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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文化创意产业的良好发展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科学

素质和对航天事业的理解和支持，是国家软实力建设过程

中的重要部分，也是助推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通过航天

工业与文化创意的跨界集合不仅能够全面弘扬先航天文化，

还能对健全相应的产业经济结构并且拓展服务行业新领域、

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开拓航天文化

创意产业的过程中还能不断推动中国航天事业软实力方面

与硬实力方面的协同进步，促使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性发

展，具有推动作用和战略意义。

当前中国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与文旅结合较多，工业

性行业系统主动性参与相对较少。而中国的航天事业发展

的 65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出了一条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伴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

在出成果、出人才的同时，航天科技工业培育形成了“两

弹一星”精神、航天传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新时代北

斗精神和探月精神。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航天文化在不

同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和继承发展，是伟大的民族精神与

航天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些深厚的文化蕴涵着结合强大

的科技资源力量，能够为相关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有

力的支持，拓展到跨界的技术转化、产品研发、内容输出

和品牌合作等多方面。例如，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

在新时代的环境下就以文化创意产业为基础抢占市场中的

先机，以创新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提倡整个行业参与文化

创意产业建设，开展系统的航天主题文化产业规划工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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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优化工作，深入挖掘航天内容资源，逐渐打造出独特的

与航天文化产业有关的品牌与产业链条。据调查，目前与航

天相关的文化产品、会展项目、旅游产品等，市场规模不断

扩大，但是有关的航天文化产品是否可以顺利上升成为中国

的创意文化产业，进入市场良性竞争和规模化发展中面临着

诸多困境 [1]。

考虑到文化创意产业属于内容型的产业，相关产业对

内容、表达方式和知识产权提出的需求很多，从之前的重视

播出与渠道开始转变成为重视文化内容，只有能够创造出较

为良好的主题内容与创意，才能促使产业的良好进步与健康

发展。而中国航天领域中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创意内容资源

与开发的潜力，尤其是中国从古至今就有着非常浪漫的太空

文化和飞天情结。例如，中国在探月工程方面与载人航天方

面取得的成就与浪漫的嫦娥和天宫的神话故事有很强的意

识关联性，此类资源都属于航天创意产业中需要的素材和内

容。随着国人踏上太空征程，人们对宇宙的认知与浪漫幻想

会成为创意内容的重要资源，蕴含着时代与民族精神，文化

创意产业和产品也将会走上国际化的市场 [2]。

中国在迎接太空经济新时代的过程中开拓航天文化创

意产业面临的重要困境就是产业链条的打造。根据文化产业

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规律，其中有着不同类型产业链条，相互

之间有着交织性与依存性的关系。目前中国的航天系统内的

企业正在尝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以股权优化整合社会各

类优势文化资源，形成多元化股份制企业，从而从公司治理

的角度打通的航天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链条，促使产业链的

良好发展和形成。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以内容资源为

主要部分打造相应的内在类型产业链，以品牌资源为核心部

分打造协同类型的产业链，通过网络资源创建现代化的配套

类型产业链，借助具有一定优势的资本资源对各个产业链进

行“润滑”与改革优化。

在打造航天文化产业链的过程中需要为中游企业和下

游企业提供相应的规划，编制完善的项目标准体系，按照需

求供应丰富的内容资源，实现品牌方面的授权，结合实际情

况运用配套性的资金打造新时代的产品交易平台。根据中国

的航天文化资源特点与市场需求特征，尤其需要关注文化创

意产业领域的优化改革与创新进步。例如，开发创建新时期

以航天为主题的公园文化产品、旅游休闲产品、文化消费产

品等，或是开发相应的航天艺术产品、纪念产品、现代化科

学技术衍生产品、影视节目产品、舞台剧产品、动漫产品等，

以创新形式提升航天文化创意产业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市场

竞争力 [3]。例如，前文所述的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

其文创团队通过注册的“太空创想”品牌，陆续开发了全系

列航天器精准模型、任务纪念邮品及徽章、自有版权图库衍

生系列文创、非遗工艺系列文化产品、航天主题教具玩具和

太空创意生活周边用品等 150多种文创产品，并开设了线上

天猫旗舰店、京东自营店和近十家线下合作实体店铺，产品

受到公众的好评和追捧，同时也通过科普展览产品、研学项

目文旅产品等推进航天知识的普及。

为促使航天文化创意产业产品的良好开发与进步，应

着重应对目前科技工业的冰冷感问题与现代化科学技术遥

远感问题，使其可以与受众群体之间相互贴近，创造时尚性

消费环境，使得人民群众能够与航天相互走近，提升接受度、

增强体验感。在此情况下航天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就应合理选

择人们生活中的素材资源、内容资源和主体部分开展创意加

工活动，附加相应的品牌，使得创意内容能够向着商品化的

方向发展。

近年来中国航天创意产业的发展进程中，为更好形成

航天文化创意产业的亮点，可以重点开发以下几类产品：其

一，开发与航天科技相关的文化互动展示产品，为人们全面

展示宇宙认知内容、火箭发射、卫星控制内容等，使得参观

的人员能够形成正确的对航天和太空的感性认知，掌握与航

天技术的基本知识，为人们进入太空经济时代提供基础性知

识的帮助 [4]。此类产品在开发的过程中主要使用穹幕投影类

型、球形投影图像拼接类型、人体感应与交互类型、高尺寸

触摸屏幕的互动类型、数字动画制作类型等先进科学技术，

在参观人员的眼前形成立体化与动态化的影像，满足人们对

航天文化和太空概念的理解。其二，开发航天员太空体验类

型的新型产品，为人们提供地外生存方面、太空无重状态方

面、倒转回旋方面的太空体验产品，采用现代化的机械设备

模拟地外重力系统和生存环境，配合应用多轴座椅设备使得

参观的人员能够对太空活动有着真实的体验感。其三，开发

火箭组装与发射方面体验产品，为人们设计火箭组装游戏、

发射游戏、星际旅行游戏等，使得参观人员借助互动游戏形

式全面了解相应的航天科学技术知识信息内容，尤其在体验

火箭发射的过程中可以感受航天员在太空探索的风险与火

箭发射的挑战。这样在合理开发航天文化创意虚拟太空产品

的情况下能够满足参观人员的需求、促使相应文化创意产业

的良好进步 [5]。

综上所述，中国在迎接太空经济新时代的过程中具有

丰富的航天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资源和一定的开发潜能，因此

应重点关注国家有关航天科技的进步和对创意产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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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发各类产品，打造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建设专业素

质较高、综合素养较强的创意人才团队，按照人们的需求开

发各类体验类型、科技科普类型和文化载体型的产品，提升

产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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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中占据一定位置的重要方式。做好企业财务预算管理

工作，能有效控制企业的成本，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但是很多企业的财务预算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及时解

决。因此，企业可以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提高对财务预算

管理的重视，建立完善的预算监督机制以及完善预算考核体

系，从而实现对财务预算管理的优化，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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