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应用数学进展, 2025, 14(3), 84-91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am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5.143094  

文章引用: 王广通, 岳庆增, 杨德超, 姚天宇. 关于文化产业推动青岛市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J]. 应用数学进

展, 2025, 14(3): 84-91. DOI: 10.12677/aam.2025.143094 

 
 

关于文化产业推动青岛市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研究 

王广通，岳庆增，杨德超，姚天宇 

青岛黄海学院大数据学院，山东 青岛 
 
收稿日期：2025年2月5日；录用日期：2025年2月28日；发布日期：2025年3月7日 

 
 

 
摘  要 

本文聚焦青岛市文化产业与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通过构建涵盖“文化消费与市场”及“文化建

设和活动”的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计算2012~2022年的综合得分，显示青岛市经历了从发展初期到快

速成长再到疫情后的恢复。面对文化制造业薄弱、资源分布不均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等挑战，建议加速

数字化转型，强化数字内容创新，打造区域性文化消费集群，深化文化旅游融合，优化政策支持和产业

结构，以促进文化产业与城市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实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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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ngdao’s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of the city’s economy. By constructing an evaluation system covering “cultural consump-
tion and market”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activities”, and using the entropy weight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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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alculate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for the period of 2012~2022, it shows that Qingdao has expe-
rienced from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to rapid growth and recovery after the epidemic. In the 
face of challenges such as weak cultur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neven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uncertainty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accele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engthen digital content innovation, create regional cultural consumption clusters, deepen the inte-
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optimize the policy suppor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with the urban economy, and to help achieve 
the goal of a modernized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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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并对“十四五”时期推进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行了战略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支撑。文化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强，事关国家前途命运、民族

发展进程和人民利益福祉。为了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既是文化强国

的经济基础，也是其创新引擎和传播媒介。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密

切的关系，文化产业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还能改善社会福祉和环境保护，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环

境的协调发展。青岛市致力于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

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青岛市文化产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仍然面临区域发

展不平衡、文化制造业薄弱等挑战，本文将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找出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2. 文献综述 

卢芮瑶(2024)通过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方法来缓解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化

产业的发展困境。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方法有效地提升了乡村文化产业的数字化水平，促进了其健康发

展[1]。罗丹(2024)等，利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并分析福建省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提出可

以从乡村生态优势，数字文化产品创新等方面提高乡村数字化建设的措施[2]。魏和清(2024)等，通过测度

2012 年至 2021 年的全国和省域文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利用核密度估计、Dagum 基尼系数和收敛模型

等方法探究文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空间分异与收敛性，得出要优化全国文化资源的空间布局，从而引

导区域间文化产业链现代化良性协调发展[3]。 
Rashid Latief (2024)等利用 2011~2019 年中国 30 个省份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固

定效应、广义矩估计(GMM)和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模型，得出数字经济与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之

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Mensah James Kwame (2023)通过对加纳大阿克拉地区两个集会中的城市农

业家和城市地方当局进行焦点小组讨论和关键知情人访谈，获取了有关都市农业在城市地方经济中作用

的数据。发现如果得到适当的支持，都市农业可以显著改善当地经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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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域发展现状 

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文化产业和城市经济这两个领域的重要性和相互关系，本研究将视野扩展到全

国范围，考察各省份文化产业与城市经济的发展情况。这不仅有助于揭示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还能为

青岛市的文化产业发展和城市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近年来，全国各省的文化产业与城市经济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22 年全

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165,50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其中，文化服务业和文化批发零售业表现尤

为突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84,401 亿元和 29,169 亿元，增长率分别为 1.7%和 3.0%。相比之下，文化制

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51,932 亿元，但比上年下降 1.1%。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中部、东北地区的文化产

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1.2%、1.8%和 0.3%，而西部地区则下降 1.1%，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依然存在。

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文化产业和城市经济发展较快，而西部和东北地区相对滞后[6]。 
2021 年，山东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达 2782 家，实现营业收入 6152.4 亿元，同比增长

24.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8.4 个百分点；营业利润 231.3 亿元，同比增长 33.3%。在文化消费方面，山

东省连续五年举办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活动，省市县三级财政共发放文旅惠民消费券 6.26 亿元，直接

拉动消费 29.5 亿元，间接带动消费 624.2 亿元。城市经济方面，山东省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推进。济南、

青岛、烟台三市合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8680.2 亿元，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42.0%。山东省在文化

产业和城市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需继续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文化产

业和城市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7]。 

4. 文化产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构建 

(一) 构建原则 
1. 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本文指标体系的构建以科学理论和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确保具备充分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相关数

据主要来源于权威官方网站，确保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所选指标能够准确反映文化产业对青岛市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内在特征，并且具备实际操作性和数据可获取性。科学性原则为指标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依据，而可操作性原则则确保了理论成果能够有效转化为具体的评估实践，从而提升评价体系的应用价

值与实施效果。 
2. 系统性与针对性 
在评价文化产业对青岛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时，必须全面涵盖各个相关方面，避免片面性或忽

视关键要素。评价体系应从多维度、多层次进行分析，构建一个全面且综合的评估框架。与此同时，针

对性原则要求指标体系紧密围绕评价目标，精准反映关键特征。通过系统性和针对性原则的有机结合，

既确保了评价的全面性，又能够聚焦于最为关键的指标，从而提升评价体系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3. 动态性与时效性 
要求指标能够灵活应对环境、政策和技术的变化，并且能够适时调整和优化。同时，所使用的数据

应该是最新的，反映当前实际情况，避免采用过时的数据。在青岛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某些文

化产业可能因市场需求或政策变动而受到影响。因此，结合动态性和时效性，及时调整指标的权重与内

容，获取最新数据，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为准确的参考。这样不仅有助于减少资源浪费，还能提升

评估的经济性和操作效率。 
(二) 构建理论基础 
1. 指标构建逻辑 
首先以“文化消费与市场”作为一级指标，该指标旨在衡量文化产业对地方经济的直接贡献，包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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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于文化产品的销售、文化服务的提供以及由此带来的旅游收入等，反映了文化市场的活力和消费者

的偏好。其次，“文化建设和活动”作为另一项一级指标，侧重于评估政府及社会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

资、文化活动的举办频率及其规模、参与度等方面，这些不仅能够提升市民的文化生活质量，也是吸引

外部投资、促进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手段。通过这两个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可以全面了解文化产业

如何通过激发市场需求和优化供给结构，推动青岛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促进社会和谐与文化的繁

荣。 
2. 细分评价指标 
在构建“文化消费与市场”一级指标时，通过设置“居民消费结构”和“文体用品销售额”两个二

级指标，分别细分为“教育文化娱乐人均消费支出情况(元)”、“教育文化娱乐人均消费支出增长(%)”、

“教育文化娱乐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以及“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商品销售总额(万元)”、“文

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销售总额(万元)”和“文化办公用品类销售总额(万元)”，共六个三级指标，

全面评估居民文化消费的现状、增长趋势及消费结构，以及文体用品市场的销售状况，反映文化产业对

青岛市经济的贡献。同时，在“文化建设和活动”一级指标下，设立“公共文化建设”、“文化产业从

业人员”、“文化产业经济效益”和“文化演出活动”四个二级指标，细分为多个三级指标，如“群众

文化事业(个)”、“话剧团(个)”、“戏曲剧团(个)”、“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按行业分法人单位数(个)”、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就业人员人数(万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就业人员人数_女性(万人)”等共

12 个，从不同角度评估公共文化设施的数量和种类、文化活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各类文化演出的

频次和观众参与度，全面衡量公共文化建设水平和文化活动的活跃程度，为推动青岛市文化产业发展和

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持，详情见表 1。 
 
Table 1. Construction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表 1. 评价体系指标构建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属性 

文化消费与

市场 A1 

居民消费结构 B1 

教育文化娱乐人均消费支出情况(元) C1 + 

教育文化娱乐人均消费支出增长(%) C2 − 

教育文化娱乐占消费支出的比重(%) C3 + 

文体用品销售额 B2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商品销售总额(万元) C4 +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销售总额(万元) C5 + 

文化办公用品类销售总额(万元) C6 + 

文化建设和

活动 A2 

公共文化建设 B3 

群众文化事业(个) C7 − 

话剧团(个) C8 + 

戏曲剧团(个) C9 + 

文化产业从业人员 B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按行业分法人单位数(个) C10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就业人员人数(万人) C11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就业人员人数_女性(万人) C12 − 

文化产业经济效益 B5 

话剧团演出收入(万元) C13 + 

戏曲剧团演出收入(万元) C14 + 

文工团(艺术团)演出收入(万元) C15 − 

文化演出活动 B6 

戏曲剧团演出场次(次) C16 + 

文工团(艺术团)演出场次(次) C17 − 

文工团(艺术团)观众人数(万人次) C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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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熵权法模型构建 
熵权法(Entropy Weight Method, EWM)是一种通过信息熵计算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方法。其基本思路

是通过分析数据的分布情况，确定各个指标的重要性，从而得出相应的客观权重。本文将采用熵权法来

对指标求得权重，并通过熵值和权重，最终计算出青岛市文化产业各个指标的综合得分。 
1. 选取青岛市 m 年数据，n 个指标。 
xij 表示第 i 时间 j 个指标(i = 1, 2, 3, …, m; j = 1, 2, 3, …, n)在构建文化产业对青岛市城市经济可持续

发展指标决策分析中，有些指标是正向指标(指标值越大越好)，而有些指标是反向指标(指标值越小越好)。
由于所搜集到的数据单位不同以及数值差异大，为了能将不同量纲和方向的指标转化到一个可比的尺度

上，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不同指标的值转换到相同范围([0,1])。 
2. 指标数据标准化 
正向指标： 

( )
( ) ( )

min

max min
ij j

ij
j j

x x
x

x x

−
′ =

−
 

反向指标： 

( )
( ) ( )

max

max min
j ij

ij
j j

x x
x

x x

−
′ =

−
 

3. 计算每个指标的比例： 

1

ij
ij m

iji

x
p

x
=

′
=

′∑
 

其中 pij 表示第 i 时间 j 个指标上的比例。 
4. 计算信息熵： 

( )1 lnm
ij ij ijiE k p p

=
= − ∑  

其中
( )
1

ln
k s

m
= 是一个常数，确保熵值范围在[0, 1]之间。 

5. 计算权重： 

( )1

1

1
j

j n
jj

E
w

E
=

−
=

−∑
 

其中 wj 表示第 j 个指标上的权重，计算结果见表 2。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indicator weights and calculation of composite scores  
表 2. 权重和综合得分结果表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A1 0.1704 

B1 0.0721 

C1 0.0266 

C2 0.0368 

C3 0.0086 

B2 0.0983 

C4 0.0427 

C5 0.0170 

C6 0.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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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2 0.8296 

B3 0.3753 

C7 0.0631 

C8 0.2025 

C9 0.1097 

B4 0.1160 

C10 0.0373 

C11 0.0417 

C12 0.0370 

B5 0.1931 

C13 0.0518 

C14 0.0701 

C15 0.0712 

B6 0.1451 

C16 0.0437 

C17 0.0551 

C18 0.0464 
 

6. 计算综合得分： 

1
n

j j ijjS w x
=

′= ∑  

其中 Sj 表示第 j 个指标上的综合得分，通过权重算出 2012~2022 年的综合得分，见表 3： 
 

Table 3. Composite score results  
表 3. 综合得分结果表 

年份 综合得分 

2012 0.2297 

2013 0.1579 

2014 0.1835 

2015 0.1705 

2016 0.3349 

2017 0.4362 

2018 0.4886 

2019 0.3814 

2020 0.1793 

2021 0.1718 

2022 0.1674 

5. 结果分析 

(一) 权重分析 
文化建设与活动占比高达 82.96%，说明青岛市的文化建设和活动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领域。 
通过对居民消费结构、文体用品销售额、公共文化建设、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文化产业经济效益以

及文化演出活动等二级指标的分析可以看出，青岛市不仅拥有较高的文化娱乐消费意愿和较大的市场需

求，还在公共文化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并且通过丰富的文化产业人力资源和活跃的文化演出活动，

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文化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融合发展模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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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良性循环，为青岛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各指标的权重反映了不同领域的重要

性，共同推动了青岛市在文化融合方面的成功实践。 
三级指标中，青岛市在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上展示了显著成效，通过大力发展戏曲剧团

和文工团(艺术团)，不仅实现了演出收入、场次及观众人数的稳健增长，如戏曲剧团和文工团分别达到

70,068 万元和 71,228 万元的年收入，而且吸引了大量观众参与，彰显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持续吸

引力。与此同时，青岛市拥有广泛的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源支撑，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单位数量达 3738 个，

从业人员超过 4.1 万人，其中女性从业者占比高达 88.7%。居民对教育文化娱乐的人均消费支出为 26,643
元，占总消费支出的 8.645%，显示出强劲的文化消费需求。 

(二) 综合得分分析 
2012~2022 年这十年，青岛市文化产业综合得分呈现先波动后提升、再小幅回落的总体趋势。 
2012~2016 年处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初期，综合得分在 0.17~0.23 之间，呈现较低水平。这表明此阶段

青岛市文化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化运作模式仍在探索阶段。 
2016~2019 年处于快速发展期，这一阶段综合得分明显提升，从 2016 年的 0.3349 跃升至 2018 年的

0.4886，增长幅度显著。 
2020~2022年处于疫情挑战与恢复期，这一阶段综合得分从2019年的0.3814骤降至2020年的0.1793。

尽管 2021 年后略有回升，但整体得分仍低于疫情前水平。 
(三) 面临的挑战 
尽管青岛市在文化建设与活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面临一些内部结构性问题和外部环境变

化带来的挑战。首先，文化产业内部结构不均衡，文化制造业相对薄弱，其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不及

服务业和其他领域，现代化水平有待提升。这不仅体现在技术应用、管理机制上，也反映在商业模式的

探索中。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协同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以确保各类文化资源高效利用，并缩小不同区

域间的发展差距[8]。 
其次，文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尚需优化。虽然青岛市有丰富的文化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源支撑，但在

产业链上下游衔接上仍有不足。例如，内容创作和研发环节与市场营销和服务推广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

影响了优秀作品的市场反响。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如何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文化品牌，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9]。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文化消费和活动产生了重大冲击，特别是新

冠疫情的暴发，导致许多文化活动取消或推迟，线下演出市场遭受重创，居民文化消费意愿下降。尽管

疫情后情况有所好转，但其影响尚未完全消散，未来仍需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变化，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最后，女性从业者和某些弱势文化领域的支持力度还需加强。数据显示，女性从业者的比例较高，

但在职业发展和薪酬待遇上可能遇到更多障碍。同时，部分传统文化形式如民间艺术因缺乏关注和支持，

正逐渐失去传承和发展机遇。政府和社会各界应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等方式，为这些群体创造更好

的发展条件，确保文化产业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推动青岛市文化产业更加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6. 青岛市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优化路径与政策建议 

(一) 构建数字文化创新生态系统 
实施数字文化企业梯度培育计划[10]。建立“数字创意实验室 + 产业加速器 + 应用场景开放”三级

培育体系，每年遴选 20 家初创企业入驻市级数字文化孵化基地，提供为期 3 年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研发投入抵免比例提升至 150%)。联合海尔 COSMOPlat 工业互联网平台，搭建文化内容智能生产系统，

2025 年前完成 10 个传统文化 IP 的数字化改造工程(如崂山道教文化 VR 数据库建设)。 
实施数字文化产权交易平台建设方案。依托青岛国际版权交易中心，2024 年启动区块链版权存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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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建立创作者数字身份认证机制，实现创作–登记–交易全流程可追溯[11]。制定《数字文化资产分类

评估标准》，设立文化数据资产评估中心，与青岛产权交易所合作开发数字版权质押融资产品。 
(二) 构建政策保障体系 
实施数字文化人才“梧桐计划”。设立专项人才引进目录，对数字艺术设计师、文化遗产数字化工

程师等紧缺人才，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综合补助(含购房补贴、项目启动资金)。推动驻青高校开设数字文

化产业微专业，与海信集团共建 XR 内容制作实训基地，年培养规模达到 1000 人。 
建立文化科技金融创新试验区。设立总规模 50 亿元的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基金，对采用 AI 创作、区

块链确权等技术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贴息(基准利率下浮 30%)。试点数字文化产品跨境贸易便利化措

施，在自贸试验区设立数字文化保税仓库，简化 VR 设备、动作捕捉器材等进口通关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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