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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作为发展聚力的孵化器和加速器，是许多出版集团将“资产存量”变“发展增量”的着力

点。数字出版产业园、文化出版产业园、科技文化园……园区名称各异，但核心是通过文化出版相

关产业集聚，促进业务转型和融合升级，打造文化新地标。

当出版行业处在从传统产业向融合创新转型的关键期，出版产业园如何助推这一变化？是利

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加速“出版+”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文化创意生

态系统?还是着力加强品牌建设，塑造具有鲜明特色和高辨识度的品牌形象，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

人才加入，推动园区产业的持续发展？再或是建立健全园区的管理体制和服务机制，提供高效、优

质的服务，设立专业孵化器为初创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优化创新生态，加速创意成果转化？抑

或是通过与高校及科研机构深度合作，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的有机融

合，提升园区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并为园区企业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和人才保障？

本期报道重点关注天津出版集团的天津数字出版产业园，以及山东出版集团的济南国际创新

设计产业园和舜博创意产业园，展示出版集团如何引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唤醒”和“盘活”传

统业务板块，这些园区的投资运营、迭代升级、产能效益、科技创新和重点规划等情况如何，出版产

业园还能成为“吸金王”吗？

盘活存量资产、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呈

现多点开花之势。在坐落于天津美术印

刷厂旧址的天津数字出版产业园中，数字

科技与传统出版产业碰撞出多彩的火花，

智慧教育、游戏电竞、网络文学、数字出版

等新业态不断涌现。

思定而动
“盘活”闲置老厂区

天津数字出版产业园前身为天津美

术印刷厂，是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承担彩色

印刷业务的专门机构。由于环境污染和

噪声等原因，天津美术印刷厂在2010年迁

出至天津市东丽区，现有厂区自此长期闲

置。10余年间，这里杂草遍生、山墙倾斜，

多处建筑被鉴定为危房。厂区共包含13

栋建筑，主要为单层建筑搭配个别二三层

砖楼，总占地面积 30 亩，地上建筑面积 1

万余平方米。

旧厂区属于国有资产，长期闲置造成

了极大浪费。2020年，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处在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节

点上，亟须搭乘时代前进的列车，唤醒“沉

睡”的价值。集团下决心将闲置老厂区进

行重新规划和“盘活”，为企业转型升级提

供新的载体和阵地，同时吸引出版产业链

上下游的链上企业进驻，共同推动出版产

业向数智化转型升级。

规划之初，我们就考虑未来园区应该

如何更好地投入使用。规划不仅是建筑

设计、建设施工层面的思考，重建园区的

核心更应该是如何打造出一个生态体

系。集团借鉴互联网行业的思维模式，从

使用场景、适应人群、市场方向、赢利模式

等方面统筹把握和反复推敲，力求园区的

整体规划和建设思路从形式到内容都符

合未来长期的发展需要。

如今，传统出版行业走到了新的十字

路口，数字化浪潮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阅读习惯发生了

巨大改变。在转型过程中，天津出版传媒

集团如何迎接挑战，可以利用哪些业态助

推转型？这考验着出版人的智慧和眼界。

守正创新是总的基调，集团自始至终

坚持着这样的原则：在出版领域内对产业

园进行转型升级改造，而不是抛弃主业、

另起炉灶，吸引相关企业聚合到一起，打

通上下游产业链，形成数字产业生态，同

时为集团的数字化转型探索出新的发展

模式，打造新的增长点。

在天津市河西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天津数字出版产业园克服了危重建筑多、

工程量大、工期紧等困难，于2023年10月

底竣工验收，并通过边建设边招商的方

式，吸引入园企业，目前租用面积已超过

可供招租面积的90%。

目标导向
培育“文化+科技”新业态

天津数字出版产业园是如何“盘活”

的？园区发展定位明确，围绕智慧教育、

游戏电竞、网络文学、融合出版四大方向

进行产业布局。一方面，坚持“边建设、边

招商”的思路，努力吸引行业龙头企业入

驻，以龙头企业带动吸引上下游企业入

驻。另一方面，积极培育“文化+科技”新

业态，突出老厂房整体风貌保护利用，融

入天津特色工业文化元素，坚持出版融

合、产业升级。此外，园区同步完善和提

升服务保障能力，为入驻企业运营、融资、

品牌推广、宣传推介、人才引进等提供优

质服务保障，着力打造良好产业生态，为

企业发展和产业转型提供新动力。

自 2023 年 底 开 园

以来，天津出版传媒集

团的园区产业布局效应

开始显现：天津教育出

版社依托教育领域优

势，引进辽宁向日葵数

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将先进技术、人才储备、

运营渠道结合，合力打

造新领域数字智慧教育

的领军企业；凭借天津

北洋音像出版社、天津

电子出版社的游戏出版

资质，吸引全球著名游

戏引擎公司 Unity 中国

共同布局游戏发行、制

作、出海等领域，推进

游戏与教育、旅游、影

视、体育等交叉融合，

助力天津市构建游戏

产业完整生态体系；利

用出版优势和数字出

版产业园网络文学头

部作家优势，积极打造

百花网络文学谷，陆续

推出了一批重大现实题

材和历史题材的优秀网

络文学作品；大力培育天津出版国际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在国际版权贸易方面的优

势业务和版权资源，集团尝试通过资本运

作的方式盘活滨海知识产权交易中心，进

行数字版权开发。

截至目前，园区吸引了知名网络文学

作家“唐家三少”工作室、喜马拉雅科技公

司、心智互动游戏等 36 家企业和机构入

驻，汇集了众多文化、科技、媒体类头部企

业，构建了丰富多元的数字出版产业生

态，实现了“开园即营业”。

蓄池引水 以焕新聚人才

聚焦四大板块作为核心业务和发展

方向，天津数字出版产业园产业集聚的资

源优势引起多方关注。在北京经营多年

的盲人游戏企业北京心智互动科技有限

公司，已经与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成立了

天津公司，将北京的公司主体业务及公司

整体建制搬入产业园，其核心团队开发的

盲人辅助专利技术将为企业下一步发展

提供竞争优势。产业园的建立不仅聚集

了企业，还聚集了最急需的人才和技术，

打破了传统出版原有的人才局限。

此外，天津教育出版社与辽宁向日葵

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不仅是技

术和资源的合作，更是理念和观念的合

作，在开发智慧教育课程过程中编辑团

队、市场团队通过参与数字新产品开发，

不断提升个人能力以适应未来需要，这种

认知上的迭代升级是潜移默化的，对于企

业发展至关重要。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还积极涉足人工

智能领域，与武汉理工数字传播工程有限

公司（数传集团）、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深度合作，通过语料训练优化专业大

语言模型，创新使用编辑助理、智能审校

等人工智能工具，提高出版物内容文字质

量和策划、编辑、审校、营销各环节工作效

率，让编辑们第一时间接触到最新的应用

科技成果，提升工作效能。

2024年开园后，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在

天津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积极推动网络

游戏属地审批试点落户天津，并以此为契

机，集结优势出版资源和人才资源，成立了

网络游戏联审中心；同时，深化与全市各区

的合作，形成产业协作新模式，经过1年运

营，天津数字出版产业园整体年营业收入

有望达到 3 亿元。通过焕新引来的“新

凤”，让老家底再生金蛋，让“金篮子”里的

“金蛋”越来越多。

天津数字出版产业园的落成，不仅为

集团长久发展提供了后续动力，也为天津

市增添了文化交流的新平台。园区作为

提升城市文化形象、营造文化氛围的载

体，众多文化、科技类企业在此构建起完

整的产业链，园区大力培育的“出版+”新

业态也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退役”设备重新“上岗”

据山东出版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

2015年起，山东出版集团以闲置的图书仓

储中心为基础，启动了济南国际创新设计

产业园项目建设。2016年，园区一期正式

投入运营；2017年，园区二期“互联网+仓

储中心”项目开工，并于 2019 年投入运

营。截至目前，园区已投入使用面积5.5

万平方米。

该园区前身为新华书店图书储运中心，

富有浓厚的人文历史特色和工业设计风

格。园区的规划建设秉持传统和现代相融

的理念，既尽可能保留了老仓库的人文记

忆，又通过现代美学设计和功能改造赋能，

让废弃8年之久的老仓储中心重焕生机。比

如，原先的图书装卸区被改造成中庭活动

区，人们在活动空间里能感受到厚重的人文

气息；原先的车辆运输坡道被改造成特色展

厅，现在是山东省援建青海海北州绿色有机

产品展销中心，给“特色”增添了时代记忆。

在产业布局方面，济南国际创新设计

产业园以“科创+文创”为核心，在盘活传统

产业和业务格局之外，聚焦发展创意设计

和创新科技产业。园区结合山东出版集团

丰富的出版文化资源，引入互联网大数据

技术应用、VR数字媒体研发设计、智能软

硬件开发等资源，打造引领山东省出版文

化产业转型升级的产业协同发展高地。

规划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资源优势：一

是山东出版集团长期积累的文化资源优

势。二是山东省作为工业大省和教育大

省，产业基础和人才储备雄厚，推进新型

工业化过程中产生海量工业设计需求，同

时大量科教资源亟待释放，催化科创成果

转化落地的市场前景广阔。三是园区在

发展中形成的产业集聚优势和品牌优

势。园区先后吸引了科技部·国家科技领

军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济南）、中科协·国

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济南）两

个“国字号”双创基地入驻，并引入1个国

家级领军人才项目、6个院士项目、3个省

级院士专家工作站，同时与 20 余所高校

和科研机构，共建 16 个产学研交流与职

业培训合作基地，激荡出科技人才教育协

同创新的化学反应。

有了成熟的产业园改造经验，2022年

起，山东出版集团的舜博创意产业园正式开

工建设，该产业园总投资2亿元，建筑面积

1.8万平方米，2023年7月竣工，2024年1月

开始招商工作，现已实现超90％的出租率。

该园区设置了富有特色的出版主题

公园，公园内陈列着原山东新华印刷厂

“退役”的大型印刷设备，并配以“一本书

的诞生”主题墙绘，生动展现了出版编印

发的全流程。园区大厅的“出版图书展示

墙”展示了山东出版集团近年来获得殊荣

的精品图书，大厅的天幕设计采用书简形

式巧妙融入了《论语》的部分篇章，增添了

文化底蕴。

舜博创意产业园依托地理位置优势、

产业链资源优势和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

优势，主要布局文化、科技、创意等产业领

域，这些优势资源助力园区吸引相关企业

入驻，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强化技术支持

和人才培训，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提

升园区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从产业集聚到跨界融通

入驻企业的良性健康发展，以及重点

规模化项目的有序推进，可谓是园区产业

集聚、跨界融合，实现生态体系融通的坚

实基础。山东出版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

济南国际创新设计产业园自2016年运营

以来，先后有 260 余家企业入驻，园区成

功孵化培育出省市级瞪羚企业7家、高新

企业 10 家、专精特新企业 8 家、济南市

“5150 引才倍增计划”支持企业 21 家、规

模以上企业 7 家。目前在园企业 120 余

家，包括广辰科技、栋梁科技、承势科技、

叁旬建筑、云雁传媒等年产值近亿的行业

龙头企业。

重点项目投入方面，2024年，由园区

和园区企业济南玄未数字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共同创建的 VR 元宇宙沉浸式体验

剧场项目实验室已启用，多款少儿科普主

题的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正在研发。

2025年，该项目计划投入商业化运营，以

好的故事 IP 结合沉浸式体验，打造充满

年轻力的文旅新潮流。

生态体系融通方面，园区主要从两

方面入手。一是做大产业集群，释放集

聚效应。聚焦主导产业，以龙头企业为

牵引，精准招商选资，构建产业联盟，构

建上下游完整产业链。目前，由上为创

联、叁旬集创等十几家企业参与的产业

联盟，实现了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协同

开发，极大增强了整体竞争力。二是优

化产业生态，高效赋能产业创新。园区

精准对接企业需求，通过“创意设计和

创新科技与制造企业精准交流对接”活

动联动了大批山东省内优秀制造企业，

通过链接资本、人才、科研、企业资源，

营 造 独 具 优 势 全 产 业 链 创 新 生 态 平

台。目前，园区打造的多维、立体、融

合、市场化发展的创新设计产业生态链

社区，能够高效精准地为制造企业提供

设计和科技赋能。

舜博创意产业园也已吸引山东演艺

集团、山东画报社、山东省印刷协会、民

生银行等多家企业入驻，涵盖了文化、科

技、创意等领域，主要业务范畴包括数字

金融、新媒体、工业设计、文创设计及咨

询策划等。园区通过吸引多家相关企业

入驻，形成了多元化、高层次的产业集

群。这些企业在相互合作中共享资源、

优势互补，产业集聚也带来了规模效应

和溢出效应，提升了园区的整体竞争

力。此外，园区积极推动不同领域企业

之间的跨界合作，促进了创新链、产业

链、人才链的有机融合。例如，园区内的

文化影视企业与数字科技企业合作，共

同开发新的文化产品；跨国贸易企业与

本地企业合作，共同拓展国际市场。这

种跨界融合不仅有助于企业拓展新的业

务领域，还能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

场竞争力。

打造数智化科技创新型产业园集群

济南国际创新设计产业园和舜博创

意产业园的建成与运营，是在跨界多元上

迈出的坚实一步，推动集团多元化发展跃

升至新的层次。一是拓展了园区发展模

块。园区作为产业集聚地，逐渐成为经济

发展的主战场。试水科创文创园区经营，

既为集团进军产业园领域积累了经验和

基础，也为集团洞悉科技创新、文化产业

发展动态、开发其他相关产业搭建了渠道

和平台。二是激发了集团创新活力。在

产业园建设和运营的过程中，通过“出

版+”进入影视、动漫、游戏、文创等多个

领域，高效链接了新技术、新模式、新产

业，实现多元业态相互赋能，充分激发了

集团内的创新活力动力。三是提升了品

牌影响力。“出版+”丰富了“山东出版”品

牌的内涵，注入了更多创新性，提高了品

牌形象和行业影响力。

与此同时，如今大批产业园区正在

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借助开

拓数字出版衍生生态、搭建智慧园区系

统等方式打造科技创新型产业园，逐渐

成为提升产业园区运营效率和管理水

平、促进产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引擎。

为产业园量身定做的“数字助推

器”，对园区运营有哪些益处？一是通过

数字化系统提升，园区可以实现对基础

设施、能源消耗、安全监控等方面的实时

监测和自动化管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降低运营成本。二是数字化、智能化技

术为园区企业提供了更先进的研发工具

和平台，促进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例

如，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可以帮助企业

快速获取和分析市场信息，加速产品研

发和创新进程，提升园区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三是数字化、智能化产业园区能

够吸引更多高科技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入

驻，形成更加完善的产业生态。企业之

间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信息共享、

资源互补，促进产业融合和协同发展，推

动产业升级。四是利用数字化手段，园

区可以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个性化的服

务，如税务法务对接、金融服务对接、人

才招聘等，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满足企

业多样化的需求，增强园区对企业的吸

引力和黏性。

据悉，目前济南国际创新设计产业园

正在进行智慧消防安全系统建设，打造动

态风险管控、智能监测预警、应急指挥调

度三位一体的园区安全防控体系，并计划

以此为开端，在3年内实现“服务一体化”

“管理一体化”“数据一体化”的智慧园区

系统建设。舜博创意产业园正在通过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园

区升级，包括建立园区数字化管理平台，

对基础设施实施智能化管理，利用数据平

台与信息系统进行专业化的物业管理和

培训，通过信息智慧化技术构建产业服

务、园区管理、生活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智

慧化场景。

展望未来，山东出版集团有关负责人

向记者透露，济南国际创新设计产业园将

持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汇聚创新资源，

培育创新生态，锚定建设华东地区最具规

模和影响力的“高端科创+文创产业”聚

集区总目标，搭建集项目研发、产业服务

和创业孵化于一体的融合发展平台，打造

山东省科技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坐标。

舜博创意产业园希望通过构建“一站

式办公+5分钟生活圈”的智能混合办公

空间，营造一种“商业互助，生活共融”的

特色园区氛围；强化产学研合作，推动创

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的有机融合，积极搭

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在与山东大学、济南

大学、山东交通学院等5所高校签订产学

研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利用高校的科研优

势为园区企业助力，同时为高校学生提供

实习实践机会；创新运营模式，助力初创

企业快速成长，加速创意成果转化，努力

打造成为文化科技创意领域的创新高地

和创业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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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出版集团产业园集群

培育文化科技创意领域的创新高地和创业摇篮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靳艺昕

调研和谋划激活地块的新价值，积极研究

房产土地最新政策，召开产业升级和规划建设

专家论证会，确定利用新型产业政策完成对低

效用地改造和产业升级的创新之路……山东

出版集团在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和升级改造方

面，不断打磨经验，探索尝试将文化内涵与现

代科技相结合，逐渐构建起跨界多元的产业园

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