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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基于产业链的研究脉络,立足“价值链—技术链—企业链—空间链冶的研究框架,利用 2013—
2020 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规律与路径,分析数字经济对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 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且具有边

际报酬递减的非线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知

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和降低交易成本来实现;进一步区分“宽带中国冶试点地区、大数据

综合试验园区和智慧城市分析发现,政策工具试点地区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更

强。 中国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应抓住数字化转型的重大时代机遇,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以高质量文

化供给实现文化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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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进入新时代,文化在振奋民族精神、维系国家认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

的作用充分凸显,而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文化领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

段,也是从文化大国迈向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我国文化产业在经历 40 多年的高速发展后,由外

延式的扩张模式开始转向内涵式的高质量发展新“赛道冶,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促使传统文化产业

必须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思路。 随着数字中国和文化强国两大战略的深度实施,新一代信息

技术加速与文化产业融合创新,成为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
在数字技术颠覆传统文化产业价值创造方式和经济运行模式的背景下,数字经济能否推动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作用存在何种规律,中介机制包括哪些途径? 学界已有文献虽然从定性层面

对此进行了解答,但在评估数字经济对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效果的定量研究方面却极为

有限。 在理论研究层面,从微观角度看,潘爱玲、王雪指出,数字化转型能够对文化企业的供应链、
创新链及营销链进行优化, 提升文化企业的数字赋能和价值发现能力,进而显著提升文化企业的

高质量发展水平[1];从中观角度看,江小涓指出,传统文化产业因不具备规模效益和较高技术含量

成为低效率服务业的典型代表,而数字技术却可以实现对消费者、创意者、生产者、社交行为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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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过程的全面赋能[2],形成推动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动力;从宏观角度看,陆建栖、任
文龙指出,数字技术将文化产业生产、流通以及消费等不同环节的信息转化为数据能扩大各类要素

的流动范围,从而突破原有的由时间与空间限制所造成的错配,使得文化产业要素配置效率得到提

升[3]。 在实证研究层面,部分学者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代理变

量[4],但多数学者以新发展理念为理论依据,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维度考察数字经济对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以此构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5];同时,基于

该指标体系,有学者综合测算出各地区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对数字经济影响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以及中介机制进行检验[6],对数字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非线性效应

进行定量分析[7鄄8]。 学界大量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都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文化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水平。 但也有部分学者对数字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提出质疑。 魏鹏举指出,数字

经济“赢者通吃冶的特性可能会引发数字经济垄断以及数字文化霸权问题[9];傅立海认为,当今部

分文化产品过于强调技术而忽视文化的特殊性,是导致内容生产粗糙随意、价值判断标准矮化、意
识形态风险增加问题频发的主要原因[10]。

本文认为,学界已有文献为本文认识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

示,但回顾已有研究也可以发现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数字化能否真正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存在争议,数字化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并存;二是对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仍以理论分析为主,普遍缺乏经验证据支撑,结论可靠性存疑;三是既有的少量实证研究大多以

新发展理念为依据,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等维度考察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

响,研究视角的局限可能会带来一致性偏差,且数字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作用规律也有

待进一步探索。 产业链是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提升产业链自主可

控能力和推进产业链现代化的背景下,从产业链视角出发,利用“链式冶思维分析数字经济对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具有科学性、合理性与鲜明时代特色。 因而,本文将以产业链为

研究脉络,构建“价值链-技术链-企业链-空间链冶的研究框架,探索数字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影响效应、作用规律及驱动机制,以期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及其相关产业政策制定

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

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需要明确何谓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学界已有研究认

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是一个纯粹的量化指标,难以用统计核算来评估,而是有着更多维度、更
深层次、更宽角度的内涵[11];产业链包含价值链、技术链、企业链和空间链四个维度[12],涵盖产品

生产或服务提供的全过程[13],并且作为产业价值实现和增值的根本途径,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必定

内化于产业链运行过程中,并最终促成文化产业的价值链攀升、技术链创新、企业链稳定与空间链

优化[14]。
1郾 价值链攀升

数字经济向文化领域的渗透扩散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产业价值链的提升与拓展,有效带动价值

链上各分工企业的价值增值和各环节的转型升级,持续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向
高品质多样化迈进。 一是在内容创意环节,数字技术推动了我国传统文化产业价值创造模式的创

新,极大促进优质内容与技术、平台、渠道、需求的精准对接,在提升内容生产效率、丰富数字文化衍

生物的同时,实现数字技术对内容生产全链条的精准介入[15]。 二是在产品制造环节,对文化产业

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推动着传统文化产业生产链向智能智造方向升级,智能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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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体系可以将高度抽象的文化创意元素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文化产品,并通过大批量高度定制

化生产解决规模效益与个性需求的矛盾,从而有效丰富文化内容的实现路径;同时,数字技术以其

超凡的通用性和渗透能力助力文化产业以“文化 + 冶的形式跨界融合,多产业价值链在数字平台上

的相互交叉和交互赋能使得文化产业生态圈不断拓展,并逐步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由低端供给向具

有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复合功能的价值链两端逐步延伸。 三是在市场推广环节,算法推荐下的

精准画像以及与用户需求匹配能极大提高推送的准确性,传播渠道的泛在化可有效增强文化产品

内容的分发能力。 人机交互、AR / VR、数字图像等智能技术构成的文化消费新场景的出现,不仅扩

大了优质数字文化产品供给,而且在满足本国消费者对高质量文化产品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

产业的跨境增长。
2郾 技术链创新

数字技术范式为传统文化产业跃迁至新的技术轨道提供了可能[16],大数据、人工智能、5G、云
计算等在文化领域的集成应用和加速创新,推动着传统文化产业技术链的创新升级。 一是在数字

介质中,创新知识和技术能以数据为载体在虚拟空间进行流动,并通过编码和解码技术在不同主体

间进行交易、流通、传播和共享,文化产业由此可以实现知识传递和技术注入,并在上下游分工过程

中实现知识技术的扩散、外溢和转移。 二是数字平台的出现促进了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融合,多个

行业部门和多条产业链在数字文化平台上的精准对接,促使技术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越来越多地

被应用、渗透和扩散到文化产业中,并通过技术体系变革和技术融合应用推动文化产业技术链的创

新升级。 三是数字技术的网络属性可以有效增强技术创新的自生长性,数据价值扩散形成的正外

部性可以提高技术链上的技术积累效率,并通过“竞争断层冶为链上企业获得垄断性竞争优势提供

技术支撑。 四是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文化产业中的大规模应用,文化产业技术创新模式正发生

着深刻变革,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让开放式创新成为可能,组织边界的模糊促使具有不同目标

和能力的创新链参与者动态集聚,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共同参与到文化创意和新兴技术开发的全

过程;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背景下模块化创新模式被逐渐应用于文化产业技术创新全过程,通过模

块化分工,不仅能降低产业创新风险,而且基于模块化协同网络形成的知识流通渠道能够帮助文化

企业实现自身知识储备的更新与完善,有效提升企业创新效率。
3郾 企业链稳定

数字技术具有的超凡通用性和高效渗透能力有助于文化企业间链接关系的有效建构[17],通过

弱化产业链供应链波动风险对文化企业造成的经营冲击,实现对企业链稳定性的大幅提升。 一是

数据作为产业链上文化企业间信息与知识交流分享的标准化流通媒介,有助于企业快速、低成本地

与合作伙伴进行实时交流,并基于数据共享进行协同决策,从而优化企业链整体资源的配置效率,
提升对市场风险的响应速度。 二是数字技术在不断嵌入企业的过程中推动的商业模式创新与业务

流程再造,重塑了文化产业市场主体间的契约关系,通过组织治理结构的重组与优化推动横向降本

增效、纵向提质升级,分工深化的推进促使链上企业朝着一体化方向演进,并通过强化市场主体间

的关联关系增强企业链对外界冲击的抵抗能力。 三是数字生态系统的建设打破了传统文化产业条

式的产业链、供应链关系,随着组织边界的模糊,企业间逐渐形成网络结构的链群生态体系,并以高

效的业务协同、数据协同、要素协同实现价值共创和利益共享。 企业链运作模式也因此从“串联冶
向“并联冶转型,更具柔性的组织体系可以减弱外部冲击在企业链上的传导。 四是数字化改变了传

统文化产业的生态环境,推动“大平台 + 小微企 + 个人冶共存市场结构的形成,在收获大规模传播

红利的同时,又兼具个性化创造需求,从而突破“马歇尔困境冶对文化企业发展的制约,弱化规模效

益与竞争效益冲突对企业链整合的消极影响。
4郾 空间链优化

伴随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深度融合,文化产业经济活动中要素的组合方式、效率以及产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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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节点的关联逻辑在数字语境下都发生着显著变化,数字经济已成为影响产业关联和空间布局的

关键,并指明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发展方向。 一是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数字技术融合应用的新经济

形态,会削弱文化产业空间布局对区位条件、市场规模、交通设施等的过度依赖。 我国文化资源

丰富,但文化产业空间布局却与资源的丰裕程度极度割裂,总体呈现出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城
乡发展不协调的局面,而数字技术却能通过全面接入跨场景、跨时间、跨区域的数字化触点,推
动传统文化产业朝着整合各城市文旅资源、平台化运营方向发展,实现不同文化资源间的交叉

引流和交互赋能,从而拉动中西部文化资源丰富但产业基础薄弱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是经

济关系的数字化发展和经济行为的网络化延伸对传统文化产业的空间组织形态也产生了颠覆

性影响[18] ,数字化空间链以更加开放、共享的理念助力高质量发展建设,使得具有价值内在联

系、活动范围不局限于地理区域的文化企业和机构在云端集聚[19] ,推动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

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得到新的组合、延展、创新和优化。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1:数字经济能有效推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具有明显的网络效应特征,这意味着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着复杂

的非线性关系。 数字经济在发展初期,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文化价值的作用在互联

网和数字技术的支持下都得到进一步凸显。 但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数字技术在文化产

业中的应用程度日益加深,当文化创作对技术形式的崇拜高于对价值内涵的信仰、当数据流量凌驾

于优质内容服务之上,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价值深层的异化必然会削弱甚至妨碍文化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 因此,本文认为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门槛效应。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2:数字经济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特征。
(二)数字经济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

1郾 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文化产业本身就是一种以“智慧和知识冶为内生动力的高端生产力形态,因此产品的价值多体

现于无形的版权而非实物资产中,这就导致作品被复制、抄袭时生产者无法获取应有收益,并且在

数字技术应用拓宽企业经营半径的情况下,交易成本的降低和市场范围的扩大使得新产品面临更

大的市场需求,侵权行为的发生将进一步增大文化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 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
文化创新主体为保护创新产出带来的收益,会更加主动运用法律手段去处理侵权问题,从而增强产

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数字

化的交易和记录使得侵权行为更易被发现和追责。 一方面,我们进一步明确的产权制度能将创作

成本与创作收益内部化,有效解决正外部性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而持续激发创新创意;另一方面有

助于建立统一、可靠的技术市场,通过技术的正式交易促进文化价值链上的知识共享与技术扩散。
文化产业作为典型的“创意密集型产业冶,创新创意决定着产业的发展动力和成长生态[20],因而,我
国应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加快非模仿性和非替代性产业竞争优势的培育,推动我国文化产业从低

附加值业务向高附加值业务跨越,进而实现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的目标。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3:数字经济能通过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郾 数字经济、创新要素流动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网络空间产业生态的形成和发展突破了“斯密定理冶对物理空间市场规模的限制,使得资源配

置范围得到无限扩展,并在数字经济促进文化产业创新要素流动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现。 一方面,
各类创新主体能够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即时链接以及瞬时互动,通过数字平台构筑起网络化、柔性化

和去中心化的文化创作空间,创设突破地域限制的文化产业虚拟集群。 虚拟集群改变了文化产业

内部创新要素的流动模式,使得创新资源供需不再受传统模式限制,而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

远程技术服务与支持,促进隐性知识的溢出与分享。 另一方面,产业创新网络以及创新边界在数字

化语境下得到全方位的颠覆,通过引导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应用、渗透和扩散到文化产业发展过程

43



惠摇 宁, 等: 数字经济驱动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 2 期

中,不仅可以实现文化产业核心技术应用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而且能促使创新要素从已经失去比

较优势的创新活动向具有更大研发价值的创新活动集聚。 创新要素相较传统生产要素携带着更多

的知识与技术,创新要素在流动过程中产生的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效应,将对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

级产生巨大推动力,文化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地区可以通过创新溢出发展特色文化产业,进而形成

后发优势以提升本地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4: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创新要素流动推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郾 数字经济、交易成本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中的普遍应用使数据成为连接产业所有环节的主线,链上信息在数字空

间中的清晰呈现构建出一个相对公开透明、流程可追溯的产业生态环境,在大幅提升产业运行效率

的同时,降低文化创意主体所需面临的内外部交易成本。 一是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可以促进文

化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销协同联动,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中的普遍应用更是打破了信息与数据传递

的时空限制,显著降低文化企业与供应链合作伙伴间的沟通成本与协调成本。 二是大数据、云计算

等数字技术可以迅速聚拢消费者的文化需求信息,打通消费者与企业间的信息反馈渠道,供需契合

的生产模式缓解了文化生产与需求错配导致的资源浪费,大幅降低企业的市场性交易成本。 三是

数据“可视化冶的特点促使产业链供应链运作过程逐渐透明化,通过对要素在全链条流动的实时监

测,可以降低链上企业的逆向选择可能性和道德风险,减少投机行为和代理问题造成的效率损失

和监督成本。 四是数字技术在政府管理与服务过程中的融合应用推进了系统联通和数据共享,
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文化市场主体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得以大幅下降。 交易成

本深刻影响着要素运作和资源配置效率,而降低交易成本可以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高经济

活跃度,确保要素流向高创新、高效率和高附加值领域,进而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推动

文化产业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5:数字经济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推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郾 数字经济、要素配置优化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技术是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演进的重要动力,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
从根本上改变和重塑了文化产业中要素的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 从资本要素角度看,数字金融的

出现不仅有利于缓解金融机构与文化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强金融机构对文化企业的投资

意愿,而且众筹、网络借贷等新兴数字金融模式的出现在为民间资本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资源配置

渠道的同时,也拓展了文化创意产业的资金来源。 从劳动力要素角度看,数字经济通过改变传统文

化产业的就业模式和雇佣关系有效提升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 一是移动互联网应用的推广以及

智能终端的爆炸性增长,降低了人们因时空限制获取就业等相关信息的难度,这有利于弱化文化产

业中摩擦性失业、周期性失业等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 二是数字经济让“平台式就业冶
“创业式就业冶成为可能,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创造性潜能在数字语境下得到充分激发。 随着直播和

短视频行业的兴起,一批围绕乡村传统技艺、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题材的爆款短视频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并衍生出文化展演、直播电商、衍生品创作等新文化产业形态。 “非遗文化 + 新媒体冶
的发展模式不仅为非遗创作者拓宽创收渠道、打响个人文化创作品牌提供契机,也让大众在文

化消费中获得了更具价值的内容供给。 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在这种平台示范效应的影响下,开
始积极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借助平台为自己创造直接的就业机会,并逐渐成

长为精通生产、经营、管理、营销等各个方面的“全能型人才冶,农村劳动力结构在数字化环境中

得到有效改善。 因此,要素配置的优化将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基础,助推文化繁荣

和经济增长双重战略目标的实现。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6:数字经济能通过要素配置优化推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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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构建

1郾 基准回归模型

为检验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CULTURE i,t = 渍0 + 渍1DIGi,t + 移 渍Controlsi,t + 棕i + 兹t + 着i,t (1)

式(1)中被解释变量 CULTURE i,t代表 i 省份第 t 年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核心解释变量

DIGi,t代表 i 省份第 t 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Controlsi,t代表 i 省份第 t 年的控制变量,棕i 代表个体

固定效应,兹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着i,t代表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核心解释变量 DIGi,t的系数 渍1 表示

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方向及强度,根据前述研究分析,预期该系数显著为正。 本

文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一方面采用稳健标准误来修正异方差和组内自相关问题,另一方面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不可观测因素和选择偏差对系数估计的影响。
此外,由于文化产业培育是一个动态渐进的过程,仅考虑数字经济、产业规模等对其高质量发

展的影响并不符合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因此,本文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动态面板

模型:

CULTURE i,t = 琢0 + 琢1CULTURE i,t - 1 + 琢2DIGi,t + 移 茁kControlsi,t + 棕i + 兹t + 着i,t (2)

其中,CULTURE i,t - 1代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滞后一期项,以考察文化产业的前期情况

对后期发展的影响。 其余变量与(1)式相同。 考虑此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和短面板数据的局限

性问题,采用布隆德尔和邦德(Blundell and Bond,1998)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 System鄄
GMM) [21]。 系统广义矩估计相较于差分广义矩估计,更能有效解决弱工具变量问题。

2郾 非线性回归结果

除了式(1)所体现的直接效应,还应考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

效应,这里采用汉森(Hansen,1999)的面板门槛模型[22]做非线性机制考察,考虑到样本存在多个门

槛值的可能性,在式(1)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如下模型:
CULTURE i,t = 茁 + 茁1DIGi,tI(Digi,t臆酌1) + 茁2DIGi,tI(酌2逸Digi,t > 酌1) +… +

DIGi,tI(Digi,t臆酌n) + 移 着cControlsi,t + 棕i + 兹t + 着i,t (3)

式(3)中 酌 为待估的门槛值,I(·)为取值 1 或 0 的指示函数,满足括号内条件即为 1,否则为 0。
其余变量与式(1)相同。

3郾 中介效应模型

为探究数字经济重塑文化产业发展方式的作用路径,更好推动文化产业向高质量发展方向演

进,本文将采用递归方程法对数字经济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渠道机制进行分析,并引入以下

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CULTURE i. t = 渍0 + 渍1DIGi,t + 移 渍Controlsi,t + 棕i + 兹t + 着i,t (4)

Medi,t = 仔0 + 仔1DIGi,t + 移 仔Controlsi,t + 棕i + 兹t + 着i,t (5)

CULTURE i,t = 籽0 + 籽1DIGi,t + 籽2Medi,t + 移 籽Controlsi,t + 棕i + 兹t + 着i,t (6)

Medi,t代表中介变量,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要素流动、交易成本降低和要素配置优化。 仔1

为数字经济对各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籽1 和 籽2 分别为数字经济和中介变量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水平的回归系数。 根据温中麟[23] 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需要依次检验 仔1 和 籽2 的显著性。 若 仔1

和 籽2 均显著,则具有显著中介效应;若 仔1 和 籽2 中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需进行 Bootstrap 检验,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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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通过则说明中介效应成立,反之则不成立。
(二)变量说明

1郾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学界既有文献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是单一指标法,如选用全

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的代理变量[24] ;二是综合评价法,即从高质量发展的内

涵出发,选取多个指标来构建多维度的评价体系。 高质量发展内涵丰富,仅凭单个指标难以全

面反映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为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本文将沿用学界普遍做法,采用综合评

价法测算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本文依据理论分析认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多维度、
全方位的动态变化过程,并重点反映在价值链攀升、技术链创新、企业链稳定和空间链优化四个

方面。 因此,本文将结合新发展理念,从四个维度构建体现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指

标体系(详见表 1)。

表 1摇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衡量方式 属性

价值链

攀升

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产业结构高级 文化产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 +
产业结构合理化 文化产业泰尔指数 -
文化产业竞争力 文化产业总产值增长率 +

产业价值增值程度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利润总额 +
劳动生产率 文化产业增加值 /全国主营文化产业单位吸纳就业人数 +
资本产出率 文化产业增加值 /全国 GDP +

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 OP 法根据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固定资产投资测算 +
技术进步 DEA鄄Malmquist 指数中分解出的技术进步指数 +

技术链

创新

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创新效率

R&D 内部研发经费 +
文化艺术科技、科研机构从业人员数 +

文化企业新产品收入所占比重 +
文化企业专利申请数 +

LN(本年专利申请总数) / LN(上年研发投入) +

企业链

稳定

产业链一体化

供应链一体化

经营效率

纵向一体化 价值增值法测算淤 +
横向一体化 1 -纵向一体化水平 +

营业成本 /存货净额平均余额 +
总营业成本率 营业总成本 /营业总收入 -

成本费用利润率 利润总额 /总营业成本 +
营业利润率 营业利润 /营业总收入 +
资产报酬率 利润总额 /总资产 +

城镇居民文化消费 /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文化消费 +

区域协调
农村居民文化消费 /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文化消费 +

居民文化消费 /全国居民平均文化消费 +
协调发展 一般公共预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

城乡协调 城乡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指出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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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纵向一体化 = (增加值 -税后净利润 +净资产 伊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主营业务收入 - 税后净利润 + 净

资产 伊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其中,增加值采用文化制造、文化批发和零售以及文化服务业企业的销售额与采购

额之差表示,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采用企业所在行业近三年的资产收益率均值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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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衡量方式 属性

供给协调
每万人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数 +
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淤 / GDP +

空间链
文化贸易

入境旅游收入 +
优化 开放发展 入境过夜旅游人数 +

文化交流 对外、对港澳台文化交流项目数 +
有线广播电视覆盖面 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占家庭总户数的比重 +

公共图书馆服务 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 +
共享发展 博物馆服务 博物馆参观人次 +

群众文化机构服务 群众文化机构组织文艺活动次数 +
就业机会 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 +

集聚发展 区位熵指数 +

一是价值链攀升程度是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产业向中高端、宽领域、深
层次迈进的进展,而变革是推动产业价值链攀升的核心动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25],通过引导

产业价值链体系重构以及价值创造环节的再造[26],能显著提升我国文化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

位。 本文参考余永泽[27]等人的研究,从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三个维度对价值链攀升程度进行科

学界定与测度。 二是科技创新是拓展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的重要手段,能为文化产业的持续繁

荣注入强劲动力。 因此,本文拟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三个维度对文化产业的技术链创

新水平进行测度。 三是企业链的有效构建和稳定连接是确保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但企业链的

稳定性水平却无法直接测度。 陶锋等[28]指出,若某一产业中企业间能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建立、
维持和提升关联关系,则该产业链供应链就越能抵御风险冲击,企业链也会更加稳定,而一体化程

度作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高度联结、紧密衔接的表现形式,可以从侧面反映企业链的稳定程度。
因此,参考袁淳[29]的研究,本文将从产业链一体化、供应链一体化与经营效率三个维度对企业链稳

定性水平进行测度。 四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空间维度的映射应体现在空间布局优化和集聚扩

散效应上。 本文借鉴魏和清、周庆岸等[30] 的核算方法,拟从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和集聚

发展四个维度对文化产业空间链的聚合优化水平进行测度。 并采用熵权法综合测算文化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水平(CULTURE)。
摇 摇 2郾 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2019 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白皮书》于将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分解为基础指标、产业指

标、融合指标及环境指标,本文以此指标体系为依据,在王军[31]、惠宁[32] 等研究的基础上,从数字

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发展环境四个维度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详见

表 2),并采用熵权法计算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DIG)。
摇 摇 3郾 控制变量

(1)人均生产总值(PCG):地区生产总值与地区总人口的比值取对数。 (2)产业结构变动率

(IS):各地区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 GDP 比例的增长率。 (3)文化产业规模(SCA):规模以上文化企

业的固定资产量取对数。 (4)文化环境支撑(CES):各地区居民人均娱乐文化消费支出。 (5)金融

发展水平(FI):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当年该省份生产总值的比重。 (6)文化产业禀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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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各省份的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数据未公布,本文根据各省份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占比来分割文化产品进

出口总额,进而得到各省份文化进出口总额的数据。
https:椅www. ccidgroup. com / info / 1096 / 21833. htm? epid = b16513fc00070237000000036479b5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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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S):文化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资本存量与劳动力人数的比值。 (7)人力资本(STU):高等教育平

均在校人数。 (8)政府干预程度(GOV):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表 2摇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移动电话基站密度 万户 /万平方千米

长途光缆线路密度 公里 /万平方千米

数字基础设施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密度 万个 /万平方千米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万户 /对数

移动电话普及率 部 /百人

域名个数 万个

软件业务收入 万元 /对数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万元 /对数

数字产业化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对数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万人

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法人单位数 个

互联网普及率 %

电信业务总量 亿元 /对数

产业数字化
快递业务收入 万元 /对数

电子商务销售额 亿元 /对数

企业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 台

数字普惠金融 —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万元 /对数

数字发展环境 R&D 人员全时当量 人年 /对数

专利申请数 件

摇 摇 4郾 中介变量

(1)知识产权保护(KLGE)。 本文参考李俊青[33] 的研究思路,从知识产权执法和司法保护两

个角度衡量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采用各地区知识产权侵权立案数除以总人口和地区律师人数

除以总人口两者取平均值来表征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并对该变量取对数。
(2)创新要素流动( IEF)。 本文的创新要素包括创新资本和创新人才,参考孙晋云、白俊红

等[34]的研究,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对创新资本流动(ICF)和创新人员流动(ITF)进行衡量与测算淤。
(3)交易成本(COST)。 参考吴海民等[35]人的研究,选取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与财务费用的和

来度量交易成本。
(4)要素优化配置(DIST)。 参考王馗等[36]的研究,采用生产函数估计要素所得报酬与实际要

素报酬的比值来衡量要素优化配置水平,要素配置指数(DIST)越大说明要素优化配置水平越低。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以 2013—2020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使用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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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限于篇幅,创新要素流动和要素配置指数的计算过程及结果留存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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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文化产业统计年鉴》淤,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详见表 3(中国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因

数据缺失未统计)。

表 3摇 数字经济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摇 摇 变量名称 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 CULTURE 240 0郾 193 5 0郾 171 8 0郾 019 0 0郾 126 8 0郾 842 5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DIG 240 0郾 242 2 0郾 176 1 0郾 032 9 0郾 195 2 0郾 717 5

人均生产总值 PCG 240 10郾 909 1 0郾 405 6 10郾 000 8 10郾 842 6 12郾 013 3

产业结构变动率 IS 240 0郾 037 6 0郾 039 6 - 0郾 122 0 0郾 030 6 0郾 195 1

文化产业规模 SCA 240 15郾 641 7 1郾 069 8 12郾 700 0 15郾 800 0 17郾 600 0

文化环境支撑 CES 240 762郾 072 5 492郾 876 9 296郾 700 0 605郾 950 0 3 008郾 500 0

金融发展水平 FI 240 3郾 461 6 1郾 079 2 1郾 911 9 3郾 224 8 7郾 578 3

文化产业禀赋结构 CIES 240 70郾 461 0 57郾 014 9 4郾 432 6 52郾 236 6 378郾 570 1

人力资本 STU 240 9郾 254 2 5郾 440 6 0郾 506 7 7郾 752 6 24郾 921 9

政府干预程度 GOV 240 0郾 459 9 0郾 118 0 0郾 260 0 0郾 450 0 0郾 840 0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经 Hausman 检验,本文采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使用稳健性标准误消除异方差带来的

影响,结果如表 4 第(2)列所示。 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值 1郾 078 0,说明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上升 1% ,大约能够使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高 1郾 078 0 个单位。 在一系

列控制变量中,文化产业规模和文化环境支撑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并

非单纯强调文化产业增加值及其占 GDP 比重的提升,过分追求规模扩张而忽视文化内涵的特殊属

表 4摇 数字经济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固定效应 系统 GMM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1郾 078 0***

(11郾 066 4)
0郾 977 0**

(3郾 204 1)

常数项
0郾 095 0

(0郾 371 5)
1郾 702

(1郾 141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R2 0郾 836 2

L1. CULTURE
0郾 362 0*

(2郾 129 3)
AR(1) 0郾 003 0
AR(2) 0郾 188 0
Sargan 0郾 136 0

摇 摇 注:*、**、***分别表示 10%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若无特别说明,表 5 ~ 8 同。

04
淤 http:椅www. stats. gov. cn / sj / nd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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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会导致文化价值被流量和商业营销模式架空,从而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悖;人力资本的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本的优化能提高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而其余控制变量均未通过

10%的显著性检验,因而不会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影响淤。
为进一步从动态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选取被解释变量的滞

后一阶作为外生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4 第(3)列所示。 系统 GMM 结果显示,文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水平滞后一期的回归系数在 10% 水平下显著为正值 0郾 362 0,说明前一期高质量建设对促进

后一期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约为 0郾 362 0 个单位。 这是因为文化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传承属性,前
期文化资源的积淀会为后期创作提供丰富素材,再加之前期发展所积累的产业资源、产业规模、产
业政策等方面的优势会在后期不断凸显,促使文化产业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时间连续性和发展惯性。
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值 0郾 977 0,这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系数结果大

体一致,说明无论采用的是静态面板估计方法还是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假设 1 得到初步验证。
为考察不同区域中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将 30 个样本省份划分为东

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显示于,数字经济在不同地区

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其中,东部地区的提升作用最

强,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的提升作用最弱。 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完善的文化

产业生态体系,凭借独特的文化资源、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遥遥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在数字文

化赛道上占据最多盈利空间和市场机会。 而中西部地区虽有较好的文化资源禀赋,但受制于落后

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门槛效应

为验证假设 2,本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经过“自助法冶(boorstrap)反复抽样 300
次后,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单门槛约束,门槛值为

0郾 263 7,表 5 显示了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 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存在

两个区间的变化,即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门限值 0郾 263 7 以下时,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水平,回归系数为 0郾 506 7;而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门限值 0郾 263 7 以上时,数字经济

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且其回归系数下降为 0郾 251 9。 这表明,随着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数据驱动成为重塑文化产业价值创造方式的内在动力,数字经济通过促进

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文化业态的创新培育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然

表 5摇 数字经济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单门槛

0郾 263 7

DIG 伊 I(Th臆t1)
0郾 506 7**

(2郾 120 0)

DIG 伊 I(Th > t1)
0郾 251 9

(1郾 110 0)
控制变量 控制

N 240
R2 0郾 601 5
F 13郾 32

14

淤
于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留存省略。
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留存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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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一定门限值时,数字经济赢者通吃、强者恒强的市场结构特征[35]可能

会带来文化产业价值深层的异化,精神内核与文化内涵的缺失会导致文化产业与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相悖。 因此,数字经济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假说 2 得到了验证。
(三)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考
虑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参考黄群

慧[37]的研究,将 1984 年各省份邮电总数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构造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
且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仍然在 1% 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数字经济能有效提升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结论依然稳健,结果如

表 6 第(1)列所示。
为使研究结论更具稳健性,本文采用另外三种方式对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是

国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对直辖市的政策支持力度较大,为消除城市层级的差异性,剔除直辖市样

本后进行重新回归。 二是考虑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时间可能存在滞后性,将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

一期作为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 三是考虑参数估计法对模型的具体分布有较强的假定,当真实

总体并非正态甚至偏离正态较远时,在正态分布前提下所作的统计推断可能有较大偏差。 由于本

文选取的样本中被解释变量的数值分布呈现明显的左偏特征,因此利用半参数估计方法进行稳健

性检验。 表 6 第(2)列、第(3)列和第(4)列汇报了剔除直辖市样本、替换解释变量和半参数法的估

计结果。 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仍然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

数字经济能有效推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假设 1 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 6摇 数字经济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工具变量 剔除直辖市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半参数估计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0郾 996 5***

(8郾 95)
0郾 908 0***

(4郾 249 8)
1郾 057 0***

(9郾 863 8)
0郾 929 0***

(10郾 975 3)

常数项
0郾 645 1***

(2郾 94)
0郾 023 6

(0郾 109 0)
0郾 169 0

(0郾 557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郾 849 2 0郾 862 2 0郾 828 2 0郾 704 6
Kleibergen鄄Paaprk LM 42郾 746***

Kleibergen鄄Paaprk F 35郾 607
{19郾 93}

HansenJ statistic 0郾 134
摇 摇 摇 注:{}为 Stock鄄Yogo 弱识别检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

(四)数字经济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进一步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为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依据“宽带中国冶试点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园区和智慧城市,将研究样本划分为政策工具试

点地区和非政策工具试点地区,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对比分析。 考虑政策效果存在时间滞后

性,选取 2016—2020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但“宽带中国冶试点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园区和智慧城市的回

归系数明显更高,说明政策工具试点地区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

显淤。 这是因为宽带网络、大数据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为当地文化产业进行大规模的内容

24
淤 政策工具试点地区与非政策工具试点地区的回归结果未能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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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和在线交互提供高速、稳定的网络连接,加速推进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而且可以通过数据

资源的开放共享,有效打破区域间的数据资源壁垒,推动交易市场的透明开放,在大幅降低交易成

本的同时优化文化产业要素资源配置,从而为高质量文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五)机制分析

表 7 第(1)列和第(2)列汇报了数字经济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

作用路径,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知识产权保护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

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中的普遍应用能有效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完善的产权保

护制度能够激发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增加文化产品和服务中知识型服务要素的密度,并不断

推动我国传统文化产业由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转型,进而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竞

争力提升奠定良好基础。 表 7 第(3)列、第(4)列汇报了数字经济通过创新资本流动推动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 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创新资本流动的影响系数虽为正但并不显著,而创

新资本流动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且 bootstrap 检验的置信区间为[0郾 047 6,
0郾 300 9],说明创新资本流动对数字经济影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统计上的显著中介效应。
表 7 第(5)列、第(6)列汇报了数字经济通过创新人才流动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
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创新人才流动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创新人才

流动对数字经济影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也存在统计上的显著中介效应。 由此可见,万物互联、纵
横交织的数字创新网络能为创新要素在不同时空的动态循环提供便捷高效的流通渠道,创新人才

和创新资本在跨界流通过程中带来的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可以有效激发创新主体活力,缩小区域

创新差距,进而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表 7摇 数字经济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知识产权保护 创新资本流动 创新人才流动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0郾 138 6***

(3郾 905 5)
0郾 731 9**

(3郾 288 6)
0郾 720 6

(0郾 490 3)
0郾 772 1***

(3郾 413 0)
72郾 985 3***

(3郾 823 0)
0郾 541 2*

(2郾 339 2)

知识产权保护
0郾 748 1

(1郾 301 0)

创新资本流动
0郾 015 6*

(2郾 196 2)

创新人才流动
0郾 004 1***

(3郾 050 5)

常数项
- 0郾 212 5***

( - 2郾 877 7)
0郾 079 2

(0郾 166 9)
- 27郾 327 2**

( - 2郾 867 4)
0郾 269 7

(0郾 719 4)
- 23郾 913 5

( - 0郾 535 7)
- 0郾 054 3

( - 0郾 156 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郾 807 6 0郾 832 2 0郾 469 7 0郾 854 4 0郾 675 4 0郾 908 9

摇 摇 表 8 第(1)列和第(2)列汇报了数字经济通过交易成本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
结果显示,交易成本与数字经济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数字经能显著

降低文化产业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交易成本。 通过破除市场壁垒和区域障碍给予资源要素更广阔的

流动空间,能够助力文化企业以“文化 + 冶的形式跨界融合,促进文化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的大量涌

现,进而丰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内涵。 表 8 第(3)列和第(4)列汇报了数字经济通过要素

优化配置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要素优化配置的影响系数为

正但并不显著,这说明,一方面,数字经济在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要素错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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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表 8摇 数字经济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交易成本 要素优化配置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 2郾 100 5*

( - 1郾 773 9)
1郾 140 1***

( - 1郾 897 1)
4郾 562 7

(0郾 952 3)
0郾 823 1***

(3郾 211 5)

交易成本
- 0郾 014 4**

(11郾 058 2)

要素优化配置
- 0郾 003 7*

( - 1郾 706 6)

常数项
10郾 328 1
(2郾 934 7)

0郾 137 0
(0郾 482 0)

2郾 023 0
(0郾 174 6)

- 0郾 469 3
( - 0郾 548 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 /时间 是 是 是 是

R2 0郾 482 3 0郾 846 0 0郾 253 9 0郾 838 4

摇 摇 摇 注:要素优化配置指数为负向指标。

效果并不显著;另一方面,要素优化配置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优化要

素配置有利于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由于数字经济与要素优化配置间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

性,且 bootstrap 检验的置信区间为[ - 0郾 015 3,0郾 015 2],说明要素优化配置对数字经济影响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中介效应。 这可能是因为数字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基础设施建

设,因现阶段各地区对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差异造成的“数字鸿

沟冶,可能会加剧数字经济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资源的“虹吸效应冶,导致优势发展地区要素过度集

聚和拥挤,而欠发达地区要素存量严重流失,进而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 但伴随我国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与升级,数字经济在要素优化配置的过程中会逐渐改善由于基建差距导

致的资源错配状态,并在空间维度为文化产业更高质量的发展带来新机遇。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综合测算中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主要得出

三方面的结论。 一是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且对东部地区的作用效果

最强。 提升作用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过 0郾 263 7 时,提升效果

将显著下降。 二是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和降低交易成本三条

途径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是基于“宽带中国冶“大数据综合试验园区冶和“智慧城市冶政策

工具对地区进行划分,结果表明宽带网络、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数字建设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

有正向作用力。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数字经济及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三点对策建议。
(一)加强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深化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

一是我国应利用工业 CT、三维扫描、数字测绘等技术加强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特别

是对数量庞大的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护和改造;二是应将科技创新渗透到文化产品的创意、设
计、生产、流通、营销的各个环节,将文化符号、审美感知和价值观念等文化内容转化为具有可感知

性、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的数字文化产品,并借助数字技术用户集成、差异化定制、创意共享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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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文化生产和消费的融合,进而提升文化产业高感知、高技术和高品质的价值内涵;三是由于数

字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在区域间明显不同,一方面,各地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要

考虑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和经济基础差异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利用科技创新培育比较竞争优势;另
一方面,要利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和数字要素联动形成的溢出效应,推动区域间形成资源共

享、科技互补和产业融合的生态发展格局,通过引进东部地区的先进经验和创新技术带动中西部文

化产业快速补齐发展短板,促进全产业链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提升。 此外,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必须注重作品内容的价值判断,在当今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融合日益紧密的情况下,需要警惕数

字技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成为资本无序扩张的助推器,从而背离数据为文化价值助力、流量为优质

内容服务的初衷。
(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要素流动和交易成本降低机制,助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应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要素流动和交易成本降低机制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为文化产业的持续繁荣提供丰富实践路径。 一是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利用区块链技术去中

心化、可追溯和不可篡改的特性明确产权归属,激发创新主体的创造积极性;二是加强对创新要素

流动的科学管理,以数字技术加快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流动的技术转移网络建设,逐步破除制约

创新要素跨区域、跨行业流动的障碍壁垒,进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和释放文化创新要素流动的空间溢

出效应;三是强化数字经济降低交易成本的影响效应,要以数字技术破除信息流动障碍,构建起适

应分布式环境、文化数据融通的数字应用平台,进而大幅降低文化产业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
(三)加快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建设,构建全面、立体的文化供给体系

一是政府部门要加快高速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提供快速、稳定的网络连接,以支持文化

数字化服务的传输和交互;二是要加快大数据试点地区建设,构建开放共享的大数据文化资源平

台,为创作者、研究者和公众提供便捷的文化资源获取和共享渠道;同时推动各类文化机构和组织

开放数据接口,促进多方数据共享与交流,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文化产业大数据交易平台;三是持

续深化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利用“智慧大脑冶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更加全面、深入的技术支持,并促

进创意设计转换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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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conomy Driven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HUI Ning, ZHANG Liny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忆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Clearly defining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high鄄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high鄄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cultural field. Following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based on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 value chain鄄
technology chain鄄enterprise chain鄄space chain" ,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effects,
patterns, and paths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high鄄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provincial鄄
level panel data from 2013 to 2020,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high鄄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high鄄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has a non鄄
linear characteristic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high鄄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s mainly achieved by increasing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the
flow of innovative elements, and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pilot areas,
such as " Broadband China" areas, big data comprehensive pilot construction areas, and smart
cities, reveal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in policy tool pilot areas has a stronger driving effect on
the high鄄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th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should seize the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ultural technology, and achieve the dual goals of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high鄄quality cultural supply.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cultural industry;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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