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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读本》

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而完整地介绍了创意产业的概念沿革、理论发展和研究框架与范畴。即便在世界范围内，它
也算得上是本领域的先驱之作。21世纪的今天，创意产业已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也是政府、企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前沿领域。本书中文版的问世恰逢其时，颇具参考价值和启
发意义。
本书详细阐释了被技术引领的全球化世界中文化的生产、包装和流通过程．系统分析了创意产业所带
来的挑战。在创意产业所处的这个世界中，创新和风险如影随形般地伴随着经济和文化企业，知识与
想法驱动着财富的创造和社会的现代化，而全球化和新技术则是时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本书中30篇文章的作者来自不同国家，他们的研究涵盖多媒体、出版、电视制作、城市发展规划、游
戏等多个领域。所有文章被分为6个部分，每部分由一位学者来编辑和介绍。全书对当代创意文化的
阐释引人入胜、激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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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读本》

作者简介

约翰·哈特利教授现为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创意产业学院院长。在媒介、新闻和文化研究领域著
述颇丰，其中包括《文化研究简史》（Sage，2003）、《传播、文化和媒介研究：关键概念》
（Routledge，2002），《电视的使用》（Routledge，1999）和《流行现实》（Arnold，1996）。论文被
译为10国文字。他还是《国际文化研究期刊》（Sage）的编辑。

Page 3



《创意产业读本》

书籍目录

总论 创意产业第一单元 创意世界  导读 创意世界　1 在线公共资源　2 开放出版，开放技术　3 在德
里Sarai新媒体中心的开幕式上　4 多文化政策与通过市场进行的一体化第二单元 创意身份　导读 创意
身份　5 创意产业市长委员会　6 是迪莉娅·史密斯，不是亚当·斯密　7 体验型生活　8 《全球好莱
坞》的结论部分第三单元 创意实践　导读 创意实践　9 开放性作品的诗学　10 数字电视和新兴赛博剧
的模式　11 平衡知识库　12 联结创意　13 表演“真实”24／7第四单元 创意城市  导读 创意城市  14 作
为创意城市的伦敦  15 城市、文化与“转型经济”：在圣彼得堡发展文化产业  16 全球经济中的本土群
集  17 国际大都市解析：上海和香港第五单元 创意企业  导读 创意企业  18 为什么文化企业家很重要  19
游戏，鲜活的新型艺术  20 驾驭群蜂第六单元 创意经济  导读 创意经济  21 当市场让位于网络⋯⋯——
一切都成了为服务  22 从俱乐部到公司  23 信息时代的文化与创意经济作者简介中外人名对照表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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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读本》

编辑推荐

　　《创意产业读本》中30篇文章的作者来自不同国家，他们的研究涵盖多媒体、出版、电视制作、
城市发展规划、游戏等多个领域。所有文章被分为6个部分，每部分由一位学者来编辑和介绍。全书
对当代创意文化的阐释引人入胜、激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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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读本》

精彩短评

1、书还不错，值得一读1
2、內容豐富，但是我看起來有點吃力。有基礎的人比較適合。
3、书本有点灰扑扑的，印刷倒是很清晰，目前没发现错误。至于内容，总之读读有助于扩展视角吧
。如今创意产业正是潜在大方向呢。
4、如果单从每一部分来看，还是有很多原创性东西。整体逻辑性不强，看后还是会有启发的。
5、如果是文化创意产业专业的，我非常建议读一读这本书，书的观点比较前沿，很多都富有启发性
。
6、general introduction about the creative industry 创意文化产业导读
7、基于清华出版社而购买此书，但书内容较空泛，逻辑性不强。
8、中國的C.I書什么時候可以不扯淡這是一個迷
9、概念性 澳洲书的特点 来龙去脉很清楚
论文集
10、文化研究的建构功能出现了
11、还是挺有深度的
12、翻译得不好~~~
13、感觉像教材，不是太喜欢
14、读过了，有启发
15、读得好累。。下周一向导师做现场读书汇报。。
16、当时读起来呼哩哗啦的。
17、作业用书。一般。同时读过英文版。
18、文化产业概论刷书书目之一，不做评价了，因为没有好好看，哈哈！
19、翻译得很生涩
20、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知识产权的论述，“对于文化政策的知识产权与其牢牢抓住产权，不如
以读者的数量为限”，这种解放知识产权的思路很大胆，因为有一天，也许我们读者不再是知识产权
停留的平台，而是发展的动力了。书的组织方式也很好。
21、文化产业的专业书
22、　　Tsinghua Lib G114 H023
　　
　　中国的创意产业？
　　对个人才能、想象力合创意艺术家的重视在西方语境下引发了关注，对创意艺术的重视事实上有
助于向“聪明的系统”而非“控制的系统”转换。因为现代的艺术的价值可以有新的表现，人们对“
艺术家”的理解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艺术家长久以来被“训练”得与风险、直觉和变化为伴。正如贾
斯汀.奥康纳（Justin O'Connor）最近所言，文化部门“通常是创新性的，通过一种直觉式的沉浸来对
市场做出预期和反应，乐意打破规则，超越朝九晚五的生活，在风险和失败中茁壮成长，让工作和生
活互相渗透、意义与金钱互相纠缠——这是一个前沿的部门，堪为其他部门的模范。”换言之，艺术
家成为了企业家的模版，创意企业成为了“新经济”的模范。文化从充满对立面的领域转向商业性企
业的现代化躁动，变成实施的工具。
　　中国有很多企业家，但很少去培育创新经济中关于企业家和艺术家的价值观，特别是那些具有现
代主义的、先锋的或高智力倾向的企业家和艺术家，这些价值观通常和社会上的主流商业价值观相悖
，但它们能使创意带来真正的惊喜。p14
　　
　　--------------------------------------------------------------------------
　　什么是创意产业？
　　无论是从眼前还是从长久以来的情况来看，“创意产业”这一提法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产
业的产物。从长期来看，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时的“创意艺术”和“文化工业”概念
，它也吸收了“消费者”和“公民”这些概念长期发展而来的变化。从近期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
的世界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以及交互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得以产生和发展。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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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读本》

国家，创意迎合了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想法，他们想推动“就业与GDP”，因而创意产业这一思路
在国家、城市和地区的政策制定框架中获得青睐。在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中，特别是直接培养创
意人才、培养下一代财富创造者、从事文化和媒体政策研究的大学，创意产业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美国，创意是受消费者和市场推动的，而在欧洲，它则受民族文化和文化公民身份传统的影响
。在美国和欧洲，创意产业这一概念的发展过程中，消费者与文化、市场与公民身份这些极为不同的
概念都发挥着作用。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
区，最早采用创意产业这一提法。而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创意产业这一提法目前显然还
未形成气候，创意企业和创新大都被纳入其他发展政策中去了。（p4）
　　------------------------------------------------------------------------------
　　
　　创意艺术与公民人文主义
　　创意艺术是与受财政补助的“公共”艺术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它从早期现代哲学的公民人文主义
发展而来，在18世纪得到了沙夫茨伯里（Shafterbury）伯爵和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爵士等人
的支持（参见Barrell1986，以下论述来自于他；Hartley2003：69-77中有更完整的阐述。）
　　***对于什么是公民人文主义，以及Shafterbury的思想理论，无法理解。
　　(p5)
　　-----------------------------------------------------------------------------------
　　公民与消费者——自由与舒适
　　在现代化国家中几乎人人都是消费者，然而，他们并不仅仅是消费者。消费者并不只是一个孤立
的存在。消费者和公民这两者在整个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起成长。事实上，他们是现代性的一对
连体引擎，离开这一个就不能理解另一个。这两个引擎是：对自由的渴望和对舒适生活的向
往(Hartley1996)。
　　(p7)
　　-----------------------------------------------------------------------------------
　　
　　文化工业
　　文化的工业化被斥之为“人类思想”的商品化。“文化工业”这一提法，成为蔑视大众（流行）
报纸、电影、杂志和音乐这些媒介的表达方式，认为它们“涣散”大众的阶级斗争责任和热情（左翼
知识分子）或是向贵族价值观投降（右翼知识分子）。
　　欧洲和美国在文化观上存在的巨大差异依然令人侧目。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就“战略文化”
写作时，他的下述论点在政界和报界引起轰动：在权力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上⋯⋯
　　欧洲人一直以民族方式来看待文化（如“法国文化”），因而也就以受法律约束的跨国谈判协约
来保护和推广本民族文化，并不压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美国人却以市场来界定文化，它们觉得
市场没有理由不发挥作用。市场的威力与军事力量相当——这就是美国的“霸权宣言”。（p9）
　　-----------------------------------------------------------------------------------
　　
　　公司批评与批评分析
　　创意产业的一个特点是，它们试图在人类共有的品性的基础上创造财富。受意识形态和收入水平
的影响（后者指比较穷），不少人都反对或尽量避免旨在让他人致富的活动。（本书不从“产业”而
从“人”的角度出发，正是认识到了这种憎恶心态。重要的是，不要仅仅把创意产业看作是大公司和
大企业的计策）。无论是创意本身，还是创意产业中创新赖以实现的互动媒体中，都有人决意反对产
业化。这里，从开放源代码运动到业余爱好者演剧活动、自助文化和民间文化、第三产业部门的自愿
劳动，以及由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其成本大幅度下降引起的新的表达和传播方式的可能，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
　　
　　这些变化中，必须提及的是对一些潜在的受众参与公司创意（corporate creativity）的大声拒绝，
尽管他们跃跃欲试。文化干扰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和环境保护团体已经证明他们善于利用
新媒体来批评新媒体，把大众的注意力引导到创意产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上，这些问题是“文化产业”
一些最臭名昭著的问题的延续，其中包括品牌与血汗工厂之间的联系、信通信技术和电话中心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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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读本》

联系、“新经济”对人类和文化生态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等。
　　
　　所以，即使人们相信这些发展整体上具有益处，公司批评（corporate critique）和批判分析
（critical analysis）也是必要的（Uricchio2004）。⋯⋯但是与此同时，很多受过法兰克福式批判训练的
左翼人士却直接为创意产业以及为服务于创意产业的政策、教育和政府支持部门工作。
　　这种批判性介入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结果便是政策咨询人士的产生，尤其那些为工党政府工作的
政策咨询人士，他们开始在政策话语中采用像“生态”和“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字眼。他们已经从社
会和环境活动主义者那里了解到，发展经济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方法较少的依靠大规模的工业和
公共项目（如大坝和工厂），较多的依靠综合环境下的可持续发展活动。这便是所谓的社会、环境和
经济方面的“三重底线”。因为硬件趋于微型化和可定制化，它们的交易（信息或娱乐内容，而不是
硬盘或播放机）也是无形的，所以基于创意内容和新通信技术的产业非常适合在环境和社会层面进行
可持续发展，而创新人士和企业家本身就对对立的文化价值持同情态度。他们不介意创造“可持续”
的财富，但是，他们力求把对环境的影响减低到最少，公平的与人打交道。他们与法兰克福学派一样
，对标准化大众文化的“机械复制”深表厌恶。
　　(p10)
　　------------------------------------------------------------------------------------
　　
　　文化产业政策
　　“文化产业”这一提法在充满民主和平等主张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重新进入政策领域的词汇
表。它用来推广地方性。它在说服当地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支持艺术和文化的发展以带动地区经
济发展上十分有用。同一时期，在公共政策话语中，媒体产业也被当做是“文化”产业。
　　即使像发过这样对加工业产品和武器的自由贸易相对宽松的国家，也竭力反对文化领域内的自由
贸易。“民族文化”必须得到保护，使其不受“美国化”（换种说法，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侵
犯和影响。
　　然而，即便是“文化产业”这一在道德上中立的提法，在政策语境下也被证明有局限性，因为它
没能够吧艺术和文化、文化和创意结合起来。它没有能够利用在文化生态中发展变化的社会、技术和
文化的变迁：“创意艺术”是一回事；媒体和电影这样的“文化产业”是另一回事。创意艺术是一种
凡勃伦式的（Veblenesque）显而易见的浪费，而文化产业是一种商业剥削。这两者从来就不可能相遇
，这是因为一方“令人充满敬意”，另一方充其量也就是“功利主义”罢了。
　　（p11）
　　-------------------------------------------------------------------------------------
　　
　　
　　
　　
　　
　　
　　
　　
23、本来是考研必备书目，文化产业的经典
24、很前沿的洞见。
25、也是文化产业的必读教材，当然学传播媒体的也要看
26、书还不错，慢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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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读本》

精彩书评

1、Tsinghua Lib G114 H023中国的创意产业？对个人才能、想象力合创意艺术家的重视在西方语境下引
发了关注，对创意艺术的重视事实上有助于向“聪明的系统”而非“控制的系统”转换。因为现代的
艺术的价值可以有新的表现，人们对“艺术家”的理解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艺术家长久以来被“训练
”得与风险、直觉和变化为伴。正如贾斯汀.奥康纳（Justin O'Connor）最近所言，文化部门“通常是
创新性的，通过一种直觉式的沉浸来对市场做出预期和反应，乐意打破规则，超越朝九晚五的生活，
在风险和失败中茁壮成长，让工作和生活互相渗透、意义与金钱互相纠缠——这是一个前沿的部门，
堪为其他部门的模范。”换言之，艺术家成为了企业家的模版，创意企业成为了“新经济”的模范。
文化从充满对立面的领域转向商业性企业的现代化躁动，变成实施的工具。中国有很多企业家，但很
少去培育创新经济中关于企业家和艺术家的价值观，特别是那些具有现代主义的、先锋的或高智力倾
向的企业家和艺术家，这些价值观通常和社会上的主流商业价值观相悖，但它们能使创意带来真正的
惊喜。p14--------------------------------------------------------------------------什么是创意产业？无论是从
眼前还是从长久以来的情况来看，“创意产业”这一提法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产业的产物。从
长期来看，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时的“创意艺术”和“文化工业”概念，它也吸收了
“消费者”和“公民”这些概念长期发展而来的变化。从近期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和
技术的发展，以及交互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得以产生和发展。在一些国家，创意迎
合了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想法，他们想推动“就业与GDP”，因而创意产业这一思路在国家、城市
和地区的政策制定框架中获得青睐。在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中，特别是直接培养创意人才、培养
下一代财富创造者、从事文化和媒体政策研究的大学，创意产业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美国，创意是
受消费者和市场推动的，而在欧洲，它则受民族文化和文化公民身份传统的影响。在美国和欧洲，创
意产业这一概念的发展过程中，消费者与文化、市场与公民身份这些极为不同的概念都发挥着作用。
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最早采用创意产
业这一提法。而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创意产业这一提法目前显然还未形成气候，创意企
业和创新大都被纳入其他发展政策中去了。（p4
）------------------------------------------------------------------------------创意艺术与公民人文主义创意艺
术是与受财政补助的“公共”艺术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它从早期现代哲学的公民人文主义发展而来，
在18世纪得到了沙夫茨伯里（Shafterbury）伯爵和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爵士等人的支持（参
见Barrell1986，以下论述来自于他；Hartley2003：69-77中有更完整的阐述。）***对于什么是公民人文
主义，以及Shafterbury的思想理论，无法理解
。(p5)-----------------------------------------------------------------------------------公民与消费者——自由
与舒适在现代化国家中几乎人人都是消费者，然而，他们并不仅仅是消费者。消费者并不只是一个孤
立的存在。消费者和公民这两者在整个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起成长。事实上，他们是现代性的一
对连体引擎，离开这一个就不能理解另一个。这两个引擎是：对自由的渴望和对舒适生活的向
往(Hartley1996)。(p7)-----------------------------------------------------------------------------------文化工业
文化的工业化被斥之为“人类思想”的商品化。“文化工业”这一提法，成为蔑视大众（流行）报纸
、电影、杂志和音乐这些媒介的表达方式，认为它们“涣散”大众的阶级斗争责任和热情（左翼知识
分子）或是向贵族价值观投降（右翼知识分子）。欧洲和美国在文化观上存在的巨大差异依然令人侧
目。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就“战略文化”写作时，他的下述论点在政界和报界引起轰动：在权力
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上⋯⋯欧洲人一直以民族方式来看待文化（如“法国文化”），因而也就以受法律
约束的跨国谈判协约来保护和推广本民族文化，并不压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美国人却以市场来
界定文化，它们觉得市场没有理由不发挥作用。市场的威力与军事力量相当——这就是美国的“霸权
宣言”。（p9）-----------------------------------------------------------------------------------公司批评与批
评分析创意产业的一个特点是，它们试图在人类共有的品性的基础上创造财富。受意识形态和收入水
平的影响（后者指比较穷），不少人都反对或尽量避免旨在让他人致富的活动。（本书不从“产业”
而从“人”的角度出发，正是认识到了这种憎恶心态。重要的是，不要仅仅把创意产业看作是大公司
和大企业的计策）。无论是创意本身，还是创意产业中创新赖以实现的互动媒体中，都有人决意反对
产业化。这里，从开放源代码运动到业余爱好者演剧活动、自助文化和民间文化、第三产业部门的自
愿劳动，以及由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其成本大幅度下降引起的新的表达和传播方式的可能，凡此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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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而足。这些变化中，必须提及的是对一些潜在的受众参与公司创意（corporate creativity）的大
声拒绝，尽管他们跃跃欲试。文化干扰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和环境保护团体已经证明他们
善于利用新媒体来批评新媒体，把大众的注意力引导到创意产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上，这些问题是“文
化产业”一些最臭名昭著的问题的延续，其中包括品牌与血汗工厂之间的联系、信通信技术和电话中
心之间的联系、“新经济”对人类和文化生态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等。所以，即使人们相信这些发展
整体上具有益处，公司批评（corporate critique）和批判分析（critical analysis）也是必要的
（Uricchio2004）。⋯⋯但是与此同时，很多受过法兰克福式批判训练的左翼人士却直接为创意产业以
及为服务于创意产业的政策、教育和政府支持部门工作。这种批判性介入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结果便
是政策咨询人士的产生，尤其那些为工党政府工作的政策咨询人士，他们开始在政策话语中采用像“
生态”和“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字眼。他们已经从社会和环境活动主义者那里了解到，发展经济需要
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方法较少的依靠大规模的工业和公共项目（如大坝和工厂），较多的依靠综合环
境下的可持续发展活动。这便是所谓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方面的“三重底线”。因为硬件趋于微型化
和可定制化，它们的交易（信息或娱乐内容，而不是硬盘或播放机）也是无形的，所以基于创意内容
和新通信技术的产业非常适合在环境和社会层面进行可持续发展，而创新人士和企业家本身就对对立
的文化价值持同情态度。他们不介意创造“可持续”的财富，但是，他们力求把对环境的影响减低到
最少，公平的与人打交道。他们与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对标准化大众文化的“机械复制”深表厌恶
。(p10)------------------------------------------------------------------------------------文化产业政策“文化
产业”这一提法在充满民主和平等主张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重新进入政策领域的词汇表。它用来
推广地方性。它在说服当地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支持艺术和文化的发展以带动地区经济发展上十
分有用。同一时期，在公共政策话语中，媒体产业也被当做是“文化”产业。即使像发过这样对加工
业产品和武器的自由贸易相对宽松的国家，也竭力反对文化领域内的自由贸易。“民族文化”必须得
到保护，使其不受“美国化”（换种说法，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犯和影响。然而，即便是“
文化产业”这一在道德上中立的提法，在政策语境下也被证明有局限性，因为它没能够吧艺术和文化
、文化和创意结合起来。它没有能够利用在文化生态中发展变化的社会、技术和文化的变迁：“创意
艺术”是一回事；媒体和电影这样的“文化产业”是另一回事。创意艺术是一种凡勃伦式的
（Veblenesque）显而易见的浪费，而文化产业是一种商业剥削。这两者从来就不可能相遇，这是因为
一方“令人充满敬意”，另一方充其量也就是“功利主义”罢了。（p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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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创意产业读本》的笔记-第13页

        作为消费者，我们对舒适、美和价格感兴趣；而作为公民，我们对自由、真理和公正推崇备至。
然而，自由与舒适、真理与美、公正与价格机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晰地融合在一起了。自我的新
城就诞生于它们的结合点：人们对公民权的体验开始像是作为消费者的体验。

2、《创意产业读本》的笔记-第158页

        赛博剧 cyberdrama——珍妮特·H.默里

超级电视剧（hyperserial） 互联网+电视剧
在网络上扩展剧集细节，支线情节或配角故事，填补戏剧中的叙事空白，将电视情节扩展到更加多元
复合的叙事世界，而观众可以自由选择。
在构思精巧的超级连续剧中，所有的次要角色都有可能成为自己故事的主角，在扩大的故事网络中提
供另一种故事线索。观众在这种实时进行的并置、多种不同人生的交汇中、对相同事件的不同感受和
视角中获得观赏愉悦。超级连续剧的结尾也不会像标准的冒险戏剧那样单一，更像一种解决性的合音
，若干互有重叠的视角聚焦在一起。
移动观众的电影未来的电影观众所欣赏到的可能会是一种视觉呈现和若干音轨的综合。屏幕中所说的
全部言语都储存在某个音轨上，每个人都能听到，但是不同角色各自私下的想法却只能在他们自己的
音轨上听到......观众可以选择跟哪个主角站在同一阵营，这样不同的观众在观看相同场景时，所获的
信息变大不一样。
的确使同一部电影的多次观看成为可能，但显然更适合DVD发行或网络播放而非影院使用。
移动观众+赛博剧——以特定视角进行观看，或是到剧情发生现场了解更多细节（周播剧适用）

其实以上的设想，还挺可怕的......

3、《创意产业读本》的笔记-第170页

        ......将人类关系的世界分为“有限的游戏和无限的游戏”。其区别在哪里？对于前者，游戏的目的
是选择一个胜利者，而对于后者则是将游戏永远进行下去。顺便提一句，后者正是典型的孩子游戏，
也是作者灵感的主要来源。毫无疑问，时尚是一场无限的游戏，因为没有人会有兴趣开启终极潮流、
最后的潮流。
时尚产业与社会身份的建构，文化是创意的驱动力。

4、《创意产业读本》的笔记-第44页

        非主流和业余爱好者们的活动支出了社会与经济动态中的一些批评性主题，创意产业一词的发明
就是为了应对和描述介于产权和自由、工作与个人自我实现、持异议者与政府之间的这种张力。

5、《创意产业读本》的笔记-第11页

        “文化产业”这一提法在充满民主和平等主张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冲你想呢进入政策领域的
语汇表。它用来推广地方性。它在说服当地政府支持艺术和文化的发展以带动地区经济发展上十分有
用。电视、电影和音乐等流行商业被冠以“文化产业”之名，以便在国家文化政策的保护伞下得到发
展。

6、《创意产业读本》的笔记-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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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长期看来，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时的“创意艺术”和“文化工业”概念，它吸
收了“消费者”和“公民”这些概念长期发展而来的变化。从近期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经
济和技术发展，以及交互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得以产生和发展。在一些国家，创意
迎合了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想法，他们想推动“就业与GDP”，因而创意产业这一思路在国家、城
市和地区的政策制定框架中获得青睐。

7、《创意产业读本》的笔记-第5页

        “创意产业”结合了——然后又大大改变了——两个旧有概念，即创意艺术和文化工业。这一转
变很重要，因为它把艺术（即文化）直接与传媒娱乐（即市场）等大规模产业联系了起来。它提出了
跨越精英与群众，艺术与娱乐，接受资助与商业化，高雅与庸俗之间的差别的可能性，这些差别困扰
着政界和学术界对创造力和创新的思考，尤其是那些有着欧洲公共文化传统的国家。...在最广泛的分
析层面上，创意产业的概念的确是从解释当代传播行为和公司媒体如何对国际范围内的叙事方式、故
事和编码等基本的文化结构进行重构这一点着眼的。

8、《创意产业读本》的笔记-第4页

        “创意产业”这一概念，试图以新知识经济中的新媒体技术发展为背景，描述创意艺术（个人才
能）和文化工业（大规模）在概念和实践层面上的融合，供新近才实现互动的“公民-消费者”所用。

9、《创意产业读本》的笔记-第36页

        对一些人来说，开放源代码是一种技术手段；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爱好；对许多人来说，
它是一个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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