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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和信息产业对英国经济的贡献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国研究中心 沈毅  

               2008 年 7月在社科院英国研究分会年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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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英国经济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其经济增

长率大大高于德、法等欧盟主要国家。究其原因，英国文化和信息产业的迅速发

展和壮大对其实体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举足轻重和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从文化创

意产业和信息通讯技术（简称文化和信息产业）为切入点，对英国文化和信息产

业的发展现状、原因以及其对英国经济的贡献进行探讨。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使

我们对布莱尔执政期间英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新的理解,为我们应对当前的世界

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提供新的思路。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取有益的经验和启

示，促进中国自身在这一领域的发展。 

 

2007 年，英国 GDP 增长率达到了 3.1%，相对于德国的 2.3%和法国的 2.1%

来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从失业率来看，英国 2004年和 2005 年的失业率分

别为 4.8%和 4.9%，创下了撒切尔时代以来的最低记录。曾萎靡不振的英国经济

何以在布莱尔执政的十年间展现出一派繁华景象？除了有利的政治时局，是否还

得益于方兴未艾的英国文化和信息产业？为此,本文将探讨文化和信息产业对英

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文化和信息产业，即文化创意产业和信息通讯技术属于知识经济的范畴。知

识经济是指：生产力和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提高人力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质量，知

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将新技术与设备、劳动力相融合的能力，而

不是依赖于大量利用自然资源（David 7）。本文将探讨文化创意产业和信息通讯

技术行业是如何拉动英国整体经济发展的。英国政府把文化创意产业定义为“那

些发源于个人创造力、技能和天分，能够通过应用知识产权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

的产业”(DCMS 12)。对于文化创意产业，英国政府强调个人的创造力，灵感、

理念、技能是创造价值的核心。在文化创意产业范围的界定上，英国政府选定了

十三项产业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范畴，包括软件开发、出版、广告、电影、电视、

广播、设计、视觉艺术、工艺制造、博物馆、音乐、流行行业以及表演艺术等。

而以信息通讯技术为主导的科技与数字化的互动促进了英国向知识经济型国家

的转型，这种新的经济模式高度依赖科技和文化的创新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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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国经济 1997至 2007 年发展状况 

 

表 1 - 1997 到 2007 英国、德国、法国宏观经济表现 

 实际 GDP 增长率 

(%) 

通胀率 (%) 失业率 (%) 

   英国 德国 法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1997 3.1 1.9 2.0 1.8 1.5 1.3 6.9 9.2 11.5 

1998 3.4 1.8 3.3 1.6 0.6 0.7 6.3 8.8 11.1 

1999 3.0 1.9 3.0 1.3 0.6 0.6 6.0 7.9 10.5 

2000 3.8 3.5 3.9 0.8 1.4 1.8 5.4 7.2 9.1 

2001 2.4 1.4 1.8 1.2 1.9 1.8 5.1 7.4 8.4 

2002 2.1 0.0 1.1 1.3 1.4 1.9 5.2 8.2 8.9 

2003 2.8 -0.2 1.1 1.4 1.0 2.2 5.1 9.1 9.5 

2004 3.3 0.9 2.3 1.4 1.8 2.3 4.8 9.5 9.6 

2005 1.8 0.5 1.8 2.0 1.9 1.9 4.9 10.6 9.3 

2006 2.9 3.2 2.2 2.3 1.8 1.9 5.4 9.8 9.2 

2007 3.1 2.6 2.3 2.3 2.3 1.6 5.3 8.4 8.3 

平均 2.9 1.6 2.3 1.6 1.5 1.6 5.4 8.7 9.6 

来源：HM Treasury, Pocket Databank, September 2nd 2008. 

 

从表 1的宏观经济指标数据中可以看出，在布莱尔执政的十年期间，英国经

济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率方面表现良好，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2.9%，而同期法国为 2.3%，德国仅 1.6%。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使英国在其

欧洲经济强国中的地位得以稳固，同时创下了英国近 200年来最长的持续增长纪

录。2005 年，因油价上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全球经济环境因素，英国的经

济增长率仅为 1.8%，但这只是暂时的增幅回落，其 2006年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

长到 2.9%，居世界第五位。近十年来，英国的通胀率始终保持稳定的低水平，

是欧洲通货膨胀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虽然 2001 年的“9.11”事件和 05 年至 07

年的石油价格上涨等因素给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带来很大冲击，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经济衰退和失业率、通胀率上升，而英国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仍处于平

稳增长的态势。 

同时，英国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明显快于其它欧洲国家。根据经合组织统

计，英国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表现良好，尤其是在文化创意产业、通讯及高科

技行业方面。文化创意产业和高科技行业占据了英国出口的大量市场份额。经合

组织的数据表明，英国是世界上知识密集型行业占有率最大的国家之一，其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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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型行业占其经济总增加值的 41%。从中可以看出知识经济对英国经济增长的

重要性。 

布莱尔在贸工部的创新报告的前言中说道：“我们要把英国变成一个全球经

济的知识俱乐部，不仅要赢得世界级科技发现的声誉，更要在将知识转化为新的

有利润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有所作为”（DTI 9）。 

 

二 文化创意产业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 

（一） 文化创意产业对英国经济的贡献 

英国有欧盟国家中最大的文化创意产业部门。文化创意产业在其经济生活中

占有重要地位，并逐渐成为全球文化创意经济的领跑者。文化创意产业作为英国

知识经济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其近年来的成功发展大大推动了英国经济增长。 

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来看，目前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 7.9%，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法国。1999 年至 2007

年期间，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6%，比英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高

出一倍多。同时，文化创意产业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已成为英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

成部分。2005 年，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出口总额达 146 亿英镑，占总出口额的

4.5%(ONS, “Trade,” 23)。 相比于其他国家，英国可谓世界最大的文化产品

出口国，其 2002 年文化产品出口额为 85 亿美元，超过了同期出口额为 76 亿美

元的美国。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到，文化创意产业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对于英国外

贸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不断扩张的国际创意产品和服务市场中为英国带来巨

大商业利益。同时，文化创意产业成为英国最大的就业部门。随着创意企业的大

量涌现，其相关从业人员从 1997年的 160 万人增长到 2007年的约 200万人，平

均增长率为 2%(ONS, “Labour,” 12)。 

 

（二）信息通讯技术对英国经济的贡献 

作为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信息通讯技术代表二十一世纪的顶尖技

术，影响着各国的经济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等方方面面。信息通讯技术

在英国应用广泛，提供信息和通讯技术服务的企业众多，主要包括电子产品的设

计制造。在欧洲，英国的信息通讯技术部门发展最为迅速，结合其高素质的技术

人员和创新科技，英国已成为全世界投资商拓展业务的理想的选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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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对英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信息通讯技术生产行业，包括信息通讯产品、软件和计算机的生产销

售对国民生产总值和总增加值的直接贡献。自从 1992 年以来，英国信息通讯技

术部门所产生的总增加值逐年递增，以移动通讯行业为例，2003 年移动通讯行

业对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建筑业贡献率的一半，与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基本持平。移动电话销售收入只是该部门总收入的一部分，而诸如音乐下载、上

网、彩铃等服务所产生的附加值在总收入中则占更大比重。该行业的生产效率是

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所产生的巨大效益有力推动了英国整体经济的增长。 

第二，对其它行业的间接影响，即企业应用信息通讯技术后所产生的额外效

益。英国国家统计局 2002年和 2003年的数据表明，制造业中应用电子信息技术

的企业生产效率明显高于未应用该技术的企业，服务业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ONS 

45)。多数生产效率高的企业都具有多种电子信息系统，包括发货、结算以及客

户服务系统。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使其能够更有效的了解客户需求，获取更多的

商业利润。 

第三，刺激电子商务的发展。英国国家统计局 2001年对 9000 家企业的调查

结果表明，有 6%的交易是通过网络完成的，销售额达 1618亿英镑(Rowlatt 23)。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因其方便快捷的特性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推

崇。同时，电子商务可以减少企业物流和人力成本，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三 英国文化和信息产业发展的动力因素 

1．创新的传统 

英国文化自身就蕴含着创意思维的因素，表现为对个性和原创性的推崇。英

国的原创性和创意设计备受认同。当今世界上许多改变生活方式的重要发明均源

自英国：文字短信、喷气引擎、一级方程式赛车、虹膜辨认技术及世界上首例克

隆羊等等，全都出自英国发明家之手。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苹果主设计

师乔纳森·埃维都是在这种创意文化中成长的。他们的成功说明英国的创意产业

对新思维和新技术有很强的接受能力。 

回顾英国经济发展史，18 世纪上半叶，英国通过改良土壤、培育良种、采

用新的耕作方式、使用新农具、开凿沟渠、灌溉排涝等，实现世界范围内的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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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革命。接下来，以无数新发明为代表的英国工业革命改变了经济历史前进的

方向。1851 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举办，英国参展商所

陈列的几乎全部是工业品，而外国展商则基本是农产品或手工品。第一届世博会

宣告英国进入工业时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也是最富强的国家。 

因此，知识经济在英国的蓬勃发展其内在动力来源于其富于创新意识的传统

文化。而今，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英国企业的成功更多的

是由想象力和创意促成，进而推动英国经济的发展。另外，英国创意产业从业人

员在争夺市场份额上有着天然的优势。他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用全球通

用的语言——英语来生产和销售创意产品及服务。 

2．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和草根文化的兴起 

随着消费者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

加。1997年到 1998 年间，英国人用于文化创意产品的家庭消费的支出开始超出

食品消费，此后，英国家庭收入用于电影、视频游戏、戏剧音乐、表演以及网络

的消费比例不断上升。因此，市场需求特点的变化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 

另外，英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英国草根文化的兴起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

联系。草根文化，是相对于御用文化、殿堂文化而言的，是萌芽并生长于民间，

没有经过主流文化意识疏导和规范，没有经过社会精英加工改造，充满着乡土气

息，蕴含着丰富的生活内涵的原生态文化(刘洋 48)。草根文化大行其道，使消

费者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变化。随着电脑普及程度的提高，人们用电脑更方便，上

网更加便捷，可以更自由地抒发内心。在这样一个时代，除了物质需求，消费者

的自己构思、自我表达，凸现自我存在的精神需求更加强烈。于是诸多公司的“草

根策略”在互联网中浮出水面。YouTube功成名就于草根娱乐，该网站成立于 2005 

年的情人节，是一个以视频分享为纽带的用户关系网站。YouTube 背后掩藏的是

庞大的新媒体及创意产业金矿，其中包括了网络出版、发行，甚至是电子商务。 

3．政府的扶持政策 

近年来英国知识经济的发展与政府积极的推动政策密切相关。英国政府的推

进措施主要集中在支持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

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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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注重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与系统研究。英国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了

大量的基础研究。英国文化传媒与体育部 1998 年出版的《出口：我们的隐性潜

力》研究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出口政策与做法；该部门又于 1999 年发布了《创意

产业：区域规模》研究了创意产业的区域发展模式；2001 年政府绿皮书《文化

及创意：未来的十年》从教育培训、扶持个人创意及提倡创意生活三个方面，研

究如何帮助公民发展及享受创意；2004 年，英国文化传媒与体育部在《创意产

业经济估算》中对创意产业产出、出口、就业等数据进行了统计，同时介绍了产

业的发展现状。这些研究为英国政府制定创意产业政策提供了完整的信息支持，

从而保证了政府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连贯性、一致性。 

第二，对教育和艺术的投入。英国成为世界知识经济大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英国教育成功地培养了大量创新人才，以及政府对艺术的投资。自从 1997

年新工党上台后，政府一直倡导建立“学习型社会”。布莱尔的教育政策在推动

知识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从知识中提取价值只能通过对

有知识的劳动力的使用来实现”（Rikowski 7）。英国政府大力支持创意产业职业

培训，鼓励艺术学院的发展，以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 

第三，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创新是英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引擎，被英

国政府列为五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之一，贸工部认为创新是“国家未来财富

创造的关键”(DTI,par.2)。对新知识、新创意的开发利用是创造高附加值产品

和服务以保证英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持久动力。同时，使英国在同其他国家竞争中

处于有利地位。为了支持企业创新，英国近年来对所有公司的研究开发工作提供

了税收优惠。从 2000 年起，中小企业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支出部分，可享受的

税收减免额最高可达 150%；新创办的公司如放弃税收优惠，则可获得占符合条

件的研发费用 24%的现金退款(Bloom and Griffith 19)。 

综上所述，近年来英国知识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由于英国自身文化传

统、变化的市场需求，以及政府扶持政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良好的外部发

展环境、内在的创新思维和成熟的商业运作机制使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占据大量国

际市场份额，使其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走在其它欧洲国家的前列。 

 

结论：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和信息通讯技术对于英国实体经济的增长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占国民生产总值 7.9%的文化创意产业是英国的重要经济部门，其

高速发展得益于英国文化中的创新传统、市场需求以及积极的政府政策。而高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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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的信息通讯技术部门无疑在国际竞争中为英国赢得了有利地位，拓展了发展

空间。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英国政府选择了将文化创意和科技进步与经济

发展有机结合，将文化和科学研究优势转化成市场化产品的发展模式。 

然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英国知识经济的发展仍面临许多挑战。这些

挑战主要包括国内新兴中小企业的投融资困境，技术人才短缺，以及来自中国、

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尽管政府方面十年来已制定各种政策对中小企业投资

创意产业加以扶植，但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充分展现

创意企业的潜在商业价值以激发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只有政府投入与私营投资共

同协力，才能迎来创意企业的大发展。对于企业而言，创新意味着持续稳定的增

长；对于员工而言，创新意味着更高的技术水平和薪金待遇。目前英国企业面临

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因此英国企业只能通过技

术创新来保持自身的强势地位。除了政府和企业应在科技和文化创新中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外，大学也日益成为科技和文化创新的基地。目前，英国大学主要肩负

推进学术前沿、教授人们创新技能、国际科研交流合作等任务。英国政府已经认

识到了大学在科技和文化创新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因此将大学放在其创新政策的

首要位置，支持商业界与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并鼓励商业界学会如何利用学校

开发出创意产品。 

英国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以及正确的产业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通过对英国知识经济状况的分析和探讨，我们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获得对我国有

益的启示。第一，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和地

区有较大的差距，中国的文化创意人才和创意环境都有待提高。第二，中国应当

把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产业的高度，制定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制定促

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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