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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0199、翟骏

关于激发上海文化消费活力的提案

※背景情况※

2024年 1-11月，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369.85

亿元，同比下降 3.1%，消费市场修复缓慢、复苏乏力，对

上海经济增长动能强化造成不利影响，若不采取有效政策

措施，上海消费低迷态势将在 2025年进一步持续。在当前

高端消费由奢侈品消费向文化消费转移的趋势背景下，文

化消费将成为激发上海消费市场新活力的重要着力点。然

而，对标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目标定位，上海在文化

消费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

※问题及分析※

1、本土文化消费特色 IP缺失，文化消费显示度不足

与其他省市相比，上海没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山大川等山水资源也十分匮乏，水乡古镇资源与上海周

边的乌镇、苏州等地相比并不具比较优势，商旅文融合发

展不够且缺少抓手。目前仅靠国际旅游度假区当中的迪士

尼这一超强 IP吸引旅游客流量。青浦、浦东、松江等地的

古镇资源零散且没有进行模式创新，对外地游客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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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不足。

2、国际文化交流效能不足，亟需增强“文化融汇力”

文化产业是上海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根据

《科尔尼全球城市指数报告》，上海在国际文化交流效能

上与其他国际文化大都市仍存在差距，尤其在具有“全球

吸引力的文化产品体系”“全球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体系”

“全球配置力的文化市场体系”等核心领域，亟待借助城

市竞争优势，提升文化产业的全球资源配置能级。

3、文化科技产业能级不够，亟需赋能“文化创造力”

从上海文化科技产业的全球位置来看，2022年全球

460家重点文化科技独角兽企业中，北京位居全球第一，估

值规模超 25000亿元；旧金山和杭州居第二等级，估值规

模分别达 15700和 12010亿元；硅谷和上海处于第三梯队，

估值规模分别约 7490和 7450亿元。从国内来看，上海文

化传媒类上市公司数量（6家）位于浙江（12家，其中杭

州 7家）、北京（11家）之后。上海亟待加快科技对文化

产业转型升级和新业态培育的推动。

――――――――――――――――――――――

※建议※

1、顺应大众消费变化趋势，丰富文体赛事活动，激发

文化消费活力

一是进一步引入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重大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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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专属于上海的国际重大赛事矩阵，同时注重推动上海

文化消费由国际重大文体赛事活动带动向新玩法、新体验、

“无中生有”的大众赛事引领转变。二是进一步丰富电子

竞技领域的多元赛事生态体系，全力打造“全球电竞之都”。

2、借鉴兄弟城市经验，结合上海城市特点，打造文化

消费核爆点

一是充分借鉴“哈尔滨爆红”经验，同时深入研究

《繁花》电视剧热映引爆上海黄河路消费 IP典型案例，进

一步谋划一批讲述上海故事的文创作品，以文创“出圈”

深入挖掘“老上海”文化等风情体验式文化消费增长点，

以上海独特文化共鸣强化游客来沪旅游消费积极性。二是

优化上海文化消费空间布局，“连点成线、以线带面”，

提升上海文化消费规模效应。建议文旅主管部门加快梳理

整合本市古镇、古建筑集聚区等文化资源，研究谋划上海

市内文化旅游消费“示范样板线路”，打造具有上海城市

文化特色的文化消费带和空间承载区，扩大上海文化资源

的消费拉动作用。

3、加快推进数字赋能文化科技企业，放大上海文化 IP

影响力

一是加大融媒体和新媒体建设，提升全球文化对话水

平。支持主流媒体打造自主可控、传播力强的新型网络传

播平台，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和外宣全媒体矩阵。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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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上海本地在线直播头部平台，加大新媒体直播建设力度，

推介上海文化 IP，讲好上海故事。二是推动上海文化企业

“走出去”，构筑文化出口高地，扩大上海文化 IP国际影

响力。发挥上海企业总部优势，加大锦江、久事、复兴等

文旅集团境外投资部署和政策扶持，聚焦优质文化资源、

高端文化技术、关键文化市场、价值文化品牌等，推动上

海文化产品服务走出去，进而吸引更多海外的文化消费流

量汇入上海，反哺激发上海文化消费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