业的最终需求诱发系数和依赖度既考虑了直接的又考虑了间接的

最终需求对产业生产的影响｡根据公式(7)､公式(8)和公式(9),可以计算出 2007 年和 2012 年各项最终需求对上海文化创意产业

的诱发额和诱发系数以及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各项最终需求的依赖度系数,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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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各项最终需求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看,最终消费需求(即国内文化消费需求)占上海文化创意产

业最终需求的比重由2007年的77%明显下降到2012年的44%｡而出口(即国际文化消费需求)的比重明显上升,出口(即国际文化消

费需求)占文化创意业最终需求的比重由2007年的7%上升到2012年的12%｡表明上海的最终消费需求(即国内文化消费需求)由占

文化创意产业的近八成,下降到五成以下;同时,出口(即国际文化消费需求)有所上升,但占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比重不高｡ 

其次,从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波及效应(即,各项最终需求对文化创意产业生产的诱发度状况)看,消费､投资和出口对上海文

化创意产业的生产诱发度分别由 2007年的 0.3059､0.1845和 0.1844下降到 2012年的 0.2633､0.1337和 0.1083,表明消费､投资

和出口对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生产的波及效应明显下降;但出口(即国际文化消费需求)对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生产的波及效应仍然

低于消费对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生产的波及效应｡ 

最后,从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生产对各项最终需求的依赖度看,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消费的依 

赖度呈上升趋势,由 2007年的 0.5545上升到 2012年 0.5830;而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投资的依赖度却由 2007年的 0.1497下

降到 2012年的 0.1126;文化创意产业生产对出口(即国际文化消费需求)的依赖度由 2007年的 0.3329下降到 2012年的 0.2683｡

由此可知,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消费的依赖有所增强,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度有较为明显的下降,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已是

比较明显的“消费依赖性”产业｡ 

六､上海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建议 

基于前面对2007年和2012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上海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产业的产业关联与波及效应所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

我们提出如下发展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对策建议｡ 

第一,在上海的产业体系中,文化创意产业与上海第二产业中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

造业,化学工业等产业的后向关联度较高;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租赁及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及邮政业,综合

技术服务业等产业的后向关联度也较高｡并且在总体上,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这种后向关联程度呈现上升态势｡因此,上海一方面

应当深入分析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求及其运行规律,大力推进针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供给侧改革,扩大上海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以推动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应当采取多种措施推动上海文化创

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互动融合发展,优化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结构和质量,进一步彰显文化创意这个新兴产业拉动其他产业发展

的作用｡ 

第二,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也存在紧密的前向关联关系｡文化创意产业与上海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除文化创意产

业外)及文化创意产业自身等产业的直接前向关联程度较高｡具体而言,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二产业中的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等产业的前向关联度较高;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三产



 

 13 

业中的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的前向关联度较高｡但是在总体上,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与各产业的前向关联度呈下降的态势｡因此,

上海要充分发挥文化创意产业对上海各产业的供给推动作用,应该跳出文化创意产业自身的圈子,联系其他产业发展的实际,深

入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自身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改革,改进文化创意产品的质量和产业的综合服务能力,以推动上海各产业的发

展｡ 

第三,由于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力(包括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小于其产业感应度,说明上海经济发展对文化创意产

业的影响要大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上海经济的影响｡然而,从变化趋势来看,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断

增强,而上海经济发展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却不断大幅减弱｡表明上海文化创意产业还未与上海其他产业真正融合对接,还拘

泥于文化创意产业本身的圈子｡因此,上海应该进一步采取措施突出文化创意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国家提倡的

产业互动融合发展战略规划,制定符合文化创意产业实际并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实施办法,大力推动上海文化创意产品与

服务的创新,充分发挥文化创意产业对上海经济发展的波及效应和辐射效应,促进上海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升级｡ 

第四,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受消费的影响较大,是典型的“消费依赖型”产业,而出口和投资对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

却呈减弱的态势｡因此,上海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时,一方面要拓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渠道,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力

度,大力推动文化产品出口;另一方面要培育良好的文化消费环境,采取多种措施扩大文化消费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而推动上

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上海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关联与波及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所依据的统计数据是2007年和2012

年的上海投入产出表,在时间上存在滞后性;并且本文只从狭义的文化创意产业范畴
①7
分析了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关联与产

业波及效应｡所以,本文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因此,建议尽快建立和完善文化创意产业的统计数据库,以便能够准确测量文化

创意产业与各部门(产业)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程度,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和经济增长理论紧密结合｡并为运用

经济增长模型研究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以及全方位探索文化创意产业在上海经济发展

中的作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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