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实文化数字化战略
推动核心产业提升

文化数字化，是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
赴。2022年5月，国家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
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擘画了中华文化
全景呈现的美好愿景。南京文化数字化的顶
层布局，可谓“起步早”“基础厚”。早在2020
年，南京市研究制定了《关于促进南京文化和
科技深度融合的实施方案》，此后相继出台
《关于促进南京市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方案》《南京市促进文化产业竞争力提
升行动方案（2022—2025年）》，全面深化文
化产业数字化。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天下文枢”，留下
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如何精准提炼这座城市
的文化基因，尤为关键。2022年11月24日
开幕的中国（南京）文化和科技融合成果展览
交易会上，南京文化投资控股集团发布了全
国首个数字文化城市整体解决方案。

上到城市整体解决方案，下到企业级、
消费级各类产品，南京数字文化产品可谓供
给丰富。达斯琪全息在数字人全息显像终
端拥有众多成功案例；硅基智能数字人投入
服务40多个行业、4万多家企事业机构；“宁
好”文学之都NFT数字藏品、十竹斋数字文
物等数字消费品，营业额达6200万元；金陵

图数字艺术展全球首创“人物实时跟随的互
动参展模式”……近年来，南京市重点发展
创意设计、数字出版、网络文学、智慧文旅、
影视动漫、文化装备智造等优势产业，运用
市文化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53个新型文
化企业项目。

数字文化产业成为发展新“引擎”。统计
数据显示，2022年，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出
版、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等16个数字文化
新业态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占规上文化企
业营收比重超70%，其中数字文化产品制造
和服务、数字文化技术应用、数字文化要素驱
动等核心产业占比超45%，以数字文化产业
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对产业增加值贡献度超
75%，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南京扎实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相关做法获得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专题刊发。

培育壮大经营主体
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现在华为GPS业务组全球的所有培训
都是用我们的产品实现”，南京维赛客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VS·work）主打产品
是VS·work元宇宙引擎，其联合创始人兼
COO徐晨翔告诉记者，2021年 6月及2022
年4月，VS·work先后完成来自金雨茂物、盈

诚信资本等机构在内的两轮数千万元融资。
同样风生水起的还有网觉、视网么、鸿威互
动、遇见光等南京市重点培育的文化科技企
业；而稻草熊、汇通达则先后在港交所上市，
朗坤智慧在科创板上市。数据显示，2022年
全市净增规模以上文化企业47家。

江苏原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董自亭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得益于南京市
政府对企业发展壮大提供的资金、技术支持
和南京优良广阔的创业环境，原力已发展成
为国内数字内容制作领域的领先企业，从5人
到2000人，从只有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空
间，到现在在科技园区中拥有整整5层办公区
域，在全球三国七城都设有子公司。2022年
南京市新上榜文化独角兽3家，文化培育独角
兽29家，文化瞪羚企业28家，超半数企业实
现B、C轮及以上融资。

南京护航“专特精新”可谓不遗余力。江
苏锐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
数字文旅建设的企业。2022年7月22日的

“文旅产业专场金融对接会”上，该企业负责
人说出了自身需求：“我们正处于发展壮大
期，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伙伴股权融资。”此次
对接会，是南京文化金融服务中心“三送三
进”（送政策、送产品、送服务，进行业、进园
区、进企业）品牌服务系列活动之一。近年
来，“三送三进”规模性活动共举办了15场，服
务覆盖超600家企业，创新推出“艺术品质押”

“文化周转贷”等文化金融产品。2022年累计
提供文化金融贷款16.49亿元，其中初创期、
成长期文化企业获贷10.97亿元，初创期、成
长期企业占比超66%。

此外，南京还不断强化园区产业集群化
发展，提升品牌会展平台能级。将数字文化
产业园区新增纳入市级园区认定和管理对
象。创新举办数字文化精品路演，项目总签
约额达42亿元。2022南京（中国）文化和科
技融合展览交易会搭建“文化数字化新体验”
主题元宇宙展厅和文化科技融交会展览云平
台，675家经营主体参展、40万人次参与。围
绕南京长江文化特色品牌，举办南京长江文
化国际雕塑艺术邀请展等系列主题活动，中
国南京（国际）动漫创投大会、第四届两岸博
物馆IP授权交流论坛、文化产业金梧桐奖评
选等重点会展精彩纷呈，全面打造“数字南
京 长江明珠”的靓丽城市名片。

加快布局元宇宙
跃进未来产业“新春天”

2月初，“南京元宇宙大厦来了”话题冲上
微博热搜。位于南京江宁高新区的元宇宙产
业大厦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程车辆来回穿
梭，工人们铆足干劲，抢抓工期赶进度，力争
在2月底完工。元宇宙产业大厦是承载江宁
高新区元宇宙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总投资8

亿元，用地面积23亩，总建筑面积10.8万平方
米，元宇宙生态企业可“拎包入驻”。

无独有偶，南京市下辖各区在元宇宙赛
道竞相发轫。南京江北新区举办长三角首届
元宇宙数字生态大会，成立“元宇宙生态创新
联盟”，联手打造产学研合作交流平台；建邺
区举办2022中国·金鱼嘴元宇宙生态赋能大
会，建邺区金鱼嘴基金街区还宣布计划出资1
亿元，支持元宇宙行业发展……

南京发展元宇宙产业如春天般充满希
望。“发展元宇宙相关产业，南京有优势。从
元宇宙的特性来讲，它是虚拟空间相关技术
的综合应用，率先发挥作用的行业会是偏虚
拟的，例如文化产业。”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
级金融学院实践教授胡捷分析，南京有条件
去抢占元宇宙赛道。

春雨贵如油，《南京市加快发展元宇宙产
业行动计划（2023—2025年）》（下称“行动计
划”）如及时雨顷刻而下。行动计划提到，南
京元宇宙产业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以江宁高
新区、软件谷为核心，以徐庄高新区、鼓楼高
新区、建邺高新区等为特色发展板块的“双核
多点”产业空间格局。行动计划明确发展目
标，“十四五”期间，建成在全国示范引领的元
宇宙产业发展新标杆。

从“天下文枢”到“文学之都”，南京不负千
年文脉滋养，紧抓新机遇，奋跃在产业新春天。

图片由南京市委宣传部提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提振消费信心有关工作部署，加强对文旅消费行业

的宣传引导，围绕春节前后消费旺季，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文旅局、南京市财政局、南京市商务局共同发起“南京文化‘小店计划’——迎新

春文旅消费季特别行动”（下称文化“小店计划”），为实体书店、文创商店、影院小店、剧院小店、文博小店、艺术手作工作室等文化小店“加油添薪”，

打造最活力、最暖心的城市烟火气，让文化浸润人心。

□ 文化产业周刊记者 戴鸣蔚 通讯员 邱实

高质量构建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

““天下文枢天下文枢””奋跃在产业新春天奋跃在产业新春天

消费券消费券、、税费减免税费减免、、金融服务金融服务——

南京南京：：文化文化““小店计划小店计划””提振信心促消费提振信心促消费

新年开工伊始，2022年度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江苏原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办公区内一派繁忙景象，员工们早早投入技术制作和商贸推进工作中。截至
2月，原力的海外意向订单总额已经突破8000万元。原力只是南京文化产业踏
浪前行风正劲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南京文化产业成绩亮眼。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数量由2020年年
末的1680家，增长至2022年年末的1887家，企业资产由6034.30亿元增长
至7121.63亿元，营业收入由2976.48亿元增长至3423.08亿元，从业人员由
24.40万人增长至28.13万人，年均增幅分别为6.0%、8.6%、7.2%和7.4%。

亮眼成绩单背后，究竟有何制胜秘籍？作为全国首座综合型软件名城，南京
高度重视数字科技在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创新作用，积极把握发展新机
遇，因地制宜探索文化数字化发展的“南京路径”。

□ 文化产业周刊记者 毛艳 通讯员 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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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美小店 最暖人心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
人民群众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高涨，
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的要求不断提升，追求沉浸
式、体验感的文化消费场景，多样化、个性化的
文化产品成为文化消费的新热点。作为“书店
之都”，近年来南京市各类特色书店、精品书店
不断涌现，实体书店成为世界“文学之都”亮丽
的橱窗和文化名片。南京新华书店江东中路
店开业近十年来，积累了不少定期前来阅读、
购买“精神食粮”的粉丝们，书店成为了乐于阅
读的南京人在工作和生活之余最喜爱的“第三
空间”。今年初，文化“小店计划”开始为在店
内购书的消费者发放消费券，消费者可以直接
通过手机领取，购书时直接扫码使用，非常便
捷。店长杨玉兰告诉记者，文化“小店计划”消
费券活动开展以来，书店的人流量显著增加，
许多原先选择线上购书的消费者更愿意来到
书店，例如近期热播的电视剧《狂飙》的小说版
引起了不少电视剧粉丝的关注。“电视剧热播
的时候实体书店还没上架这本书，以往线上电
商销售的书籍相对价格较低，吸引了一部分购
书者，现在有了消费券，实体书店的价格更有
优势，加上到书店买书的体验感更强，因此最
近店里《狂飙》小说很受欢迎。”为了更好反映、
分析政策实施效果，南京市还建立了文化“小
店计划”大数据平台，记者从平台了解到，截至
3月5日，已有90家实体书店参与消费券活动，
累计使用消费券金额超80万元。

目前，全市已有244家各类实体书店、文
创小店、影院小店、剧院小店、文博小店、艺术
手作工作室等参与了文化“小店计划”消费券
活动，累计发放300万元5.5万张消费券。除
了承载着城市文化和精神的书店，演剧院也
在此次消费补贴范围内，南京保利大剧院自
2014年10月2日开业首演以来，持续引进来

自世界各地的优质演出剧目，累计举办演出
及活动超1400场，约160万人次走进剧院，平
均上座率高达85%。南京保利大剧院运营中
心总监于鹏亮告诉记者：“南京的演出市场非
常活跃，我们非常重视为南京本地和周边观
众带来优质剧目，文化‘小店计划’的实施，进
一步引爆了大家的观剧热情，一季度剧院演
出几乎场场爆满，有些观众甚至是从上海、杭
州等城市专程到南京来看剧。”

暖心政策 更接地气

相关数据显示，自去年文化“小店计划”实
施以来，南京市已经有超过10万家小店获得减
税降费等政策支持。在此基础上，南京市以

“温度、温情、信心、信念”为主线，为“文化小
店”加油添柴、引流涨粉、塑造品牌，围绕2023
年1月—3月春节前后消费旺季，开展“迎新
春·文旅消费季”行动。发放文化小店消费券，
组织小店线上直播开店、文化市集等专场活
动，开展主题宣传、专题培训和特色小店选树
等，多种举措并行助力企业全速前进，企业在
政策扶持下破冰前行，为促进文旅消费市场加
快回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同时，该政策还鼓
励商户自身推出形式多样的优惠让利活动，形
成叠加效应，充分激发市民群众购书、观展、观
影、观剧、旅游、购物等文旅消费需求。

为了让文化“小店计划”成为可持续发展
的品牌活动，南京市相关部门积极推进落实，
加大对文化小店的金融扶持力度。南京文化
金融服务中心是全国第一家具备综合功能的
文化金融服务中心，拥有包括文化银行、文化
小贷公司、文交所、担保公司、保险公司、基金
公司在内的全套文化金融服务链条。在此次
文化“小店计划”中，金融服务中心与紫金农商
行共同推出针对文旅小微企业的专属金融产
品，支持文旅小微企业主日常生产经营周转的
个人经营性贷款，具有现场出额、一天放款等

特点。金融服务中心主任冷蕾表示：“和紫金
农商行合作的‘文旅小微通商e贷’是目前推出
的第一款产品，后续还会根据市场实际情况，
尤其是文旅小微企业的实际需求，和多家银行
合作设计相关金融产品，做好服务工作。”

持续提升 打造品牌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文化“小店计
划”第一项活动是以消费券形式对商户进行
补贴。消费券覆盖从事文化产品销售、服务
的各类商户，重点针对图书、文创等消费定向
发放。不同于以往针对图书等市场专项投放
消费券，本次补贴不仅覆盖多种文化小店类
型，同时配合线上推广、线下引流等多种举
措，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市民参与度也更
高，第一期发放的300万元消费券中，一个半
月的时间已经使用的就达到120多万元，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于鹏亮认为，无论是文化“小
店计划”，还是“迎新春·文旅消费季”行动的
实施，都是在给相关文化企业注入一剂“强心
剂”，同时对于观影的百姓们来说，参加文化

“小店计划”也是实实在在得到了实惠。
除了线下的直接补贴，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在下一阶段的规划中，南京市还将开展小店线
上开店和直播，利用网络和新媒体，组织文化小

店开展系列专场直播，为文化小店线上引流和
宣传推广。同时从源头“输血”，组织文旅消费
特色金融活动，加大对文化小店的金融扶持力
度。在总结春节前后文化活动成果的基础上，
南京市有关部门将进一步优化和丰富活动形
式，将文化小店打造为一个常态化活动品牌，开
展文创市集、文化节等文化集市活动，组织文化
小店入驻市集，鼓励商家载体出台促销方案。
结合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相关需求，实施文
化小店专题培训，为文化小店提供商业模式优
化、行业资源对接等服务。组织“网红小店评
选”。开展特色文旅商店、“最美书店”、文化小
店“心动空间”等评比授牌。

同时，为确保文化“小店计划”的有效落
实和推动，南京市委宣传部牵头做好活动的
组织工作，推动资金落实和政策实施。全面
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开展个性化、精准化
政策宣传辅导，确保经营主体应享尽享。完
善政策跟踪问效及综合评价机制，及时总结
分析评估政策实施效应，针对性动态调整优
化政策措施。

以“真金白银”惠民，以“真心实意”惠企，
“政府+商户+消费者”的通力合作，定能让文
化小店聚人气、添活力，让文化在南京城内闪
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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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锦创书城设计独特成新晋南京锦创书城设计独特成新晋““网红打卡点网红打卡点””

南京市开展“文化‘小店计划’”文创小店“陶谷公园”星空剧场好戏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