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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京冀文创产业与高职教育契合度研究
白地动　吴　峰　黎　兵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 101101）

摘要：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自下而上地在全国逐步迅猛发

展，但同时也存在产品原创性不足、同质化严重，经营规范性差，

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亟待提高等诸多问题。本文京冀旅游文化创意

产品为例，通过实践研究，阐述并总结如何将文创产业的人才需

求与高职教育的专业建设与改革相结合，充分利用学院的区位优

势，结合当地文化，搞好校地、校企结合，将文创产业融入进校

园，将校园文化创意推向地方，积极探索高职教育改革的模式下，

适应当今学院高职教育发展的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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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及京冀两地文创产业现状

在国家政策的指引和大力支持下，我国文创产业近年来得到

了快速地发展。文创产业的产值由 2006 的 4.14%，到 2017 年，

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5%，所占 GDP

比例逐年提高。部分省市的文创产业所占 GDP 已逐步超越甚至取

代了传统行业，成为支柱产业。在全国范围内，文创产业从业人

员也呈现出快速上升势头。

纵观全国，发展较为突出的几个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地已呈现：

以北京为中心，涵盖津、冀的首都文化创意产业区；以广州、深

圳为代表的珠三角文化创意产业区；以上海为主，包括杭州、苏州、

南京的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区；

北京文创产业处于领先，河北后劲十足，相较而言，北京市

的文创产业在全国处在领跑地位，据统计，2006 至 2015 年，北京

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增加值从 823.2 亿元增长到 3179.3 亿元，从业

人员从 89.5 万人增长到 202.3 万人，分别增长了 2.9 倍和 1.3 倍。

由于北京市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经济资源，北京的文创

产业发展始终处于全国领跑地位，现有众多相对成熟的文创产业

园区，诸如 798 艺术区、宋庄艺术小镇、大望京公园等艺术时尚

创意功能区；以中关村石景山园、中国动漫游戏城和三间房国家

动漫产业基地为依托的动漫网游及数字内容功能区；天坛 - 天桥

核心演艺功能区等等，北京市计划在 2020 年前后建成 20 个文创

功能区，形成特色化、差异化、集群化的发展态势，从而构建出

“一个核心、一个带领、多个核心”的空间格局和“两条主线带动、

七大板块支撑”的产业支撑体系。到 16 年，20 个文创产业功能区

共收入超过 8900 亿元，规模以上文创产业法人单位 8033 个，资

产总计 24919.2 亿元，收入合计 15224.8 亿元，从业人员 125.7 万人。

相对于北京较成熟的文创产业布局与发展，河北省在这方面

的质量、人才、投入与产出上还有相当的不足。2016 年，在《河

北省文化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报告中，预计 2020 年，河北

省文化产业 GDP 占比将达到 5%，这个数字与北京的 15%，还有

相当大的差距。

站在地区的角度来看，较为集中这一特点是河北产业发展的

主要现状。省会位列河北发展的首位，占全省文化产业单位增加

值的 26.2%，保定市与唐山市分列二、三位，唐山、秦皇岛、廊

坊发展相对较快，邯郸、沧州、衡水以及张家口、承德地区等发

展相对缓慢，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北京相比较而言，河北省的文

化产业活力相对较弱，但随着 2017 年雄安新区的建设推进、2019

年北京大兴新机场的投入运营，通州环球影城运营，以及“2022

年北京 - 张家口冬奥会”举办，或将为河北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

新的生机与活力。

二、文创产业与高职教育契合的必要

（一）京冀两地旅游文创市场现状调查

随着国内经济的日益增长，人民群众收入不断提高，有力带

动了大众消费层次的提高，全国性的旅游经济也为文创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2017 年，北京市旅游总收入达 5469 亿元、同比增长 8.9%，

总流动人数在 3 亿人左右，旅游购物和餐饮消费额占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24.7%。2017 年，河北省旅游总人数达 5.72 亿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 6410.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2.61% 和 31.93%。保

定地区以 9647.31 万人次的成绩领跑全省，石家庄、张家口紧随其

后。

旅游消费的快速增长，势必带动旅游商品消费的增长。但是

由于对旅游商品的狭隘理解，阻滞了其快速发展。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把印有旅游地文字、LOGO 的纪念品、工艺品甚至是农副产

品当成了旅游商品的全部。各地景区的旅游商品基本被各种式样、

各种材质的手串、质量参差不齐的 T 血衫或质量低下的文物复制

品所占领，游客对“华而不实”的工艺品的兴趣是逐渐降低，造

成了比较严重的旅游商品同质化，

北京的旅游商品市场在近几年的政策鼓励下，尤其在 2017 年

旅游文创超 10 亿元的文创龙头—故宫的领军下，渐渐脱离了工艺

+LOGO 的模式，向生活、文化方向逐步转化，取得了斐然的成绩。

河北省的旅游文创产品的起步则显得相对迟滞，发展较为缓慢。

通过实地走访河北省的清西陵、直隶总督署、白石山、狼牙山、

野三坡等景区，多数旅游纪念品，仍旧沿袭着土特农副产品、工

艺品 +logo 的模式，具有当地文化特色旅游文创产品的开发还远远

不够。

（二）当前京、冀高职文创产业专业现状

从 2004 年起，全国部分高校开设了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7 年 11 月，全国开设文化产业的高校将

近 150 所，其中不乏知名高校，甚至部分院校还设立了硕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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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点。

北京市现有高职院校 26 所，河北省 57 所，不少学校，顺应

发展，开设了文化创意专业。但整体偏向文化的市场开发、策划、

运营管理、传播等方面，关于文创产品开发制作的，则相对较少。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文创产业，作为近些年新兴的方向，其学

科归属并无明确划分，这些问题造就成了课程体系构建不合理、

指导内容单一等多项空白，在指导过程中仅重视学生基础理论的

掌握，而不重视学生专业技能的发展，导致学生缺乏灵活的应变

能力与动手能力。在课程设置上，传统理论课程占比较大，对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无法充分调动。

（三）文创产业对人才需求度进一步加大

伴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高素质、高创意、高营销的文

创人才紧缺，成为全国文创发展的一个瓶颈。纵观全国，较大的

文创产业园区情况都存在较大的高端文创人才的缺口，在过去 3

年间，高端文创人才需求年均增长率超过 20%。据不完全统计，

2016 年，全国共有规模文化企业 5.5 万家，年均增长 10.7%；从

业人员大约 872 万人，年均增长 5.7%；至 2020 年，从业人数将

突破 1000 万。

（四）高校与地方产业契合的必要

旅游文创产品的开发，离不开地方特色文化，应当植根于旅

游地的独特文化，打上特定的文化烙印，才会使文化创意产品融

入独特的地域历史文化元素。而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要

面向生产、服务第一线岗位，培养既有一定理论知识、又有一定

实践经验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地方产业也急需这样

的复合型人才，只有这样，高校、企业、政府高度契合，才能保

持良性的发展。另外，高校文创教育如果脱离了地方产业，就无

法及时掌握市场潮流、人才需求、技术的更新，也势必会变成自

说自话的象牙塔里的功夫。

三、构建高职文创专业的实践与策略

（一）积极发挥市场的导向与定位作用

高等职业教育经过长期的改革，越来越要求高等职业院校强

化总体职能，改变现行的人才培养模式，按照市场的用人导向和

定位培养人才。文创专业更是如此，市场的培育周期、消费习惯

的改变、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甚至于新的网络用语，都可能

引发文创行业市场的改变。这一切，也都要求高职文创专业的设立、

教学、培养模式，不能脱离市场的导向与定位，相反，还要下大

力气，去调研市场的新动向、新发展，才能培养出适应于社会发展、

满足岗位需求的人才。

（二）继续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相较于传统的高职教育，文创专业更有其跨界的特殊性，既

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审美能力，还要有与之相应的美术基础和

设计能力，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市场调研能力，既有

文科的内涵，又有工科的属性。所以在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同时，

应注意以下几点。

1. 重视校园环境建设，培育教学软环境

良好的校园人文环境也有利于学生人格的培养，也从侧面影

响着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对学

校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氛围有更高的要求，徜徉在充满文化气息的

环境中，也更加有利于养成学生的创意、创新思维能力。

2. 加强传统文化教学，提高审美能力

高职文创专业在理论教学中，应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

渗透传统文化思想、绘画理论、制作工艺、诗词文赋等内容来实

现审美教育，以审美诱导的方式，提高学生审美感知力和鉴赏能力，

以便为日后的设计打造良好的文化基础。

3. 加强实践教学，引入工作室制

将课堂逐步引入到实验室，在教师的引导下，适时引入工作

室制。学生能够创新学习，激发创意潜能，为培养创意能力。学

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方向或就业方向自由选择，在工作室教师

的指导下，边学习、边实践。

4. 引入灵活用人机制，开展合作教学

打破原有的僵化用人机制，将社会中有着丰富实践经验民间

大师引入到教学环节当中。让他们真正走到课堂中来，参与教学、

辅导学生，使学生亲身感受制作的过程，甚至可以在指导下，开

展市场活动的尝试，为就业或创业做好前期储备。

（三）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发挥高校优势

高校往往是地方文化精英与精英文化的聚集地，其文化也往

往是所在地方的先进文化。如何利用高校具有的文化、科研资源

优势，并通过相关的辐射功能，直接有针对性地带动地方文化建设，

走出单纯的学术空间，才能真正发挥高校的天然属性作用和影响。

合作互补，相得益彰，现代高校的发展与地方文化才能促进彼此

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循环，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原生动力，才能

共同延续着该地区文化发展的未来。

文化创意产业是典型的产、学、研、与地方协同的创新产业，

离开地方文化的历史积淀和生长土壤，文创便无从谈起。我们应

当积极搭建与地方合作的平台与载体，不断深化优秀传统文化的

研究与开发，要多组织校园活动以及开展校园文化展览，以此来

不断推进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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