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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质 量 发 展 主 题 将 贯 穿

“ 十 四 五 ” 时 期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各领域和全过程。对于我国的

文化产业，也有高质量发展的

具体表述和要求。2021 年文化

产业统计数据表明，新业态已

成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引

领。数据背后，是中国文化企

业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的艰辛探索，是支持文

化企业“战疫情、渡难关”政

策举措的持续发力。“十四五”

时期的国家政策规划和最新的

统计数据，都为鄂尔多斯市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战略

方向，提供了引领示范。当前

正是鄂尔多斯市加快文化产业

发展、建设文化强市的关键时

期，只有全面掌握本市文化产

业发展现状并且补短板、强弱

项、固优势，才能为鄂尔多斯

文化产业下一阶段的发展理清

思路、找准对策。

鄂尔多斯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探索

一、近年来鄂尔多斯市文

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成就和问题

（一）主要成就

1. 文化产业发展稳中有进。

2020 年末，全市共有文化产业法

人单位 2381 个，比 2015 年末增长

2.6 倍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4.70

亿元，比 2015 年末增长 43.8% ；有

5A 级景区 2 家，4A 级景区 27 家

（康巴什是全国唯一一座以城市景

观为载体的 4A 级旅游景区），

A 级旅游景区的数量和质量居内

蒙古第一 ；有全国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县 2 个，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 2 个，乡村旅游示范点

18 个，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3

个（成吉思汗陵旅游区、响沙湾

旅游区、中视文化产业园区），

获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的提

名 1 个（响沙湾旅游有限公司），

全国“文旅融合发展名县（区）”1

个（伊金霍洛旗）。2020 年、2021

年被评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

示范城市”。

2. 文化体制改革成效显著。

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

了《关于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的意见》《鄂尔多斯市委市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

件，设立了文化旅游发展专项资

金，组建了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增设了国有文化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制定了

《鄂尔多斯市文化企业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二）存在问题

1. 整体实力有待增强。鄂尔

多斯市文化产业区域结构和行业

结构失衡，缺少具有较强竞争力

的文化企业，2020 年全市规模

以上文化企业数量仅 19 家，且

实力偏弱 ；高质量文化产品和服

务供给不足，产业创新力偏低，

集中度不高，竞争力不强，影响

摘  要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十四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主题和态势。近年来，鄂尔多斯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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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大。2020 年，全市文化产

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

比重不足 2%，与文化产业成为

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发展目标

还有很大距离。

2. 体制改革有待深化。文化

管理的机构设置、权责关系依然

受“条块管理”的传统模式制

约，进而造成权力分散、多重领

导、政出多门、责权不清等体制

机制问题。文化与相关领域融合

发展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宣

传、文旅、发改、教体、科技、

工信、农牧、民委、财政、资源

等部门的沟通协调不够顺畅。国

有文化企业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

位行政氛围浓厚、市场意识淡

薄、商业模式缺乏、生产效率低

下，尚未形成适应市场的管理架

构和运营机制。

3. 投入结构有待优化。全市

对文化产业的新业态、新技术、

新设施投入较少，对文化产业人

才的投入更是微不足道，导致全

市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和创意短

板比较明显，缺少具有较强竞争

力的文化科技企业和文化创意企

业，缺少规模大、效益好、品牌

化的文化产业园区和项目，缺少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文化

产品和服务。文化产业项目缺乏

规范论证、风险评估和高水平管

理。

4. 人才队伍有待壮大。全市

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普

遍较低，人才总量不足和人才结

构失衡并存，高学历、高职称、

高技能人才较少，尤其缺乏文化

管理人才、文化科技人才、文化

创意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地方本

科院校和高职院校的学科建设相

对薄弱，缺乏与文化相关的院系

和专业。引才、留才、育才条件

有限且投入不足，薪酬水平、生

活待遇、发展平台与发达地区存

在明显差距，因而面临外来人才

引进难和本地人才流失多的双重

困境。

二、鄂尔多斯市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

和主要挑战

（一）重大机遇

1. 发 展 环 境 变 化 带 来 的 机

遇。一是国家“十四五”时期加

快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自治区将文化建设放在了重要战

略位置，鄂尔多斯市也提出了

“文化强市”的发展理念。二是

国家深化文化经济发展内循环，

同时以“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

打通文化经济发展外循环，有利

于全市加快文化领域的提质升

级、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

2. 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带来

的机遇。“十四五”时期，文化

与科技的融合程度将不断加深，

融合范围将不断扩大，并推动文

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进而催

生出更多的新业态、新模式、新

产品、新消费。尤其在疫情常态

化防控背景下，数字文化产业将

成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主导类

型，沉浸式、互动式、定制化的

文化科技融合产品和服务将加速

走进大众生活，这必将推动全市

新兴文化产业加速发展，推动传

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传统

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3. 交通便捷和区域合作带来

的机遇。随着京呼高铁开通，鄂

榆、包银等高铁和呼和浩特新机

场等项目陆续立项开工，全市的

交通条件将进一步改善，并将与

国内主要城市形成“4 小时交通

圈”，文化与旅游产业将迎来规

模更大、层次更高的消费需求。

随着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战略、黄河“几”字湾文化旅游

产业带建设规划的深入实施和

“呼包鄂乌”“呼包鄂榆”等区域

合作的日益加深，将为全市文化

和旅游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资源

支撑、科技支撑和创新支撑。

（二）面临挑战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

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趋势更加凸

显，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以及与相

关产业的融合使文化生产、传播

和消费发生巨大变化。但是，鄂

尔多斯市的文化产业从业者尚未

完全适应国内外的新变化，文化

产业发展所需的教育、人才、技

术、平台、资金等支撑亟待加

强，文化资源的挖掘、整合、开

发、利用能力亟待提高。继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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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文化强国目标之后，全国各地

也纷纷提出文化强省（区、市）

战略。在此背景下，如何建立常

态化的危机应对机制和安全保障

体系，如何适应国内外新形势并

融入双循环的新格局，如何加快

文化改革发展的数字化进程，如

何全面提高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并

尽快实现文化强市的建设目标，

都是全市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挑

战。

三、鄂尔多斯市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

今后，鄂尔多斯市文化产业

要针对存在问题，用好发展机

遇，应对各种挑战，以高质量发

展为核心，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加快推进文化产业数字化进

程，加强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

设，形成高端要素集聚、创新引

领发展、体制机制灵活、产业结

构优化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一）提高文化产业发展水平

1. 着力发展高科技、高创意

的文化产业。按照高端要素集

聚、创新引领发展、体制机制灵

活、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发展协

同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要

求，着力发展高科技、高创意的

文化产业。优化文化产业的供需

结构、提高文化产业的关联度和

集聚度，实现文化产业的要素协

同、供需协同和区域协同。加强

跨区域文化产业协作，搭建跨区

域文化产品交易平台。举办跨区

域文化产品展销、博览、交易活

动，打造跨区域文化品牌。加大

对高科技、高创意文化企业的财

政扶持力度，完善财政扶持相关

监管机制。

2. 以高品质文艺作品引领文

化产品供给。加大对文艺精品创

作的激励和管理力度，继续完善

和实施《鄂尔多斯市文学艺术精

品奖奖励办法》《马兰花文学艺

术激励扶持工程实施方案（试

行）》，建立本市文艺精品创作专

项资金和青年文艺人才扶持基

金。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评奖机

制与评价体系，强化文艺评奖的

激励引领功能。繁荣发展网络文

艺，扶持主流题材的网络文艺创

作生产，建立健全内容审核与日

常监管机制，推出引领网络文艺

创作的优秀作品，让网络文艺成

为高品质文化产品供给的重要途

径。

（二）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1. 优 化 文 化 旅 游 的 融 合 布

局。根据资源分布和禀赋，打造

黄河“几”字湾生态文化旅游带

（鄂尔多斯段）、沙漠文化旅游

带、草原文化旅游带、红色文化

旅游带、“东康伊”城市文化旅

游休闲度假区。以国家黄河文化

公园建设为重点，以康巴什区这

一全国首家城区型 4A 级旅游景

区为主要集散地，以准格尔旗的

黄河大峡谷生态文化旅游区、达

拉特旗的响沙湾旅游区、杭锦旗

的七星湖沙漠生态旅游区、伊金

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旅游区、乌

审旗的萨拉乌苏文化旅游区、鄂

托克旗的阿尔寨石窟和桃力民革

命旧址、鄂托克前旗的延安民族

学院城川纪念馆等为重要节点，

培育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革命

文化继承弘扬样板区。

2. 加 深 文 化 旅 游 的 融 合 程

度。鼓励各类文化企事业单位进

驻旅游景区，大力提高文化旅游

的创意和设计水平。鼓励食、

2022 03REGION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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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行、游、购、娱等旅游单位

引入文化元素，推动美食旅游、

主题酒店、特色民宿、旅游专

列、旅游风景道、自驾房车营

地、文化遗产旅游、康养旅游、

旅游购物、旅游娱乐等提质升

级。鼓励重点旅游景区、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与演艺单位合作开发

高品质旅游演艺，打造一批在国

内外有影响力的旅游演艺品牌。

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黄河文化

展示和体验区、沿黄生态廊道、

沿黄旅游风景道为关键节点和地

段，打造以黄河“几”字湾为品

牌符号的文化旅游带。建设非遗

文博、展览、传习、体验、文创

等场馆和基地，大力发展非遗文

化旅游。

（三）加快推进文化产业数

字化进程

1. 加快传统文化产业的数字

化转型。推动新闻出版发行、广

播电视电影、文化休闲娱乐、文

创产品生产、文博会展服务等传

统文化业态数字化转型。推动演

艺产业上线上云，鼓励文艺院

团、文艺工作者、非遗传承人利

用互联网平台进行演播，创新发

展线上演播商业模式。促进文化

资源数字化转化和开发利用，推

进与数字技术的新形式新要素结

合，让优秀文化资源借助数字技

术“活起来”。支持文化场馆、

景区景点、街区园区开发数字化

产品和服务，大力发展智慧文

旅、智慧文博等智慧文化项目。

2. 推动新兴数字文化产业的

本土化发展。发展网络视听、线

上演播、数字娱乐、数字动漫、

数字媒体设计、数字艺术展示、

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建立数字

文化企业和项目培育库，完善孵

化和培育机制，发展壮大一批数

字文化内容生产和传播、数字文

化支撑技术研发、数字文化平台

类的企业和项目。充分运用数字

文化产业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强文旅

大数据运营服务系统建设。组织

实施一批基础设施类、技术攻关

类、文化内容类、文化传播类、

文化消费类数字文化产业创新项

目，建设战略性的数字文化产业

策源地。

（四）加强文化产业人才队

伍建设

加强人才引进、激励和管理。

通过柔性引进、阶段性聘用、项目

合作、自主创业、“候鸟式”服

务等方式，形成灵活精准的引才

机制，并制定实施引进人才的配

套政策，如创新创业政策、社会

保障政策、医疗保健政策等 ；对

高端人才实行个性化的引进政

策，即“一人一策”。对于引进

高学历、高职称、高技能人才的

文化企事业单位，政府给予一定

的奖励和补贴 ；在此基础上完善

相关评价机制，组织专家评估人

才队伍建设工作，评估相关项目

的完成情况和综合效益。对人才

队伍建设效果较差的单位，对表

现较差的团队或人才，对完成不

及时或成果较差的人才项目，随

时取消扶持和待遇，形成能进能

出、能上能下的常态化人才队伍

建设机制。

总之，只有完善促进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专项政策和配套

政策，以更高层次、更宽视野、

更大力度谋划和布局文化产业，

赋予鄂尔多斯市文化产业新的时

代内涵和人文品质，才能真正实

现鄂尔多斯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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