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金融高质量融合发展，离不开政策
的有力支持。

创建示范区以来，宁波全力做好顶层设
计，大力破解难点堵点卡点问题，抓好政策
落实落细落地。

在示范区建设、产业发展、文化人才队
伍建设等层面，宁波出台多项意见、规划、
细 则 等 ， 全 面 统 筹 示 范 区 各 项 工 作 ， 利 用

“泛 3315 计划”“创新‘栽树工程’”等多项
人 才 引 进 政 策 ， 培 育 文 化 、 金 融 高 层 次 人
才，推动文化金融与人才支撑工程相结合。

在财政保障方面，市财政局大力支持示
范 区 创 建 工 作 ， 集 聚 财 力 推 动 文 化 金 融 创
新，每年安排财政专项资金超 1 亿元，重点支
持文化金融产品服务、文化金融专营机构、
文化金融服务平台等层面的合作创新。

宁 波 积 极 培 育 品 牌 活 动 ， 塑 造 城 市 名
片，促进区域合作，支持产业发展，激发消
费 活 力 ， 为 文 化 与 金 融 合 作 提 供 广 阔 的 舞
台。2016 年至 2022 年，宁波市连续六年成功
举办中国 （宁波） 特色文化产业博览会，签
约项目金额近 700 亿元，企业与金融机构近距
离接触，银企对接效率大大提升。

此外，为保障文化金融创新项目的可持
续发展，宁波市建立了重大文旅金融创新保
护机制，即经示范区主管部门评审认定为重
大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可以获得一定的财
政支持，并在 1 年至 3 年内获得宁波市域内的
独家经营资格。

“下一步，宁波将进一步加快文旅金融平
台 数 字 化 迭 代 升 级 ， 提 升 文 旅 保 险 保 障 能
效，提升文旅金融创新层级，助力宁波经济
社会发展。”市文广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 现 有 平 台 基 础 上 ， 宁 波 将 着 力 打 造
“宁波市数智文化金融”平台，并初步实现甬
文贷等子场景的迭代升级；加快全国首创的

“宁波文旅保险创新中心”建设，强化文旅保
险的政保合作理念，加强与银行、政策性担
保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升级“文化风险池”
与“微担通”，完善文旅企业疫情防控应急融
资体系；针对文化出口、电商物流等不同应
用场景，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探索贸易金融服
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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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持续灌溉。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促进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推进文
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2019年年底，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正式批复，同意
宁波创建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据悉，全国仅两地被列为创建国
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另一个是北京市东城区。

创建示范区以来，宁波积极创新文化金融合作机制，构建了活力
充沛、竞争充分、内生动力强劲的文化金融促进体系。

近4年来，宁波充分利用这一契机，从体系搭建、产品创新、服
务优化等多角度发力，打造金融服务文化产业发展的“宁波样
本”，推出了一系列文化与金融合作发展新举措。昨天，宁波迎来
了文化和旅游部专家组对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创建工作的验
收。2022年，全市文创产业增加值 （市口径） 达1514.9亿元，占
GDP比重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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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全力打造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

从一座古色古香的门楼探入，月湖云在书
院内一座难求。

戏台上唱腔激昂、热情如火，戏台后鼓点
密集、辗转奔放。一曲唱罢，余音绕梁，令人
痴醉。

云在书院的定位是城市“戏剧书房”。书
院主理人薛云是山西吕梁人，从小听着梆子腔
长大。他在宁波开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鹿与
少年”。

公司主营业务为文化艺术活动策划与执
行、文创产品开发、影视制作等，涵盖手工
艺、戏剧、文学等多个门类。

如今，公司与多家企事业单位合作推出多
个文艺品牌，并始终坚持对宁波地方文化的深
入挖掘与商业开发。

“今年，我们计划推出 《云石会》 和 《牡
丹灯》 两台原创大戏。此外，我们还与一家具
厂合作，设计、开发了竹系列文创产品。”薛
云说。

回首创业之路，薛云颇为感慨：“搞戏剧
其实特别烧钱，可以说，一位戏曲演员从头到

脚是用‘钱’堆出来的。举个例子，《贵妃醉
酒》 中女主角的一件宫衣，质量稍微好一点就
要近 5 万元。”

2022 年 5 月，农行宁波文化创意支行工作
人员得知情况后，向“鹿与少年”发放了无抵
押贷款 100 万元，帮助企业解决了日常经营中
预付款项、房租费用、人员工资等方面的资金
问题。

在金融支持下，企业发展驶上了“快车道”。
“鹿与少年”的快速发展，是宁波以金融

产品创新，解决文旅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生动
案例。

“我们了解到，文旅中小企业在考虑融资
方式时，多数选择银行信贷。因此，宁波积极
推进银行与其他合规金融机构合作，在产品设
计和服务流程上持续优化创新。”市文广旅游
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产品设计上，宁波鼓励专营机构“量体裁
衣”，逐步形成了“文旅金融供应链闭环体系”。

针对文旅产业细分行业，结合区域特色，
宁波引导银行机构开发特色化、差异化金融产

品，提高金融服务针对性、覆盖面，在民宿、
旅游服务、影视版权等领域，目前已推出“民
宿贷”“游乐宝”“甬文贷”“影视通宝”等逾
20 款文旅创新金融产品。

“收到定向融资申请后，3 个工作日内联系
企业，5 个工作日内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落实授
信。”针对文旅企业家、创业者工作忙、时间
少的特点，宁波各金融机构构建常态化线上融
资平台，最大限度地方便企业融资。首创“微
担通”业务模式，由政府补贴担保费，政策性
融资担保公司采取“见贷即保”方式，定向支
持小微企业、“三农”主体和个体工商户。

此外，宁波还推动创新文旅专属保险产
品，在全国首创全域旅游综合保险服务，落地
全国首单非遗保险——越窑青瓷溯源保险，在
全省首创“文保保险”。

截至目前，全域旅游综合保险服务已累计
赔付近 300 万元。通过该保险，宁波每年用
150 万元的财政资金撬动涉旅企业 7000 余万元
保额，提高了旅游风险管理能力，为来甬游客
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风险兜底保障。

金融机构“量体裁衣” 提升文化金融特色服务能力

文化金融为服务文化内容生产活动而生，
是金融服务社会生产和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

以示范区创建为契机，宁波找准文旅小微
企业的难点、堵点，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
招，建立特色化多层次融资支持体系，将金融
服务民营经济工作提升到新的高度，致力于以
更加精准、高效、综合的金融服务，全方位赋
能支持文旅小微企业成长。

位于宁波鄞州南部商务区的宁波麦冬映画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是受益企业之一。

麦冬映画是宁波唯一的二维动画制作企
业，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可以独立制作动画全
部环节的公司。

作为一家初创企业，麦冬映画没有太多可
以抵押的资产，直接向银行贷款有一定的困难。

好在企业获得了宁波市文化产业信贷风险
补偿资金 （风险池） 融资业务的帮助。

“企业如果无法还款，将由风险池承担
40%、保险公司承担 40%、银行承担 20%。”宁
波市文化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钟
庆说。

由“文化风险池”兜底，企业很快从银行
获得了一笔贷款。

如今，《航海王》《精灵宝可梦》《数码宝
贝》《游戏王》《国王排名》 等一系列国内外知
名的动画片背后，都有麦冬映画的身影。

“金融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让我们能心
无旁骛地做内容。”麦冬映画总制片刘小利
说，“我们一直坚信，优质的原创产品才能赢
得市场青睐。”

协调金融支持、优化人才政策⋯⋯一系列
政策支持下，一批像麦冬映画这样的企业正在
宁波拔节生长，带来发展的新活力。截至目
前 ，“ 文 化 风 险 池 ” 已 服 务 中 小 微 企 业 110
家，发放贷款近 5 亿元。

“文化风险池”背后的宁波市文化金融服
务中心，由宁波文旅投资集团成立。通过“政
策金融+产业基金+资本运作”的方式，宁波
市文化金融服务中心着力构建文旅供应链金融
体系。截至去年末，产业基金对外投资总额
1.074 亿元，带动投资 53 亿元，为上万家文旅
企业初步构建了“培育扶持+投贷联动+资本

运作”多维度、一体化金融服务支持体系。
宁波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设

立专项信贷额度，全力满足文旅企业信贷需
求。例如，建行宁波市分行设立 50 亿元专项
贷款，其中信用贷款 10 亿元，开通授信绿色
通道，按不高于 LPR 的优惠利率发放贷款，
重点支持文旅企业白名单客户。

引导金融机构设立专营机构。宁波已设立
各类文化金融专营机构 14 家。同时，辖内银
行机构还创设了 9 家科技创新支行，如农行宁
波市分行组建首家文化创意支行，创设机构专
营、人才专用、制度专项、政策专属、资源专
享的“五专模式”。

此外，宁波积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
设，推动文旅企业在国内外主板市场上市。截
至去年末，在海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及挂牌的文
旅企业共有 30 家。完善区域化股权市场，在
宁波股权交易中心设立“文化创意板”，推进
企业上市辅导、梯队建设。目前，在宁波股权
交易中心“文化创意板”累计挂牌和展示的文
旅企业共有 331 家。

完善体系搭建平台 营造文化金融发展良好环境

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插上金融翅膀插上金融翅膀

宁波大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直播间。

江北区达人村景区。

月湖云在书院。

“7号梦工场”文化创意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