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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时期苏州加快推进 

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建议 

符湘林   王  多 

作为国家首批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苏州文化资源丰厚、

地域特色鲜明，未来有望将文化软实力作为实现区域经济结构调

整和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主要力量，亟需加快推动文化在赋能苏州

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一、现状回顾 

近年来，苏州文化软实力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拥有极具辨识度的“文化名片”。至 2020 年底，全市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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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世界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 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6 个，

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城市。已经形成了以古典园林、苏州博物

馆、昆曲评弹、丝绸刺绣等为代表的文化特色，在国内外均享有

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独特的文化基因有助于苏州城市核心竞

争力的塑造，为推动文化软实力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是推动探索文化和旅游多路径融合。近年来，苏州制定出

台了一系列鼓励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采取了许

多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措施，鼓励在文化资源中注入旅游

产业，目前在古典园林、博物馆、旅游节庆、文化演艺、文创产

品、主题乐园等方面都呈现出文旅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旅游产

业对区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为探索“文化+”融合发展新业

态提供有效借鉴。 

二、存在问题 

围绕发挥先进文化引领作用，弘扬苏州优秀传统文化，突

出文化融合叠加功能，擦亮“文化苏州”金字招牌，当好文化

强省建设领头羊先行军，苏州当前文化软实力建设还面临几个

核心问题： 

一是文化产业与制造业融合程度不高，文化对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支撑作用尚未显现。制造业一直是苏州经济发展的根基和优

势所在，作为连续多年排名全国前三的工业城市，苏州的制造业

虽然总量很大，但总体来看“大而不强”的问题仍较明显，转型

需求迫切。2021 年 3 月，苏州出台《“苏州制造”品牌建设三年



— 3 — 

行动计划》和《关于全力打响“苏州制造”品牌的若干措施》，提

出以“苏州制造”品牌认证工作为抓手，推动苏州制造业整体形

象和综合竞争力提升，打造苏州经济的“金字招牌”。新发展阶段，

文化产业拥有的高附加值性、高渗透性、外部性等多重经济特性，

决定了其将成为“苏州制造”品牌建设的重要力量，将融入到制

造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亟需探索文化赋能“苏州制造”的有效

路径。 

二是作为江南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和承载地，苏州“江南文化”

品牌影响力和带动力不强。长三角各城市地缘相近、文脉相通，

是江南文化的重要腹地，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为代表的核

心城市均已形成了江南文化的特色品牌。苏州处于江南文化核心

区，历史悠久、特色显著，是传统文化遗产富集地，但如何找回

“江南文化”的精神基因，重塑“江南文化”的金字招牌，让苏

州真正成为游客体验“江南文化”的首选之地，打造“江南文化”

的核心叙述者、传播者和引领者，全面提升苏州在“江南文化”

话语体系中的辐射力，仍有待突破。 

三是对文化资源的创新型开发不足，“文化+”多业态跨界合

作有待提升。至 2020 年底，苏州文化产业增加值达 1052 亿元，

占 GDP 比重 5.2%，初步形成以文化旅游、文化创意、数字内容

生产、设计服务、工艺美术为发展重点的文化产业结构。但总体

来看，苏州传统文化产业比重过大，文化与科技、创意、研发等

新要素结合程度不高，多业态发展、融合发展能力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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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策建议 

1．倡导面向未来、面向国际的“苏式江南文化”生活方式。

加强与居民休闲活动密切相关的、能够彰显苏州城市特色的城市

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对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项目给予一定扶持。

发挥文艺家协会和相关社团组织的作用，整合全域文化资源，常

态化举办一些市民喜闻乐见的活动。把苏州市民注重时令风俗的

情趣传统（冬至时令文化、重阳登高习俗、元宵张灯观灯习俗等）

与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融合起来。 

2．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共同打响“江南文化”品牌。

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共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家园，是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文化基础。苏州作为临沪重要城市，在区位交通、文化资

源、市场联系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必须积极主动作为，重视文

化间的因缘互动与内在联系，增强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互鉴，率先

探索与长三角区域其他城市联动打响“江南文化”品牌的有效机

制，不断扩大苏州特质江南文化在国内外的整体影响力。 

3．推动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不仅为文化传播提供

了更多的渠道、更大的平台，而且作为一种新的基因注入文化发

展的各个层面，为文化发展带来新空间、新价值、新体验、新营

销和新模式。建议加大文化领域智能场景感知、人机交互、全息

展演、沉浸式体验等技术研发，做好传统艺术和数字技术的结合，

推动苏州优秀文化资源可视化转化、沉浸式体验、互动式传播，

形成“云旅游”“云演艺”“云展览”全展示，壮大线上线下消费



— 5 — 

融合发展形态，推动数字创意、数字娱乐、数字艺术等发展。 

4．借力文化内核赋能“苏州制造”品牌。鼓励制造业企业加

强品牌文化建设力度，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增加品牌运营带来

的收益。推动高品质制造业产品和高品质文化创意的深度融合，

生产一批质量与颜值俱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制造业升级

新产品，实现文化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借力共赢。推动工业遗产

保护利用与文化保护传承、产业创新发展、城市功能提升协同互

进，将工业遗产打造成为展现艺术的“窗口”和城市的“名片”。

鼓励政产学研商等各界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工业文化发展，

开展若干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性工业文化活动，促进工业文化的

国际交流与合作。 

5．不断探索融合发展路径，赋予苏州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

涵。推进文化与科技、金融、体育、商贸、会展等相关产业融合

发展，催生培育创意设计、数字文化服务、移动多媒体、动漫游

戏等新型文化业态，加快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文化产业。加快整

合当地特色文化遗存，通过挖掘当代价值、融入现代时尚元素等

方式，开发多样化衍生产品，大力发展“苏式”特色宿集、研学

旅游等新经济。 

6．着力提升优质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世界上富有魅力的城

市，无一例外都是文化消费最集中和最发达的地区。从文化传播

的规律来看，某一区域独特的文化只有经由文化生产要素的合理

配置，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全球市场所认可和接受的优质文化产

https://www.baidu.com/link?url=78h-J2UxmyaHb8FNL2zNuvd2qHRezpDfe-Enr6LdQUYDDGmb-P_-zrzm5ZfgBECvd2wOPgQ_VxCijglnhbtSXi4Rebi8TxUeLToR8ofyysC&wd=&eqid=94239ffc00004a9200000005624fde67
https://www.baidu.com/link?url=78h-J2UxmyaHb8FNL2zNuvd2qHRezpDfe-Enr6LdQUYDDGmb-P_-zrzm5ZfgBECvd2wOPgQ_VxCijglnhbtSXi4Rebi8TxUeLToR8ofyysC&wd=&eqid=94239ffc00004a9200000005624fde67
https://www.baidu.com/link?url=78h-J2UxmyaHb8FNL2zNuvd2qHRezpDfe-Enr6LdQUYDDGmb-P_-zrzm5ZfgBECvd2wOPgQ_VxCijglnhbtSXi4Rebi8TxUeLToR8ofyysC&wd=&eqid=94239ffc00004a9200000005624fde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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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才能够产生深入人心的文化影响。苏州要不断提升文化供给

的质量和内涵，为全球文化市场持续提供各种类型的优质文化产

品，使之成为城市文化不断向外辐射的有效中介。 

 

（作者符湘林系上海格物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多系解放

日报高级记者、智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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