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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制约嘉定区文化活力进一步提升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一、当前嘉定区文化活力排名总体概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

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嘉定素有“江南文化历史名城”

之美誉，其中嘉定古城距今已有 780 年的历史，而南翔古镇更以 1500

多年的历史成为上海四大历史名镇之一。如今，在嘉定区委、区政府

的关心重视下，嘉定也正在立足传统，赋能传统文化，创新打造“新

文化”，积极提升文化软实力，激发文化新活力。 

《长三角中小城市发展报告文化篇》（以下简称：报告）基于文

化政策、文化禀赋、文化产业、文化参与、文化包容，这五大维度对

60 个长三角中小城市（区、县）进行排名。基于 2021 年数据分析的

排名结果显示，嘉定区文化活力综合排名位列第三，凸显出嘉定区在

城市文化活力上的发展积淀与未来潜力。具体来看：文化政策方面，



嘉定区排名第二十八，排名相对靠后，且落后于上海五大新城的奉贤

区和松江区；文化禀赋方面，嘉定区位列三十名之后，位次在上海五

大新城的松江区和青浦区之后；文化产业方面，嘉定区排名第四，处

于强势地位，仅次于上海五大新城的松江区；文化参与方面，嘉定区

排名第六，同样位于强势区间，并且领先于上海其他新城；文化包容

方面，嘉定区排名第三，亦处于强势地位，显示出嘉定区城市文化的

强大和自信，仅次于上海五大新城的松江区。 

综合来看，嘉定区在城市文化活力五大维度上排名“冷热不均”，

在文化产业、文化参与和文化包容维度上实力强劲，而在文化政策和

文化禀赋维度上则稍显不足。 

 

二、当前制约嘉定区文化活力提升的突出问题 

（一）与文化相关的政策制定认识站位还不够高 

中国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都决定了文化活力的创造最终由政府所

引导。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文化活力的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无论是

城市文化政策的制定，还是城市文化的建设与规划，最终落脚点都归

于政府。嘉定区成功打造的横沥河文化水脉，以及近两年重点打造的

西门文化历史街区都是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典型范例。 

     在文化政策这一维度，报告基于近五年（2016-2021）以来文化

政策发布条数、地区文旅发展规划发布情况、文旅体育传媒支出这三

项二级指标数据分析表明，嘉定区得分 33.41，排名第二十八位，与

因得分 89.57 而排名首位的浙江省龙泉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特别是

在文化政策发布数量这一指标上，嘉定区只有 9 条，不但落后于长三



角其他中小城市，还落后于所有参与排名的上海非中心城区。这说明，

当前嘉定区对文化相关的政策制定认识站位还不够高，亟需加强。 

（二）对本地非遗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力度还不够强 

嘉定区虽然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主

要集中在区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不足。报告统计结果显示，

嘉定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为 5，大幅落后于以 28 项而排名首

位的浙江省永康市。即便是与所有参与排名的上海非中心城区相比，

嘉定区也仅好于 4 项的宝山区，同首位的松江区 10 项还有不少差距。 

然而，嘉定区还有许多具有非遗价值的传统技艺、民俗文化、传

统音乐、传统戏曲等，如嘉定盆景技艺、南翔灯谜、外冈田山歌、嘉

定锡剧等，这些都是值得保护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嘉定

区应加强对本地非遗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力度，争取更多的项目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嘉定的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实力和水平还不够精 

城市要有活力必须要创造吸引众多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的市场环

境，只有在这种氛围下，市场主体才有创业创新的意愿，通过创业创

新，城市才有活力。文化企业支撑了城市的文化活力，而文化产业园

区作为文化企业积聚的载体，也即是创新活力的代表。报告分析结果

显示，嘉定区文化产业指数排名第三，文化产业整体实力虽强，但却

面临着强而不大，整体发展实力和水平还不够精的尴尬局面。 

1.标志性文化企业数量偏少。报告统计结果显示在文化产业园区

数量、文化上市公司数量、标志性文化企业数，这三个二级指标上，

嘉定区都进入前十位次。然而，嘉定区标志性文化企业只有 44 家，虽



也排名第十，但远落后于以拥有 111 家标志性文化企业而排名首位的

奉贤区，同时也落后于其他进入样本的上海非中心城区。 

2.文化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在四类标志性文化企业

中，嘉定区商业服务业和文化体育娱乐业均有 18 家，而文化制造业企

业只有 5 家，信息服务业企业只有 3 家。浙江省义乌市以 15 家标志性

文化制造业企业排名首位，宝山区也以 20 家标志性信息服务业排名首

位。这些说明，嘉定区文化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发展不平衡。 

3.文化影响力偏弱。在文化产业另一个二级指标人均旅游收入方

面，嘉定区排名却在三十位之后。嘉定区人均旅游收入低于 1000 元，

与距离排名首位的江苏省张家港市的 2042.37 元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文化旅游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一环，这也就说明虽然嘉定区文化产

业整体实力较强，但文化影响力却偏弱，对游客缺乏吸引力。 

 

三、进一步提升当前嘉定区文化活力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亟待提升文化思维品质，争当文化发展的领头羊。 

1. 政府应增强对文化内涵的理解。政府是文化活力建设的主导者

和参与者，政府官员就是引领者的角色，许多文化项目的制定和落实

较易受到领导者的影响。（1）政府应减少文化政策执行的不确定性。

政府官员要理解美、欣赏美、维护美，这样就可以在文化政策制定时

候避免因时间差异而造成审美的不断变换，减少文化政策执行的不确

定性。（2）政府应保持文化政策制定的连续性。既然政府官员起着引

领和主导的作用，增强对美的欣赏和理解就可以避免因政府官员换届

或者职位调整而导致的文化政策制定的中断，从而保持文化政策制定



的连续性。 

2. 政府要积极引领社会共同创造文化活力。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嘉定区在文化资源供给上具备很强优势，如全球最佳

公共图书馆的嘉定图书馆、我嘉书房、远香文化环等，但在其他方面

还需政策发力。（1）鼓励文化创新。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基金，资助文

化创新、文化艺术作品的创作和发表。（2）引导文化消费。政府可以

通过购买文化产品、举办文化活动等方式，引导社会公众增加文化消

费。（3）加强文化教育。政府可以加强文化教育，提高人们的文化素

养和文化认知水平，增强市民对文化的热爱和参与意识。 

（二）赋能传统文化，创新打造“新文化”。 

1. 深挖文化底蕴，展现古城魅力。历史文物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

之一，对其保护能够加深传统文化在当代人心灵中的印记与效用。嘉

定共有不可移动文物 187 处，即将启动的对法华塔和嘉定孔庙的大修，

将会对孔庙的内部布局和展陈将进行更新，而法华塔在修缮完工后也

将开放登塔服务。通过修缮，市民游客将可以更加深入感受古城魅力。

在此基础上，可以积极推广“西门历史文化街区”模式，通过历史街

区的保护与再生，继续深入探索文创园区、商业街区、居民社区联动

形式，实现传统文化的活力内生，推升嘉定文化升级。 

2.打造嘉定“新文化”，激活文化新势力。汽车是嘉定的支柱产

业，汽车文化作为“新文化”的代表，也是嘉定着力打造的文化名片。

以上海汽车文化节为龙头，布局带动新城远香湖艺术节、国潮游园会

等文化旅游品牌活动，积极提升景区服务配套水准，开发古镇民宿，

注入非遗教学等文化体验，通过高品质服务让文化“活起来”。 



（三）夯实基础，助推文化产业提质增效。 

1.借助人才优势，提高文化企业创新能力。我们此前《长三角中

小城市发展报告人才篇》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嘉定区在研发经费支出、

发明专利拥有量、人才规模、人才创新、人才创业等方面具备很强优

势。嘉定区拥有像同济大学、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上海光机所等高

水平科研平台，可以通过利用大学资源，挖掘科研院所的能量，发挥

学科、人才、技术的优势。同时，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加强对文化企

业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支持，推动文化企业不断创新，不断提高产品

质量和服务水平，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2.以数字化赋能，推动软件、工业设计等新兴文化制造业发展，

实现文化制造业“弯道超车”。嘉定区在传统文化产品制造业方面不

具备优势，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赋能，推动软件、工业设计等新兴文

化制造业发展。特别是加快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前沿技术的创

新应用和成果转化，大力培育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的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 

3.以世界级汽车产业论坛和 F1 中国大奖赛为契机，加强信息文

化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强文化企业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促进文化

企业之间的互相学习和借鉴，能够提高整个行业的水平和竞争力。嘉

定区可以借助“中国汽车论坛”和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中国大奖赛

的影响力，吸引国内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信息文化产业同嘉定区信息

文化产业之间的合作，甚至可以“筑巢引凤”，吸引优质的信息文化

类企业落户嘉定。 

撰稿人：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长三角一体化研究所  梅燃 



附件：            长三角中小城市文化活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城市 

文化 

活力 

指标 

体系 

文化政策 

 

每万人文化经费投入 

五年来文化政策发布条数 

地区文化发展规划 

文化禀赋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 

4A 级及以上景区数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 

标志性人物数 

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园区数 

文化上市公司数 

人均旅游收入 

标志性文化企业数 

文化参与 

 

每万人电影院数 

人均图书馆藏书量 

每万人体育馆数 

每万人文化馆（站）数 

文化包容 

 

每百万人麦当劳数 

每十万人咖啡馆数 

每十万人英语培训机构数 

外来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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