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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探讨

—
以蚌埠玉文化产业为例

许振波
,

陶延安
,

孔 凯
蚌埠学院

,

安徽 蚌埠

【摘 要 」当前
,

文化产业的发展正风生水起
,

但部分地方文化产业竞争力不 强
、

带动作用有限
。

玉文化在我 国有着悠久

历史
,

蚌埠有着较好的玉文化产业资源察赋与基础
,

但与此同时
,

产业发展中原料价格
、

业态布局
、

人才培养
、

产业扶持等方面

出现的 问题
,

制约 了其加速发展的步伐
。

在梳理蚌埠玉文化产业现状的基础上
,

通过广泛调研
、

实证比较
,

探讨上述问题的解

决方案
,

以促进该地玉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

并为其他地方的文化产业提供借鉴
。

【关键词 」文化 产业 畔埠 玉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文化产业在全球范围都是一个新兴产业
,

如何 表现在 在整体文化产业链中所占的比重仍较低
、

深人研究产业规律
、

实现发展繁荣
,

是业界
、

学者共 总体经济贡献较小
、

产业宣传和文化传播的力度不

同关注的时代课题
。

在国家
“

文化振兴
”

的战略背 足
。

景下
,

各地文化产业正风生水起
,

形势喜人
。

但部 二
、

蚌埠玉文化产业优势分析与现状综述

分地区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现象
,

产业 地处
“

倚涂山
,

临淮水
”

的安徽蚌埠
,

有密布的

竞争力不强
、

带动作用有限
。

玉器作坊
、

全国闻名的玉器市场
。

丰富的 自然资

与业界快速发展的格局相仿
,

目前我 国学界关 源
、

丰厚的历史积淀
,

为蚌埠培育和发展玉文化产

于文化产业的研究也正蓬勃开展
,

成果颇丰
。

但纵 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观全局
,

围绕地方文化产业的研讨只是近年来才成 首先
,

是丰富的文化积淀
。 “

禹会诸侯于涂山
,

为学术热点
。

就玉文化产业的研究而言
,

成果数量 执玉帛者万国
” 、 “

价值连城
” 、 “

完璧归赵
”

等关于玉

有限且其对象又主要集中于河南南阳一地
。

在各 文化的典籍记载都与蚌埠有关
,

彰显了深厚的文化

地文化产业发展出现同质化趋向的背景下
,

如何有 渊源
。

其次
,

是优 良的产业传统
。

蚌埠在上世纪

效结合当地实际
,

充分发掘
、

利用具有地方特色的 年代即建设有玉雕厂
,

造就了优秀的玉雕匠人
,

他

文化资源
,

当是未来我 国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方 们师徒相承
,

使蚌埠玉器制作的工艺水平一直居于

向
。

对此
,

学界应给予足够的关注
。

业 内前列
。

另外
,

蚌埠交通地理优势显著
、

民间收

一
、

玉文化产业的发展特点 藏文化素有传统
,

加之近年来地方政府有关扶持政

玉文化
,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代表
,

近 策的陆续出台
,

为玉文化产业发展创造了 良好的

年来在部分地区已形成独到的文化产业形态与链
“

软环境
” 。

条
。

与其他文化产业相比
,

玉文化的特殊历史地 调研显示
,

蚌埠市从事玉器加工的直接从业人

位
、

所展现的关于
“

德
”

方面 的特殊代表性
,

使其具 员 约有 万人
,

年销售额超 亿元
。

作为全国知名

有独特而又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地位
。

从总体 古玩玉器集散地
,

经常来蚌埠销售玉料
、

收购古玩

上看
,

目前我国玉文化产业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玉器的商人有数百人
,

以此带动了蚌埠的交通
、

餐

一是发展势头良好
。

近年来
,

中国珠宝玉石产业 饮
、

宾馆
、

金融
、

运输
、

包装
、

电信
、

商品零售业
、

旅游

以年均 巧 以上的速度增长
,

年销售额已突破 业等的发展
,

依玉器产业生息的达数万人
「〕。

亿
,

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 同期增长率川
。

玉 蚌埠玉文化产业虽 已初具规模
、

颇具特色
,

但

文化产业的发展处于一个相对稳定而又快速的状 通过调研
,

我们发现仍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
,

蚌埠本

态
。

二是产业发展存在差距
。

从宏观角度
、

从真正 身并不产玉
,

这与南阳
、

鞍山等地均不同
。

原材料

产业化的要求来考察
,

我 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总体尚 是影响蚌埠玉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

其次
,

蚌

处于起始阶段
,

玉文化产业同样存在着差距
。

主要 埠玉器行业仍大多沿袭作坊式的传统形态
, “

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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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 、 “

小而全
”

的生产方式制约了市场竞争力
。

再

次
,

缺乏有效的技术交流
,

使得蚌埠 目前玉器加工

工艺人才的培养显得后劲不足
。

最后
,

蚌埠玉文化

产业仍缺乏详细的
、

可操作的倾斜性产业政策
,

各

方协调扶持推动函待进一步加强
。

三
、

蚌埠玉文化产业现存问题及解决
一 研发特色产品

,

探索皖北集聚

当前
,

蚌埠玉文化产业发展的整体势头较好
,

但 由于 目前生产的多为仿古玉器
,

同质化现象严

重
,

缺乏特色定位
,

前景不容乐观
。

尤其是近年来
,

经常出现由于玉器原材料的价格暴涨
,

而玉器成品

价格却卖不上去
,

造成大件玉器加工几无利润可

图
,

形成加工不如屯料的不正常现象
。

为解决上述问题
,

首先在产业定位方面
,

应将

玉文化产业作为蚌埠地方特色文化产业加以定位
,

将之视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举全市

之力精心培育和发展
。

其次
,

指导广大玉器厂商引

人现代经营管理模式
,

潜心技术创新
,

逐步实现蚌

埠玉器生产的高档化
、

精品化
、

特色化
,

从根本上打

造蚌埠玉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

另外
,

蚌埠市域非产

玉区
,

自身不具备原材料资源
,

但距玉料资源丰富
、

品质优良的宿州市灵璧县仅 余公里距离
。

当整

合协调两地产业优势资源
,

实现双赢
。

具体设想

是
,

在借鉴国内文化产业区域发展
“

曲江模式
” 、 “

丽

江模式
”

等的基础上
,

立足皖北区位产业资源享赋

实际
,

构思以蚌埠为中心城
、

灵璧为卫星城的皖北

玉文化产业
“

蚌
一
灵

”

同城一体化
,

在保持
、

强化蚌埠

市域
“

玉器加工业中心城
”

的基础上
,

将灵璧定位为

其
“

产业原料工业型卫星城
” ,

着力打造
“

原料一设

计一生产一加工一销售一服务
”

完整产业链
,

从而

降低交易成本
,

形成集聚效应
。

二 转变传统作坊产业布局
,

整合本地文化产业资

源

调查表面
,

蚌埠玉器业现在仍大多沿袭作坊式

的传统业态
,

主要分布于延安里
、

余庆苑
、

龙河路
、

太平街等地
,

布局零散
、

数量较多而规模普遍较小
,

实力偏弱
,

缺乏龙头企业
。

原始的作坊式的产业结

构和产业形态无疑制约了蚌埠玉器产业的发展和

进步
。

总体上看
,

蚌埠的玉器生产品种
“

小而全
” 、

玉器经营市场
“

多而散
” ,

部分产品层次较低
。

分散

的产业布局直接制约 了玉器市场规模
,

影响到原材

料的采购价格
,

也不利于培养和开创新的经营方式

和生产工艺
。

针对以上问题
,

建议在进一步培育现有光彩玉

器文化城的基础上
,

抓紧规划
、

建设玉文化产业大

型专业市场
,

集研发
、

加工
、

展示
、

销售
、

批发为一

体
,

并考虑整合蚌埠本地的奇石
、

古玩
、

珍珠
、

字画
、

微雕等地方特色文化产业资源
,

依托规范
、

统一
、

上

规模的园区
,

打造行业品牌
,

增强市场竞争力
。

对

此
,

蚌埠工艺美术大师杨其鹏认为
, “

可以将工艺文

化
、

企业文化与文化产业融为一体
,

形成具有蚌埠

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园
。

整合优势能够吸引更多

的客商
,

扩大市场覆盖面
,

促进市场做大做强
” 「〕。

按上述思路
,

将分散在居民区的小企业作坊集

中整合进人园区后
,

不仅可以解决噪声
、

粉尘
、

污水

等环境污染问题和影响市容的占道生产经营等问

题
,

而且还能保护从业者的身体健康
、

改善市区环

境
,

体现绿色生态的经营发展原则
,

由此增加的数

千个就业岗位
,

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蚌埠市的就

业压力
。

在此方面
,

河南省镇平县给我们提供了很

好借鉴
。

镇平通过规划使玉器市场布局合理
、

建设

规范
、

发展有序
,

改造建设了十大玉雕专业市场
,

促

进了玉雕产业的有效聚合和规模扩张
。

占地

亩的国际玉城和占地 亩的玉雕大师产业园等

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建设中
,

为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扩

展了新的空间
「〕。

三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

推进工艺技术创新

玉文化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和

文化传统
,

玉器的雕刻
、

加工工艺也同样有着悠久

的历史
。

玉器产业是
“

能人
”

经济
,

是创意经济
,

优

秀的玉雕人才无疑是影响玉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

因素
。

蚌埠玉器人才培养曾有着辉煌的过去
,

从蚌埠

玉雕厂走 出来大批优秀的玉雕技师
。

但由于 目前

作坊式的落后生产经营方式
,

加之分布较为分散
,

缺乏有效的技术交流
,

使得今天蚌埠玉器加工工艺

人才的培养显得后劲不足
。

在此方面
,

镇平的经验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

镇

平在玉器产业人才的培养方面采取了
“

一派二请三

传
”

三条途径 组织专业玉雕人才赴辽宁帕岩
、

江苏

扬州等地拜师求艺
,

开拓本地的玉雕工艺 与中央

美院
、

天津美院等校建立人才培养关系
,

培训技术

骨干
、

指导设计创作 业内采取师父带徒弟等方式
,

培育大量初中级玉雕人才
。

针对蚌埠的具体情况
,

建议抓紧建立蚌埠市玉

器行业专家库
,

指导
、

培训产业骨干人才
。

在驻地

院校如蚌埠学院
、

蚌埠职业技术学院
、

蚌埠工艺美

术学校
,

设立文化产业管理 玉文化产业方向
、

工

艺美术 玉器加工与制作方向 等专业
,

培育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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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人才
。

引人激励保障措施
,

号召玉器作坊采取

师徒相传等多种方式
,

不断壮大初
、

中级玉器技术

人才队伍
。

四 纳入创新发展战略宏图
,

加强各方协调扶持推

动

当前
,

我国已把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
,

合

芜蚌 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也正在

蚌埠紧锣密鼓地展开
。

文化产业从根本上来说就

是创意经济
,

是一种新兴 的富含创造性的产业形

态
,

我们认为
,

地方政府应将蚌埠的玉文化产业纳

人合芜蚌试验区建设的政策享受范围
。

与此同时
,

抓紧研究
、

制定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

实行一站式综

合收费管理模式
,

统一提供税收
、

工商
、

金融服务
,

在财政
、

土地出让
、

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方面给予支

持
。

制定详细
、

可操作的玉文化产业规划立项
、

市

场体制等方面的倾斜性政策
,

全力支持这一地方特

色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

我们也期待蚌埠的玉器产

业摒弃作坊式的隐蔽发展模式
,

联合起来
,

借着创

新的东风与时俱进
,

共同打造
“

蚌埠玉器
”

这个地域

性的 品牌
,

继而带动整个蚌埠文化产业的飞速发

展
。

四
、

结束语

据悉
,

蚌埠市政府在认真调研基础上
,

近期已启

动了
“

中华玉博园
”

建设项 目
。

我们相信
,

这只是蚌埠

玉文化产业加速发展
、

带动全市
“

重返全省第一方阵
”

的第一步
。

蚌埠玉器还很年轻
,

已经取得不菲成就
。

通过上述问题的逐步化解
,

经过几年培育
,

一个更具

实力的特色文化产业品牌会在这里崛起
,

将为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多瞩目的业绩
。

对蚌埠玉文化产

业所做的系统调研与对策建议
,

作为个案
,

仅供其他

地方文化产业的加速发展借鉴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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