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2024年第5期·　　　　 ·新西部

务体验的要求提高，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方式发生

变化，消费市场的竞争格局发生变动。

反过来，消费关系的制约也会对消费力的开展产生

影响。消费关系的不合理或不健全可能限制了消费力的

发挥。例如，消费者的地位和权益保护不完善，消费者

的选择权受到限制，消费市场缺乏公平竞争机制等，都

可能阻碍消费力的充分发挥。因此，消费力与消费关系

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社会消费方式的形成和演变至关重

要。只有在消费力得到有效发展的同时，建立健全和公

平的消费关系，才能实现消费方式的优化和提升。

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

产理论深刻揭示了艺术生产的复杂性和其在社会生产体

系中的地位。这一理论从技术和创意两个角度阐述了艺

术生产的双重特点，并强调了其现实生命力。

首 先 ， 从 技 术 性 和 创 意 性 的 角 度 看 ， 艺 术 生 产 既

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又具有自身的精神特质。

马克思指出，艺术生产不仅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比

较，还表现为实际的创作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

术作品作为商品，其价值往往受到交换规律的支配。然

而，艺术生产者在创作过程中，常常需要融合个人的思

想、情感等复杂因素，这使得艺术生产具有创意性和个

性化的特点。

其次，从艺术作品的生产和消费角度看，艺术生产

不仅是一种物质创造，更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艺术作品

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既受到市场规律的影响，又需要

考虑到社会效益和审美规律。在市场化的环境下，艺术

生产者需要注重经济效益，但更应该将社会效益置于首

位，始终坚持对艺术价值的追求。从云南文化产业发展

轨迹来看，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旅游产品的生产本质上

是文化生产，旅游消费的本质是文化消费，文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须以变动着的文化消费为导向。

如何可能：新质生产力

对云南文化产业发展的深嵌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提 出 是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生 产 力 理 论 的

继承与创新，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新形态。它强调了劳

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间优化组合的质变，以及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为核心标志。这一概念的引入引领

了生产方式的变革，提出了对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方式

的新要求。在当前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的背

景下，新质生产力凸显了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 。 它 以 功 能 取 向 为 特 点 ， 强 调 在 提 高 生 产 效 率 的 同

时，注重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推动经济发展朝着更加智能化、绿色化、可持续发展的

方向转变。绿色发展理念在新质生产力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将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范畴，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范式，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涵之

一。实现绿色发展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具有重要

意义，不仅可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还可以提升社会

生产综合能力，为永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导航。

确实，在2008年前后，云南文化产业取得了显著的

增长，被称为“云南现象”。云南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

了300亿元，占当时GDP的比重达到5.8%。这一成就在国

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尤为引人注目，展现了强劲的增

长势头。“云南现象”的核心和实质是政府主导、民族

文化主打、旅游助推、龙头带动、民资撬动、文化产业

与文化事业互动的发展机制。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起

到了主导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措施，为文化产业

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民 族 文 化 成 为 云 南 文 化 产 业 的 主 打 内 容 ， 充 分 发

掘和利用了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旅游业的快

速发展为文化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推动力。一

些文化产业龙头企业的崛起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同时，吸引民间资本的参与和撬

动，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此外，文化产业与

文化事业之间的互动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文化资

源的整合和优化利用。但遗憾的是，技术作用的发挥在

云南文化产业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明显欠缺。

云 南 文 化 产 业 在 发 展 过 程 中 也 面 临 着 一 些 困 境 。

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等挑战时，云南文化产业需要应对

来自市场、政策等方面的各种压力。云南在政府的引导

下，通过大力推进文化精品工程，实施艺术创作精品专

项 资 金 ， 并 成 功 打 造 了 一 系 列 文 化 精 品 ， 如 《 云 南 映

象》等，提升了云南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云

南将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推出了一系列知名文化产品，

拓展了云南文化产业的发展内涵，提升了旅游产业的附

加 值 和 影 响 力 。 此 外 ， 云 南 还 通 过 政 策 引 导 、 放 宽 准

入 、 改 善 服 务 等 手 段 ， 鼓 励 民 营 资 本 进 入 文 化 产 业 领

域，激活了市场活力，推动了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涌现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共同推

动结果。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

料、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为核心标志。新质生产力中的新技术不仅超越了传统的

模仿和渐进式创新，更体现了前瞻性和颠覆性的核心技

术突破。这些技术包括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区块链、

5G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等领域，为文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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