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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十五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顺利举办 

2018 年 1 月 6 日至 1月 7日，第十五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本

次论坛由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国家文化产业

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承办，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宣传部、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

浙江省文创设计制造业协同创新中心、紫金文创研究院、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协办。

本届论坛以“新时代：美好生活与文化使命”为主题，探讨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

程中，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以及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以及如何在实践

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发展，最终完成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铸

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1 月 6 日上午的主论坛上，除了演讲嘉宾外，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还有北京大学哲

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叶朗先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党委

副书记唐金楠副教授，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教授 ，四川文化产业

研究中心副主任、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院长、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院长罗晓东，北京

国际文化与创意传播基地主任满兴远，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邓丽丽，中国美

术学院副教授黄斌斌，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文化

产业研究院副研究员肖怀德，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德溪学术财团理事长李永求，福建

社会科学院《福建论坛》杂志社总编辑管宁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社长郝

运，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集团总裁陈建平，重庆演艺集团董事长张剑，广州之外创意

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创始人郑大明，景德镇陶瓷文化旅游集团董事长刘子力，中共安徽省

铜陵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文林等，共计百余位来自文化产业领域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国

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齐聚燕园，共襄盛举。本次主论坛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

究院副院长向勇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副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博在致辞中说到文化是理解世界的有效途径，

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离不开文化的指路。北京大学在 120 年的发展中不断关心世界，反思

自己，承担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以推动美好生活发展的重要使命和责任，文化产业新年

论坛提供了让业界同仁共同思考文化产业真正改变生活和世界的有效途径。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

心主任连辑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出发，提出在社会进入精神消费和品质消费的新时代

下，文化产业的供给侧改革成为社会走上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连辑认为应确立以中国

文化产业民族化为前提，提高文化产业实业水平为关键，强调文化产品质量为重点，突

出文化产业原创力为核心，通过“文化+”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为综合格局，完善文化产

业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为保障的方式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李凤亮教授以《活的传统，

美的未来》为题做了主题演讲，从传统文化鲜活、可用、可开发的特点出发，深入对传

统文化的思考，结合传统、时代和未来的力量，系统地梳理了活化传统文化的途径，强

调了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意发展的重要意义，提出传统文化在流动中变成永

恒。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胡智锋以《新环境下中国电

视的发展创新空间》为主题发表了主题演讲，从“电视将死”的论断引入，探讨新环境

下电视作为媒体的发展空间和电视节目的创新空间。他提出中国电视在新环境下打造核

心队伍、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生存法，重构生存、传销与营销主体和加强原创力与互动

性的重要举措。 

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紫金文创研究院院长李向民教授以《文化产业应定位于国家

战略性支柱产业》为主题发表演讲，在解读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强调了文化产业

在追求美好生活、发展中国经济、中国文化走出去中的重要作用。李向民教授提出了“文

化+”推动产业升级、研究和创造新兴市场、推动文化技术创新 3 点措施来实现文化产

业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花建研究员在主题演讲《促进新消费、激发

新动能－－“十九大”之后中国文化产业的提升重点》中，提出在超级全球化的时代下，

要把握主要矛盾以此促进文化新消费、利用数字经济激发文化新动能、优化产业生态构

建超级供应链将是未来文化产业提升的重要举措。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一川以《新时代艺术产业的文化使命》

为主题做了演讲，深入分析了艺术产业承担文化使命的必要性和生产特性，结合艺术产

业的审美性与政治性两者间的联系，从艺术产品的体验和鉴赏角度探讨了艺术产业所考

虑的多方诉求。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陈旭光教授的演讲主题为《新时代中国电影：质量提升、

工业升级与新美学建构》，提出电影应在“互联网+”时代、媒体融合时代、微时代下，

遵循“工业美学”的原则，在工业生产的体制内，将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统筹协调达

到美学的统一，并将工业美学贯穿于电影生产的全产业链，走入中国电影新时代。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教授以《未来导向的文化产业》为题做了演

讲，提出了自主性、前沿性等 8种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强调扩大导流窗口、多方利用 IP、

集聚文创平台、实现企业价值等实践方法，为未来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可能的方向。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教授对上午主论坛做总结发言。他提出，文化

产业的发展要依靠传统的力量、时代的力量和未来的力量，善于活化传统资源，推动时

代创新，激发未来想象，在新时代为建设美好生活发挥积极作用。上午主论坛会议结束

后，出席嘉宾进行了合影留念。 

1 月 6 日下午，有三场主题论坛同时进行，嘉宾就各自的主题论坛开展了精彩的讨

论。主题论坛一为“海淀文化产业对话会：文化‘走出去’的新模式与新途径”，以海

淀区的文化企业“走出去”为例，讨论“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机遇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与

合作；主题论坛二为“中国之造与创意设计”，分享不同专业与细分领域及跨界融合视

阈下对中国之造与创意设计的理解、经验与创见；主题论坛三为“文化企业家精神与创

新创业”，探寻文化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机制与企业的创新推动力。论坛三同时也是第十

一届国际文化产业学术年会暨第三届创意管理峰会的主题活动。 

1 月 7 日上午，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文化产

业合作共赢模式及路径研究”开题论证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星光厅举行。会议由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陈旭光教授主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王一川先生参加会议并发表致辞。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

院长向勇作为首席专家，就有关课题的研究背景与研究价值、总体框架与基本内容、课

题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以及研究进度与预期成果向与会专家进行了汇报。随后，各位评

审专家就核心课题的研究任务和目标、研究立场和方法以及研究视野和思路，提出的宝

贵意见和建议。 



 

1 月 7 日下午，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红三楼、红六楼举行。来自我国文

化产业领域的众多青年学者对传统文化创新与发展、文化空间与创意营造、“一带一路”

与文化产业、互联网数字创意与影视产业四个主题进行了专题发表和探讨。与此同时，

“智库对话 2018：年度回顾与展望”闭门会议在燕南园 51 号院举办。中国文化产业管

理专业委员会会长李向民和十一位副会长发表了演讲，回顾一年文化产业发展进程，解

析文化产业行业动态，展望新一年业界发展趋势，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贡献真知灼见。 

1 月 7 日下午，伴随着年度回顾与展望，为期两天的论坛活动也接近尾声，第十五

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圆满落下帷幕。 

 

 

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委员会是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的专业

委员会，也是第一个全国性文化产业学术团体。其理事由来自包括 21 所双一流大学，

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及港澳台大学的 53 位学术带头人（包

括长江学者）组成。专委会于 2017 年 1 月发起，秘书处设在南京艺术学院，紫金文创

研究院负责运转，旨在搭建高效的学术交流与专业建设平台。2017 年 11 月 12 日，中国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理事会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这标志着专委会

发展到新台阶。专委会将通过召开会议论坛，举办暑期培训、创办学术期刊、评选优秀

成果等，集聚学界智慧，凝聚学界共识，积极推动文化产业教学科研与业界的互动融合,

服务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文化智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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