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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年度报告（一）

樊小林 南京市文化局政策法规处

2011-04-15 15:09:08   来源：文化发展网 

   

2006年9月，南京市人民政府在《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南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基本模

式，即：“保护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风貌，传承六朝古都的历史文脉”；“使每一个人的创意都受到鼓励，使每一个好的创

意都有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机会，使每一个创业者都得到有力的制度保护和良好的政策扶持”；“着眼于培育创意、创新、创业的

制度环境、法律保障和文化氛围。”这标志着以构建文化南京、和谐南京为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战略基本确立，统筹发展、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实践正在全面提速。 

一、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综述 

2005年8月22日，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在《论南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及对策》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南京发展文化

创意产业、建设创造之都的基本对策。2006年3月14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蒋宏坤和副市长许慧玲在南京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反映2005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就的内参上做出批示，要求市政府办公厅牵头，会同文化、社科院、广电、科技、新闻出

版、经委、规划、城建等部门抓紧研究制定《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政府规划》）和配

套政策。经过努力，2006年8、9月间，《政府规划》和配套政策公布施行。2007年3月，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大学文化产

业发展研究院联合制定、发布的《南京市文化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也再次提出了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思路、发

展目标和发展任务。2007年12月，市广电局和市社科院联合制定的《南京市动漫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讨论稿）》进入了征

求意见程序。所有这些都表明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从“政府经营”走向了“政府管理”。2007年，南京市文化产业增

加值预计达310亿元，增幅超20%，占南京市GDP的9.46%；按照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统计口径，销售收入可达579.2亿元，同比增

长121%；《政府规划》重点规划发展的建筑设计、广播影视、工艺美术、计算机软件设计、动漫游戏、广告设计、时尚设计、表

演艺术、出版发行、工业设计等十大领域从业人员已达37.75万人。 

（一）主要成就 

1、计算机软件设计继续领军南京文化创意产业。 

“计算机软件设计”是《政府规划》规划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南京市软件产业销售收入从2000年18亿元，到2003年的71亿

元、2005的166亿元、2006年的258亿元，每年以50%以上的速度递增。2006年南京软件出口约3.7亿美元，同比增长70%。软件业

上缴地方税收1.36亿元，同比增长1.14亿元，增长520%；其中，上缴个人所得税8907万元，同比增长565％，营业税1425万元，

同比增长157％，企业所得税1270万元，同比增长703％。2007年全市软件产业实现销售收入突破360亿元，平均每天进账近一个

亿，同比增长39.53%，软件出口预计达4.8亿美元。南京软件产业在全国城市中位列第五，“中国软件产业名城”崭露头角。 

2006年9月1日，信息产业部与江苏省政府、南京市政府三方约定，共同推动南京市软件产业的发展，计划到2010年实现销售

收入超过800亿元，软件出口额超过30亿美元，把南京真正建成“中国软件名城”。在此带动下，国内外软件巨头“布阵”南京

全面提速，包括甲骨文、IBM、阿尔卡特、菲尼克斯在内的国外软件巨头，以及华为、中兴、东软等在内的国内知名软件企业挺

进南京，有的则在早先投资的基础上迈出了扩容步伐。同年，南京市新增软件研发面积85万平方米，全市研发面积已达到138万

平方米，全市累计认定的软件业企业达538家，占全省认定数的54%，全市软件企业总数近千家。优秀软件业企业迅速崛起，2006

年有24家软件企业收入超过亿元，有85家企业收入超过千万元，有11件产品被评为“中国优秀软件产品”，新跻身数量位居全国

第一。2007年，全市共引进软件企业294家，新增软件从业人员2万多人。全市已形成了电力系统自动化及管理系统软件、电信系

统软件、制造业信息化应用、嵌入式软件、教育软件、网络与安全系统软件等六大特色软件产品群。“软件南京造”声名鹊起，

软件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了相当份额。 

2、传统文化产业增加值和地方税收持续增长。 

据南京市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为73.48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5.3%，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3.05%，增长速度大幅度高于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得到较快提升，由2004年的

2.86%上升到2005年的3.05%，上升了0.19个百分点。2006年，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为90.66亿元，比上年增长23.4%，占



GDP3.27%，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这其中，仅仅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做了汇总，未包含教育、体育等相关增加值166

亿元，相对于全市15.1%的经济增长速度高出了8.3个百分点。2007年上半年，南京市文化产业增加值50.7万元，相比全市

1493.74亿元的经济增加值，占比为3.4%，增幅为20.7%。按大文化产业统计口径统计，南京市2007年上半年研究与发展、教育、

卫生、体育业增加值为87亿元，增加值为总量为137.7亿元，比重为9.22%。 

据市地税局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南京市文化体育娱乐业上缴地方税收2.12亿元，同比增加9100万元，增长75.76%，增幅居

第三产业增长之首。2007年上半年，全市文化体育娱乐业共上缴地方税收1.5552亿元，同比增长6924万元，增幅高达80.25%，而

同期全市第三产业地方税收增幅为44.13%。 

3、动漫产业异军突起。 

南京的动漫产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仅次于上海、北京，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动漫产品生产基地。南京动漫产业的

发展得益于南京作为国内软件产业的集散地和IT技术的研发、培训的优势。南京的动漫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聚集了全国一流的

人才。国家广电总局建设动画产业基地的设想就出自南京动漫界人士的建议。南京蓝海豚美术电脑动画制作公司的《雾林之王》

和《太阳马》、网巨公司的《EURASIA》等动画片荣获国际最著名的动画节“法国昂西动画节”大奖；网巨公司的系列动画片

《英语学习动漫版》曾在全国15家电视台播放；南京原力电脑动画制作有限公司创作的《Little Grunt》荣获2004年中国视协动

画片短片奖的优秀影视动画片花奖，片中“猪八戒”、“小龙女”等动画形象获得了卡通形象设计奖；水晶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制作了《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中央电视台新址功能演示多媒体影片》等三维作品，是北京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指定的三维图

像开发商。 

动漫产业是《政府规划》规划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南京市现有46家动漫、游戏企业，其中，注册资本在300万元以上、具有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许可证》的骨干企业有16家。动画年生产能力达到2万多分钟，年实际生产国产原创动画片近6000分钟。南

京鸿鹰动漫娱乐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动画片《饮茶之功夫学园》、《象棋王》，南京阿法贝多媒体有限公司开发的南京市第一部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原创动画片《阿法贝乐园》、欧亚动画公司创作生产的我国第一部红色经典系列动画片《大山里的红小

鬼》等一批国产动画片在央视播出，受到全国关注，扩大了南京影视动画的影响力。南京蓝海豚美术电脑动画有限公司正在与意

大利国家电视台及意大利L&T公司联合摄制的一部具有中国文化、中国风格、中国题材的电脑动画系列片《阿米达》，总投资

2000万人民币，“蓝海豚”拥有20%的全球所有永久版权。截至2007年12月，南京市动漫产业年产值达到了2.5亿元，带动文化、

体育、广告、教育、旅游、商贸等相关产业收入50亿元；直接从业（不含游戏经营）人员2800多人，其中，具有专业硕士以上

105人，本科1100多人，专科1500人，直接从事动漫游戏领域工作5年以上有280人，10年以上有32人。 

4、工业设计全省力拔头筹。 

工业设计也是《政府规划》规划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截至2007年12月，以南京大学—鼓楼高校国家大学科技园为依托，以

模范马路沿线大学、科研院所和骨干企业为支撑，江苏省最大、全国不多的科技资源、智力资源密集的南京工业设计集聚区基本

形成。模范马路沿线已建起了包括“江苏工业设计中心”、“江苏工业设计园”在内的9个具有专业特色的设计中心，其中“江

苏汽车工业设计中心”，在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的南京汽车集团商务大楼正式挂牌；“江苏电子工业设计中心”在长江科技园

2.4万平方米的基础上，二期工程3.7万平方米即将投入使用，三期工程9万平方米已在去年开工建设；“江苏建筑及交通设计中

心”首期5000平方米用房已经完成置换，正在改造装修，不久即可招商；“江苏生物化工及新材料设计中心”８万平方米大楼已

经封顶；“江苏电力自动化设计中心”已经上报立项…… 

根据《政府规划》，“十一五”期间，南京模范马路沿线将建成100万平方米研发设计及配套用房，拥有500至1000家具有一

定规模的设计公司，优秀研发设计人员超过5000名，成为江苏省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水平最高的工业设计中心。 

5、会展经济步入“品牌时代”。 

2007年全市举办各类展（博）览会和节庆活动310个，比2006年增长30%，超过1000个摊位的大型、特大型展（博）会15个，

是2006年的一倍多。参展企业达到3.1万家，专业观众22万多人，展览面积85万平方米。目前，南京市会展经济在全国各大城市

中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南京会展“品牌时代”的到来得益于会展经济的整体强大，会展经济的强大又离不开相应的

环境建设。南京市政府明确提出以金融会展业为龙头建设全省“现代服务业中心”，颁布施行了《会展业发展纲要》、《展览业

管理办法》、《专业性展览会等级划分评定实施意见》等配套措施，率先成立南京市会展经济领导小组，设立了会展业办公室，

为大型展会提供工商、公安、消防、市容等“一站式”服务。同时，制定了会展经济专项政策，出资500万—800万元设立专项资

金，用于引进大型展会、培育会展品牌。 

（二）发展条件 

1、南京丰富的文化遗存不仅具有传承城市文明的社会价值，也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价值。以南京云锦研究所为例，该

所在改革中不断发展，从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成为一个盈利企业，其产品销售收入从1997年70多万元猛增到2006年的2000多万

元，利税过百万元。 

2、截至2006年12月，南京拥有41所高等院校、544家科研与开发机构，其中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31个；拥有中国科学院院

士48人、中国工程院院士32人；南京地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62.78万人，占南京市常住人口的8.73%，是全国比例最高的城市之

一，科技竞争力位居全国第五；拥有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796家，这些企业2006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9381257万元，出口交货值

6104458万元，利润总额991328万元。深厚的人文资源和强大的科技、人才优势，为落实《政府规划》，将创意产业作为南京市

新一轮发展的支柱产业，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中，更加高度重视和实践创意产业，让“创意”和“创造”真正成为

提升南京城市综合竞争力，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3、规模初具的创意产业、发育完善的文化市场为南京创意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基础。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4、南京市已进入了“全面达小康，建设新南京”的重要机遇期。随着南京市民人均GDP接近6000美元，其文化娱乐支出比重

不断增加，文化消费时间逐渐增多，对文化产品的选择性日益增强。2001年—2005年，南京城市居民人均文化支出分别为449.4

元、501.84元、490.92元、475.91元、933.81元，2006年增加到了1712元，同比增长183.33%。2007年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了20300元。市民对文化创意产品日趋旺盛的需求，催生了一批创意企业，成为繁荣和发展南京创意产业的动力。 

5、南京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创意产业提供了越来越强的技术支撑。发展、壮大起来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为全市创意产业提

供了有效载体。 

（三）发展特点 

1、全市体制内与体制外创意产业合流并轨，传统文化产业和新兴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更加激烈，创意产业正在集聚，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开始高端融合。 

2、以软件、新媒体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革命继续引领着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潮流，彰显着南京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新的宽广领域和创造性空间。 

3、民营资本和各类社会资本成为投资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主力军。截至2007年12月，全市开工建设或开园开街的42个文化创

意产业园区，民营资本和各类社会资本投资兴建的占到了69%；南京文化创意产业协会90个会员单位中有65家民营企业，占会员

总数的72.2%；南京动漫产业协会67个会员单位中的46家动漫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占会员总数的68.7%。 

4、知识产权贷款开始破冰。截至2006年12月，南京市专利申请量6793项，为上年的129.93%；授权量2847项，为上年的

131.44%。2007年11月，南京市首开江苏知识产权贷款先例。南京道及天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从南京银行获得了200万元贷款，这项

贷款在江苏的文化创意产业界和科技界引起了广受关注，因为这笔商业贷款没有担保，也没有土地、产权等抵押物，贷款获得认

可的一个主要依据是“无形知识产权”——计算机软件产品的著作权。同时，江苏文化产业园、南京市玄武区工商联、南京银行

信用联社、南京鑫信投资担保公司联合举办了“动漫企业融资洽谈会”，由江苏产业文化园联合南京鑫信投资担保公司为入园动

漫企业担保，据不完全统计，南京互联广告、南京龙文震图动画、南京维色企划等近10家企业现场签约，达成了近500万元的融

资意向。 

5、产学研一体化助推南京文化创意产业全面发展。南京地区高校林立，学科分布齐全，仅就影视动画教育资源而言，南京艺

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等13所院校相继开办了影视动画专业教育，直接从事动漫专业教育的专职教员

120多名，在校生总数超过3000人。南京艺术学院教师创作的《化蝶》、《足球宝贝》、《功夫》等一批具有民族元素的原创动

漫作品都获得了国家级奖项。 

6、随着全市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的提速和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市和各区县政府行政机关梳理和公布了“权力清

单”， 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准入进一步开放、透明，创意产业市场行为规范进一步制度化和法制化。 

（四）发展预测 

1、根据《政府规划》，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涉及的文化、广电、科技、新闻出版、经委、规划、财政、地税、工商、城建、

统计等政府部门，将进一步携手制定和完善符合南京实际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律的政策措施和行业管理、动态考评等工作制

度，进一步加大对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企业的扶持力度，推进南京文化创意产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2、文化创意产业将进一步促进版权产业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自身的特征决定了其与版权产业的密切的关联度。因此，南京

市将建立和完善版权公共服务平台，构建版权文化要素市场，大力推进文化和创意产业化的进程，实现文化创意、专利技术和版

权多种形式的自由交易。 

3、文化创意产业与制造业进一步高端融合，推动产业链、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政府规划》重点规划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

十大领域将在融合中稳步平行发展。 

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之间的竞争，将从房租等的优惠低价竞争，转向为入驻企业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平台和公共技术平

台的竞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企业自觉寻求错位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gfedc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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