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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加快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出
台，引起业内及市场热烈反响。

有评论称，这一新政是为企业“铺好路，扶上马，
送出门”，可谓倾心尽力，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
拳”。为此，记者采访了一些专家和企业高管，邀请他
们深入解读这一实施意见。他们普遍认为，宁波文企
将驶上数字化发展的快车道。

宁波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张英
宁波将在“数字化跑道”中跑出“加速度”

一是推升了宁波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地位。宁
波不仅将数字文化产业作为“新蓝海”去开发，也在

“港产城文”融合的城市发展战略中将数字文化产业
作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支点去打造；

二是完善了宁波文化产业政策体系。这一专项
政策的出台，在行动计划、激励力度、政策指向等方向
进行了专门部署规划，让宁波文化产业政策更加务
实，完善了政策体系。

三是优化了宁波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生态。这
项政策明确了数字文化产业的内涵指向、发展目标，
势必会引导相关企业加强数字化市场布局，助力宁波
在“数字化跑道”中跑出“宁波加速度”。

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副书记 黄文杰
宁波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迎来“春风”

文化数字化不仅给文化传承、文化传播、文化发
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也将加速传统文化产业的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

《意见》聚焦数字文化企业招引培育、内容生产、
集聚发展、人才梯队的培养、文化金融融合创新等方
面，以一套创新发展的“组合拳”，为宁波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装上了“加速器”。

它将有力促进文化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的发展，满足全市文化消费市场转型升级、消费者品
质化服务和个性化体验的需求，塑造一批宁波文化
IP，提升城市文化的辨识度、传播力和竞争力。

广博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行政总裁 舒跃平
宁波数字文化产业将走向新征程

文化和数字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
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新时期的
朝阳产业。

从文化发展角度来说，数字化大大激发了传统文
化创新创造的活力，不仅促进其创作以及传播方式的
创新，同时缩小了表现力的鸿沟，激发了许多文化企
业的创新创造潜力。

从长远发展来说，数字化有助于丰富传统文化的
产业链，在新政策的不断完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产
品将日益丰富，受众需求将日益个性化，商业模式也
将日益更新。 记者 马涛

对于本土数字文化企业，我市秉持支
持做大做强的原则——对首次上规的企
业，奖励 5 万元；营收首次突破 5000 万
元、1 亿元的企业，分别奖励 100 万元、
200万元；首次获评省数字文化示范企业
和高成长型文化企业的，分别奖励50万
元、20万元。

有意落户宁波的优质企业，我市给出
的“诚意”满满。以数字创意、网络视听、数

字出版、数字娱乐、在线演播等领域为重
点，对新落户宁波并实际开展经营一年以
上、上年度营收达到1000万元的企业，经
市、县两级认定，给予落户补助30万元。

同时，我市招引数字文化头部企业在
甬设立区域总部，建立产业生态体系，带动
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鼓励各地出台“一企
一策”，市本级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
补助。

落户甬城，欢迎！做大做强，有奖！
宁波出台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新政”，力促本土文化企业破局“出圈”

广博集团自有品牌“kinbor”在海外市场反响良好（资料图）。

“新政”引发热烈反响 舆论普遍认为：

宁波文化企业将驶上
数字化发展的快车道

6月 1日，《宁波市加快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出台。这一被业内人士解读
为甬版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新政”的意见，涵盖招引培育数字文化企业、培育数字文化新
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等诸多方面，共计19条，既为本土文化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利好，
也为其指明了转型迭代升级的方向。

我市将探索通过区块链、5G、大数据
等技术在文化与金融合作中的应用，打造
文化与金融合作新基建；推动建设宁波数
字文化企业金融服务平台、区域性文化企
业信用评级系统、数字版权与文化资产交
易平台等文化与金融合作的新模式。

鼓励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组建数
字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引导宁波文旅产业
基金以及其他各类政府性引导基金、创投
基金和社会资本重点关注并投资优质数

字文化企业，大力推动企业在境内外资本
市场上市。成功上市的，按照有关规定享
受政策。

为提升在甬文创金融专营机构对数
字文化企业的信贷授信规模，我市支持发
挥宁波文化产业信贷风险池作用，创新

“政银担”模式，依托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联动地方法人银行，为企业提供低成
本、便利化、全周期的“财政+金融+担保”
综合服务。

头部企业在甬设立区域总部，重奖！

鼓励内容创作生产，推动企业“出海”

我市将实施优质数字文化内容（企业）
发现计划，对新上线的原创数字内容产品
（动漫、影视、游戏、网络文学、在线音频视
频等），每年按照作品传播热度、美誉度和
触达率等指标综合评价，分30万元、20万
元、10万元三档择优扶持。

短视频内容创作运营机构的发展，也
被纳入了支持范围。对年营业收入达到
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及机构），按年度营

收的2%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20万元；鼓
励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转化，每年评选“十佳
宁波网络文创产品”，每家奖励5万元。

支持数字文化企业向海外拓展，对数
字文化产品或服务在境外获得收入的企
业，按照上年度境外收入额的2%予以奖
励，最高不超过20万元；对新列入国家文
化出口重点企业名录和获得国家文化产品
出口重点项目的企业，奖励30万元。

培育数字文化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对于影视、音乐、动漫、传媒、出版、演
艺等传统文化内容产业，根据实施意见，
我市支持这类企业加快数字技术与传统
文化产业融合，鼓励重点文化企业向设计
研发、物流仓储、营销管理等全环节数字
化转型。

文创企业布局线上展示销售互动平台
和线下连锁消费体验，也在扶持之列。我
市鼓励文创企业整合集IP创意、供应链生

产、销售场景于一体的产业链。对年度新
增线下体验店达到50家、100家、200家
的，分别奖励5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

支持构建文旅消费数字化场景，打造
一批宁波特色深度沉浸式文化旅游地标；
鼓励通过应用包括5G、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区块链在内的
各类数字技术，推动文化赋能相关产业，打
造新型业态和新应用场景。

我市将优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打造
文化产业发展数字化应用场景，发挥宁波
市文化产业促进会平台作用，持续开展专
题招商推介活动；组建宁波市数字文化产
业发展智库（专家库），定期发布数字文化
产业发展情况报告。

市区两级可联动打造数字文化产业集
聚区、招引集聚数字文化企业；利用“甬江
引才工程”等人才政策，支持企业引进数字
文化产业高层次人才和团队，鼓励宁波高

校加强创意、传媒、影视等相关专业建设，
创新校企合作模式。

打造数字文化产业品牌活动，鼓励各
类机构、协会或企业承办全国性及长三角
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大赛、数字文化产
业论坛、峰会等活动，综合考虑传播热度、
美誉度和触达率等指标以及行业影响、展
会等级等综合评价，给予最高不超过100
万元的补助。

记者 马涛 通讯员 朱碧晨

打造外围良好生态，推进产业集聚发展

为企业“找钱”，探索文化金融合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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