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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金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来源：人民文旅 2021 年 10 月 15 日

10 月 13 日，以“数字文明在创新融合中走来”为主题

的数字文化金融产业论坛在安徽省蚌埠市成功举行。该论坛

由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安徽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蚌埠市人民

政府主办，黄尚（北京）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蚌埠市地方金

融监管局承办。会后，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组委会与国家金融

与发展实验室文化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文化金融 50

人论坛秘书长金巍进行了对话。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组委会：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数字文

明从创新融合中走来”，对于这次的主题您如何理解？您认

为在传承与创新之间也应该如何权衡？

金巍：数字文化的发展是经济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关于数字文化与金融之间的这样一个融

合，从金融角度来说，数字文化其实就是一种创新。那么在

这个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对于传统文化如何传承的问题，我

认为创新和传承并不是矛盾的。数字技术在当中充当的是应

用方式的“角色”，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技术平台的传播和

面对消费者的过程中，所要传达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也决

定了你在传承的过程中是否会产生偏差。



绝大部分传统文化都有传承的需求，有了技术的支撑和

加持，传承就有了新的路径的方式。例如：储存，在没有数

字技术以前，有些文化遗产是无法储存、记录的，包括物质

性文化遗产。以龙袍为例，几百年可能都会灰化，如果我们

现在不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将龙袍记录、储存下来，在未来它

很可能会消失，我们的后人不会知道它曾经真实的样态。现

在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可以把这些文物级的东西、未

来有可能会消失的东西以文化基因、文化要素的形式保存下

来，成为数字化的储存形态。也就是说，未来即是它物理的

形态不存在了，通过图像或者影像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的文

化形象。

这只是我举的一个在传承过程中创新的案例。很多学者

也会担心在创新的过程中是否会本末倒置，数字技术传达的

意义是否能够真正体现传统文化真正的含义，这其实是一个

“度”的问题，需要我们在技术创新通过传播平台、通过技

术应用过程中把握好。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组委会：相对于科技等领域的金融支

持，文化金融发展相对滞后，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金巍：我们一直在呼吁把文化产业视为新经济的一种形

态，以服务于新经济的思维来服务于文化产业，然而，要做

到这一点其实非常困难。



难点在于，在没有技术支撑的情况下，文化产业的形态

大都是非标化的，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做到相对科学的评估

及评价非常困难。金融要服务文化产业，要提供资本，不论

是贷款还是股权投资，总之得先对其有个评价，资产是多少，

企业估值是多少，到底是值 1 个亿还是 5000 万。评估评价

难，这是文化产业特征形成的限制。

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说，这种评估会相对容易一些，当然，

与实物资产相比，高科技产业也是相对较难，他的专利技术

也是无形资产，所以高科技企业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例如：

专利如何估值。但是，在文化产业里，这样的评估更有难度，

艺术品的价值、版权的价值这些都没有固定的标准去衡量。

金融要服务于某一个产业，首先，这个产业必须要具备经营

模式可评价的根基，否则它无法为其提供服务。

如果是在数字文化经济的背景下，这方面的难度就降低

了，它就可以向科技金融看齐。所以说，现在金融对数字文

化企业的支持，可以用文化金融和科技金融两种思维来对它

进行，可以用原来服务于科技企业的方式来服务于文化科技

企业。比如资本市场，北京证券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后，之前

的局面也发生了改变，北交所主要是要面对小微企业、创新

型企业，而这些创新型的企业主要是科技创新。当文化企业



具备科技创新能力，那北交所则一个很重要的资本市场的通

道，之前遇到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还有人会问，那些没有科技支撑的传统文化企业怎么

办？这还是要再通过技术支持金融的方式。今天的论坛上，

有些专家讲到技术改造金融这个主题，就是金融科技在文化

金融中的应用，例如：区块链技术、大数据技术改造金融服

务体系，这可能就意味着对无形资产的评估能力比之前增强。

可能原来的我们很难做到的那些无形资产版权价值的评估，

以后就能做到了，又或者未来可能效率会提高了。这样的情

况对于那些传统的、不以技术为核心能力的企业的无形资产

是一个利好，有利于促进融资，促进投资金融服务。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组委会：您曾提到“文化产业为金融

服务提供了逻辑基础，没有产业，金融服务将‘无的放矢’”。

在我国文化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文化金融扮演的是怎样的

“角色”？

金巍：文化金融是服务于文化生产的，而文化生产中的

主要形式是文化产业的产品供给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金融

的主要功能是资金融通，是资本供给，是建立在商业和市场

逻辑基础上的，金融不能代替财政，不能因为金融与公共文

化服务之间也与关系，而忽视了根本。所以，文化金融的基

础是文化产业。



在之前，文化金融和文化产业实际上是“两层皮”的合

作关系。原来，我们一直有一种说法叫作“金融支持文化产

业发展”，这在政策语境下是成立的，但在市场逻辑上就常

常不合适，因为实际上这就违背了合作的原则，合作的第一

大原则是互惠互利，我支持你，你也要反哺于我。而现在，

文化金融和文化产业就不再是以前的“支持”关系，而是双

方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关于文化金融的角色，从经济学的

角度来理解可能更直接一些。金融是很重要的资本供给端，

文化金融是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本供给端，是产业发展的重要

驱动力。文化产业每年4万多亿的产值大约占到总GDP的 5%，

这样体量的产业实际上是需要强大的资本供给作支撑。无论

产业如何发展，都要考虑要素问题，资本从哪儿来？技术从

哪儿来？人才从哪儿来？通俗一点，文化产业想要发展，钱

的问题是规避不了的。

所以，对于文化产业来说，文化金融背后的逻辑是资本

要素供给问题，是文化产业的驱动力。我国要在 2035 年建

成文化强国，首先是要建成文化产业强国。所以，一定要提

供强大资本供给，文化产业才能得以发展壮大。



文旅融合最大的难点在于
如何找到文化的载体

来源：人民文旅 2021 年 10 月 29 日 作者 李楚薇

金秋十月，备受瞩目的 2021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

隆重举办，一场以瓷为媒，文化搭台，产业唱戏的陶艺盛会，

让你体验到国际范，高、新、炫的陶瓷狂欢。瓷博会期间，

恰逢“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公布，江西省景德镇御窑厂窑址

名列其中。借此机会，人民文旅与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

彦俊进行了对话。



人民文旅：本届瓷博会期间御窑博物院举办了哪些活

动？与往年相比有哪些亮点？

翁彦俊：作为御窑博物院旗下对公众展示的窗口，御窑

博物馆在本届瓷博会期间举办了“龙的传人”景德镇当代陶

瓷艺术作品展以及“瓷书御窑”陶瓷书法作品展。除此之外，

本届瓷博会期间御窑博物院的考古现场也向部分公众预约

开放。

人民文旅：御窑博物馆在建设运营的过程中有很多创新

之举，那么它究竟与传统的、大众印象中的博物馆有什么不

同？

翁彦俊：首先御窑博物馆是考古博物馆，从上世纪的零

星抢救性发掘，到本世纪持续开展的正式考古工作，在御窑

遗址出土了众多的窑炉、作坊、掩埋坑、厂墙等古代遗迹，

尤其是上百吨、数以千万计的不同年代窑业堆积所蕴藏的瓷

片，为我们全面复原御窑的历史面貌和文化与技术成就，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御窑博物馆的设立提供了极为丰

厚而独特的展品。并且，御窑博物馆本身就是在御窑厂遗址

的保护区范围内建造的，这是它“天生”具备的独一无二的

资源。

那么，在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之下，我们需要探索的是

如何在不破坏文物景观的情况下融入周边的社区，并且还要

与考古公园形成一种呼应。在这样的情况下，御窑博物馆应

运而生。



无边界、全天候、重美感、会说事，也成为今天的御窑

博物馆的独特追求。

“无边界”是指对周边环境的融入与延展。双曲面拱形

结构建筑，一方面采用了接近于周边传统柴窑——蛋形窑的

造型和尺度，以便在大体量厂房和传统民居之间形成良好的

过渡；另一方面，长短不一的拱体巧妙地与周边参差不齐的

地界进行了有机的缝合。

“全天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御窑博物馆将终年开放，

不舍昼夜，每个开放日的夜晚都成为“博物馆奇妙夜”。

此外，建设中的御窑标本数据库也为“全天候博物馆”

提供了崭新的诠释。在海量出土文物的基础上，通过数字化

采集胎料、釉料、颜料、器型、纹样、款识、工艺等 7 个方

面的标本信息，进行可视化、智能化的数据库建设。这既为

相关社会教育和学术研究提供了生动而翔实的资料，也为打

造国内一流的陶瓷传统工艺产业转化中心等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成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活态博物馆。

当然，在我看来这些创新还远远不够，因为御窑博物馆

处于一个景区之中，这个景区注重的是深度体验游，周边会

包含民宿、文化休闲场所等业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未

来御窑博物馆还将融入更多的内容，我认为创新不仅仅是建

筑本身的创新、开放时间的延长，更关键的还是游客的体验，

御窑博物馆的未来还是更加值得期待的。



人民文旅：传统文化的保护，既要传承也要创新，御窑

博物院更是兼具了传承也创新两者的产物，您如何看待传承

和创新之间关系，这两者之间该如何权衡？

翁彦俊：传承和创新者两者并不矛盾，但我认为创新一

定是在传承的基础之上，如果摒弃传承，一味标新立异，那

只能是“空中楼阁”，是立不住脚的。

以瓷器为例，祖辈创造的一些经典造型，放到今天来说，

仍然是很时尚的，甚至可以贴近我们现代生活。在这个角度

上，传承其实是为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这样的思考之

上再去进行相应的创新，我认为才能走得更远。

再以考古为例，从某种方面来说，考古这个行业是研究

过去与创新好像扯不上任何关系，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

研究过去、挖掘历史、解读数据，也是为了提供核心的资料，

有更多的支撑来为未来的创新做服务、做贡献。

人民文旅：文旅融合是全国各地研究的方向与课题，在

这个方面，御窑博物院也一直是探索者，您认为文化和旅游

结合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翁彦俊：文化对于我们来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实际

上，不管是什么文化想要传承、弘扬都离不开物质的载体，

那么如何去通过这个物质的载体去解读其中的文化，是我们

探索的方向。我认为文旅融合最大的难点，还是如何去选择

一个恰当的载体 ，将文化呈现出来，让游客更真切地感受

到在地的文化、故事。



人民文旅：近日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布的百年百大考古发

现，御窑厂窑址也名列其中，您认为入选之后，对于御窑博

物院会产生哪些影响？

翁彦俊：这次的入选对于御窑来说是一个利好，在宣传

或者知名度上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我们也在思考，

如何利用业界权威给我们的荣誉将御窑文化更好的推广出

去。我关注到这次的名单中有大部分项目实际上都是远离公

众的，不像四川三星堆、江西海昏侯这些重大发现是受到大

众关注的。不要说是普罗大众，即便是一些业内人士都需要

花很长的时间、精力才能去了解它。

针对这样的情况，御窑博物院也开设了一些研学的课程，

目前主要是针对全国 50 多所开设了文博专业的大学做深度

的研学，这也是博物馆社会教育的一个补充。

（翁彦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景德镇市陶瓷考古

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博士后访问学者。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落马桥窑址等考古

队执行领队，曾从事菲律宾和美洲地区中国古代瓷器贸易遗

存的考古调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文物》等国

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课

题多项。）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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