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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州文化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1.1 地理位置占优势，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泰州位于江苏

省中部，靠近长江，水陆交通运输便捷。泰州作为“淮扬文化”的
发源地之一，它有着悠远的历史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千百
年来，这里人才辈出，如施耐庵、郑板桥、季猫、梅兰芳等人才。
除此以外，它还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现存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和
文明遗址有数百座。名人贤士文化、红色革命文化、自然环保文
化、民风文化等杰出文化代表共同孕育出了泰州独有的文化体系，
形成了特色品牌：溱潼会船节、菜花节等，由此建成的各色旅游
景区为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特色文化体系带
动泰州地区经济的增长，使泰州的知名度逐渐提高。

1.2文化产品制造业发展前景良好。泰州地区市场文化制造
业发展趋势良好，文化企业的实力增强。泰州涌现一批高质量的文
化产品制造公司促进了文化创意园的建立。如作为全国最大的影像
制作中心的百成数码影业、泰州美画艺术品有限公司、风灵小提琴
产业园等知名企业代表，还有多方合作形成的系列产品制作。与此
同时，文化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特色文化体系逐渐完善。文化产
业与信息技术、资本等要素结合紧密，带动了手工艺品、部分文化
交易市场的繁荣发展。同时严格把控文化市场的秩序。泰州吸取当
地丰富的特色旅游资源，如建设北大街、金东门等当地文化创意
园，利用泰州当地传媒渠道，全方位、多层次的建设文化产业平台。

2  文化产业发展现存问题分析
2.1文化产业发展意识不强。部分文化产业只是作为经济发

展的辅助产业，并没有受到真正的重视与发展。目前泰州文化产
业普遍缺乏品牌意识，品牌文化是企业的软资产，打造好企业的
专属品牌，有助于在一定范围内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引进外资，从
而更有机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泰州政府相比以往对文化产业
的重视程度增加，落实了一系列相关发展政策，但在建立市场准
入机制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品牌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2文化产业实力不足。目前，泰州文化体制改革还处于点、
线初步阶段，许多企业仍采用传统的条块分割模式运转，具有极
强的经济成分，经济效益大于文化传承。除此之外，由于文化产
业在国内起步较晚，传统工业在泰州地区占主要地位，现如今泰
州的生态资源需要开发新的发展方向，文化产业应运而生，但是
企业大多是依靠政府扶持协助发展。文化市场对企业的包容度不
高，许多企业无法适应文化市场的需要，加上市场的约束机制，制
约了企业的发展。

2.3文化人才资源稀薄。文化产业需要利用人才将传统文化
与当代高科技产业结合，目前泰州从事文化产业研究的工作人员
缺少文化营销方面的知识，管理经验不足，创新能力不高。人才
结构和层次偏低。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数码传媒、影视娱乐、旅
游人文等文化市场迅速扩张，征用专业人才刻不容缓。

3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对策
3.1 重视文化产业，加强产业扶持。第一，泰州政府需要

尽快完善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放宽文化产业市场准入，
建立全方面的文化产业投资和优惠政策，吸纳民营资本，鼓励并
吸引更多的企业投入文化产业建设中。第二，落实文化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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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泰州文化；文化产业；现状；对策

政策，明确文化产业值占GDP的比重，预设每年文化产业发展需
要达到的目标并呈现在工作报告中。第三，政府投资建设具有新
时代文化特色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文化服务平台，从城市的外观上
增强特色文化属性。第四，加强对文化企业的扶持力度，利用优
惠政策吸引企业的同时，培养一批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以期其成
为文化产业中的骨干，带领文化产业走向新的高峰。

3.2培育文化品牌，发展旅游产业。抓住泰州地方节日色彩。
如泰州国际旅游节、梅兰芳艺术节等较知名节日，以他们为品牌
打造系列活动，同时联动泰州其他地方特色文化：兴化板桥艺术
节、溱潼会船节、泰兴银杏节等，以期带动这些品牌，一定范围
内增强其知名度，进而带动地方旅游产业的发展。根据泰州的文
化特点，举办国际环境论坛、风水博览会、长三角创意园等活动，
精心打造品牌论坛，带动企业的发展。第二，扩大旅游产业的规
模。美化凤城河景区，以泰山公园、崇儒祠、三园、西山寺等古
迹为整体，打造特色文化古城。此外，开设夜游娱乐项目，打造
凤城河夜晚的美景，吸引游客游玩。以红色文化为脚本，开发并
扩建红色文化旅游基地。重点建设白马海军纪念馆、黄桥战役纪
念馆、曲江楼风景区等红色旅游基地，并发挥教育启迪作用。完
善湿地建设，丰富和优化生态结构，将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发展
相结合。

3.3探索新思路，发展新型文化产业。鼓励重点开发工业遗
产，扩大企业生产规模，促进无形文化资源的工业遗产开发。加
快在高港高新技术产业园、产业集聚区和产品集聚区装饰壁纸生
产企业，进一步扩大“中国壁纸产业基础”。以国家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凤灵乐器集团为基础，加快以提琴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乐器产
业结构。积极推进木雕、油墨、盆景等成长产业，推进产业转型
和现代化，创造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力。发展和加强文化创意产
业。泰州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建立可以进一步扩大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空间，增强文化创意产业集中度和规模，促进文化创意产业
更快更有效发展的主要利益中心。建设技术革新和文化创意相结
合的生态工业园区，为国内外立体影像的制作、传播、交流奠定
一流的基础。在信息化的潮流下，应致力于促进媒体和出版业大
规模、现代化、面向市场共同发展。与此同时，调动和优化市场
资源，壮大泰州报业广播传媒集团等文化产业集团，强化在城市
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4  结语
综上所述，思想保守、畏惧困难是阻碍文化产业发展的关

键因素，要想推动泰州文化产业发展，必须要避开传统恶习，对
文化产业发展予以重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大泰州，大
旅游”的基本格局，在发展自身的前提下，联动周边城市，以期
影响到整个苏中地区，形成文化资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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