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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业发展耦合机制刍议1
 

卢毅  朱珠  赵乾雁 

（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市 沙坪坝区 400031 ） 

摘要：对非遗最好的保护是活态传承。非遗保护系统和创意产业发展系统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动态关联和良性互动关系。借助创意经济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依托非遗让创意产业

呈现丰富鲜明的地域特色，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业发展可以实现完美结合。支撑非遗传承与创意产业良

性互动、协同发展的桥梁是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业发展耦合机制。以飞轮效应观察耦合机制的研究视野，

可以发现市场是原点、人才是关键、政策是导向，成功经验是优良的助推剂，行业协会是连接各方的纽带，

产学研协同创新可以为非遗文创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本研究初步构建了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

业发展耦合机制形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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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也是珍贵

的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构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在新形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实现创造性地保护与传承，并实现创

新性的转化和发展，如何将宝贵的非遗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创造和文化产业优势，是一个值

得思考的重要课题。”（赵立莹，《四川新闻网》2017.6.15） 

对非遗最好的保护是“活态传承”，正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Logo 象征的意义—

—“循环，永不消失”。“活态传承，活在当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特点。”目前

“活态传承”的做法主要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重视与扶持”，设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生产性保护”（《中国文化报》

评论员，《求是理论网》2013-05-22 引用）。传承才能更好地保护，非遗只有融入现代语

境，才能真正地“活”下去，如何让非遗的传承发展建立良性循环，成为具有造血功能的完

整系统，实现活态传承，是非遗商品化的重中之重。 

发展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各国各地区经济转型时期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可持续发展、增

加就业机会的重要战略手段。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

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6〕36 号）标志着对“非遗”政策

在国家层面已从“静态保护”为主转向“活态传承”为主，并大力推进 “非遗”和文创的

有机结合。2017 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

求到 2025 年，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

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让乡土文化成为创意产业发展的源泉，让创意产业成为乡土文化

传承的载体”、“用智慧创新传统，让传统引领时尚”正逐渐成为中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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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意识。 

将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借助创意经济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

保护与传承，依托非遗让创意产业呈现丰富鲜明的地域特色。二者的协调、互动，连接了繁

华都市与偏远乡村、东方文明与国际市场，传统与时尚、历史与未来……可以成为带动多点

发展的新引擎，对于区域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非遗”+文创最好的状态就是“非遗”得到创意性保护、创意产业健康发展，二者能

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高度耦合。支撑“非遗”传承与创意产业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动力、

要素、方式及作用机理等，即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业发展耦合机制。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

产业发展耦合机制研究既是对创意管理、产业升级、城乡协调发展的系统思考，也是非遗项

目传承保护、教育传播的积极举措。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与非遗传承都是研究热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基本上以香港大学

提出的 4C 创意指数（结构性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为框架，从创意产业

化、创意园区建设、创意环境完善等方面进行探讨；提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主要包括：

营造氛围，政策支持，产权保护，人才培养，打造产业链，培育创意集群，注重特色与品牌，

拓宽融资渠道，加强新媒体营销等。 

较多研究意识到非遗（传统文化）的资源价值及创意产业对非遗的影响。齐旭（2012）

指出“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大陆的启迪：以地方文化创造本土民族创意品牌。”
[1]
郑鑫

（2012）认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将是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融入后现代语境的一条

佳径”
[2]
；王仲、高悦（2016）提出“文化创意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发展是文创时

代的重要课题”，应该“以‘非遗’的保护为前提，以创意为核心，寻找切实可行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文化创意产业之路”
[3]
；廖璇（2016）指出“中国‘非遗’的阔步发展需要依托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大繁荣，文创企业更需要开展组织创新合作，整合资源，提高自身竞争

力，走产业联盟之路。这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形成核心凝聚力，增加文化自信力、形成国际

竞争力等方面关键之所在”
[4]
。“2009年之后的‘生产性保护’理念提出和强调‘非遗" 的

文化生产理念，从文化产品的角度将‘非遗’的精神属性和物质属性统一到文化创意之中，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生产性保护可持续实施的关键路径而逐步走向公众视野”（田阡，2015）

[5]
。 

对非遗传承与创意产业结合的意义，研究者予以高度评价。李志雄（2013）认为“创意

性保护”是“‘非遗’与创意产业的完美结合”，“‘非遗’和文化创意产业彼此‘惺惺相

惜’，文化创意产业是‘非遗’融入现代社会、进入大众生活的重要途径，‘非遗’则为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宝贵的创意资源与素材。创意性保护是建立在创意产业与‘非遗’资源

有机结合的基础上，通过创意把‘非遗’融入当代社会和现实生活的一种活态传承方式”
[6]
；

刘梦梅（2014）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创意产业发展的根基，它能够为创意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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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样的文化基因和丰富的思想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创意产业发展中的重要生产

要素”，“发展创意产业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传承的重要途径”
[7]
。 

一些学者对非遗与创意产业的融合形式进行了探讨：肖曾艳（2012）提出“非物质文化

遗产产业化的技术路线”，认为非遗产业开发模式可以分为“分类开发模式”、“产业链扩

展模式”、“区域开发模式”、“单一或综合开发模式”
[8]
；陈久玲,林宪生（2015）在《“非

遗”与文化创意产业对接模式探究》中“基于旅游的视角，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

业相结合”，指出“二者将在旅游的视角下科学对接，即建设现代型“非遗”创意城市、“非

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非遗”体验馆、“非遗”数字博物馆、“非遗”文化创意保护区”，

“并对二者的对接模式进行探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9]
。孙克（2015）提出“开发型、

体验型、创造型三种文化资源与创意产业融合模式”
[10]

；劳越明（2016）认为“非遗”与文

化创意旅游的对接模式是“设立‘非遗’体验馆，建立现代化的‘非遗’数字博物馆，‘非

遗’走入文化创意产业园”
[11]

；郭斐、于述平（2016）认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意产业

开发模式”包括“层进分类模式”、“集群化发展模式”、“政府引导模式”
[12]

；周云水（2016）

基于田野调查，提出“民间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的有效途径，是充分利用民间

社团的力量开展传统的地方民俗活动，并利用市场调节机制引导非遗传承人开发文创产品”

[13]
。 

旅游业被认为是传统文化（包括非遗）与创意产业融合的最大公约数，较多硕博论文对

“非遗”、旅游业、创意产业的融合进行了探讨，如杨娇《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

展的研究》（2008），李萌《基于文化创意视角的上海文化旅游研究》（2011），肖岚《创

意产业融合成长的动力机制及其自组织创新模式研究》（2012），资涵《铜官古镇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模式研究》（2013），刘润《资本、权力与地方:成都市文化空间生

产研究》（2015），/宋茜《文化创意产业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策略研究》（2017）

等等。 

现有研究对非遗传承与创意产业融合价值有充分认知，在理念层及融合的具体形式上有

分散研究；文旅融合是潮流也是趋势，亦为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业的耦合发展提供了一个

广阔的平台。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则亟需对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

机制进行一个系统性、整体性、深入化的探讨。 

三、以耦合机制探寻支撑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桥梁 

1.耦合机制已成为研究协调发展的有力工具 

“耦合作为物理学概念，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

此影响的现象”
[14]

（王永初，1999），“目前，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在经济领域”
[15]

（任

燕，2017）。如赵龙（2015）以福建省龙岩市为例，分析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开发耦合的驱

动因素,提出要建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开发耦合发展的长效机制
[16]

；祝影、王飞（2016）

“将创新驱动发展解构为创新和发展两个系统的耦合关系”，“探讨区域创新系统、区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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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系统的耦合机理，并运用耦合评价模型对中国省域创新驱动发展绩效进行实证分析”
[17]

；

张琳（2016）以皖南乡村为例，对乡土文化传承与现代乡村旅游发展耦合机制进行了探讨，

“从乡村旅游空间规划、乡村旅游活动策划、乡村旅游开发建设 3个层面提出实现乡土文化

传承与现代乡村旅游发展有机耦合的干预模式”
[18]

；李卫英（2017）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系统与学校教育系统作为文化生态系统的两个子系统,存在着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关系”，

以系统耦合的视角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教育传承的机制问题
[19]

；李育菁（2017）指出

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文化资本以载体耦合、内涵耦合、交互转化耦合的方式实现

文化与资本的完美对接，提出应从不同角度构建非遗保护中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本的耦合机制

[20]
；等等。 

2.非遗传承与创意产业有效结合的基础是二者的耦合机制 

“BMW中国文化之旅”是由 BMW发起的旨在促进中国众多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和传承的活动,已经连续开展了 12年。项目以创新的方式支持非遗传承和保护，助力“非遗

走进现代生活”，探索出两条路径，一是“以创新的方式促成非遗作品的使用和消费”，二

是“推广非遗领域的文化传播”。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行的 2018年“BMW中国文化之旅”

非遗保护创新成果展开幕式上，华晨宝马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Dr. Johann Wieland 表示：“作

为 BMW标志性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BMW中国文化之旅’在 BMW战略型企业社会责任理念

指导下，以‘赋能’为手段，以创造‘共享价值’为目标，搭建‘联结’社会资源及各相关

方的平台。2018年，‘BMW中国文化之旅’以创新思维探索非遗领域的社会成果转化，创新

并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文化扶贫’政策的落地，完美诠释了 BMW战略型企业社会责任的理

念。”
[21]

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高校的创新创意能力、非遗资源的商品化与与市场推广文化传

播等融为一炉，企业、高校、地方、公众各利益相关方多赢共赢，这一项目展示了非遗与创

意完美结合的状态与路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花木兰被迪士尼公司拍成动画片，花木兰的故

事获得广泛传播，并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被广泛视为创意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的成

功典范；“故宫淘宝”的创意营销，成功俘获了大众的眼球，更俘获了受众的钱包……非遗

保护与创意产业各自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些双赢多赢正是来自背后的耦合机制。 

耦合关系形成的前提是优势互补，推动耦合关系发展的动力是耦合主体能够在耦合过程

中实现利益共赢
[22]
（王琳，2019）。非遗传承与创意产业之间显然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依

赖的动态关联。在不损害非遗原生态的前提下，具有非遗元素的创意产品（包括创意服务产

品）得到市场的持续认可，非遗得以活态传承，相关创意产业产值占比不断提高并能进入国

际市场，二者能够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即实现了非遗的创意化保护和创意产业的协调发展。

能支撑这样状态的机制即可谓非遗动态传承与创意产业发展的耦合机制。 

“耦合涉及的是系统间或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

关系”，“在特定区域内，由于系统的开放效应和协同效应”，“系统之间形成相互促进、

互为因果的动态关联关系”
[23]
（祝影、王飞，2016）。让非遗与创意碰撞出火花，在现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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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渗透、重构，与后现代文明的返璞归真形成共振，通过内部的要素关联，通过系统与系

统的重新组合，以耦合机制促成各利益相关方的良性互动。拨开非遗传承与创意产业发展之

间犬牙交错、参差不齐、错综复杂的具象，完全可以从文化生态系统视角审视非遗传承与创

意产业发展的耦合关系，从现代管理角度探究它们之间的作用机理以及耦合机制该如何建立。 

四、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业发展耦合机制的研究内容 

更多非遗元素进入现代生活，创意产业蓬勃发展并呈现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中国味道——

这是非遗传承与创意产业耦合发展的目标和愿景。 

顺着此目标逆推：非遗创意品交易市场繁荣，产品种类丰富，并进入国际市场——非遗

创意品形成品牌张力，市场主体范围扩大竞争力增强，非遗创意企业集群出现与产业链延伸

——非遗创意品受到更多消费者（尤其是年青消费者）喜爱，有较强的购买意愿与消费氛围，

市场资源向非遗创意领域配置——非遗与创意结合，产生更多的非遗创意品…… 

以飞轮效应来看，从非遗与创意结合，到非遗活态传承创意产业发展，并形成良性循环，

这就是一个柯林斯飞轮。如果将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业发展耦合机制包含的组合方式运动

形态等视为带动飞轮旋转的一个个小齿轮。这些小齿轮包括（但不限于）：影响非遗创意化

开发、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耦合机制的内容与形式（耦合动力、耦合方式、耦合要素等），

可能涉及的支撑要素（生产组织、产品开发、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产业链打造、创意

集群、品牌塑造与国际市场竞争等）；耦合机制的建构方式（人才培养方式、知识产权保护、

融资渠道及税收政策、社会氛围等）；基于非遗传承与创意产业耦合发展的政策。从近年来

非遗创意产品市场与非遗创意文化传播来看，这个飞轮已经开始被撬动了，现在需要系统地

思考如何让它完全旋转起来。基于管理学、市场营销学视野，推动非遗传承与创意产业耦合

发展飞轮旋转涉及： 

1．市场是原点 

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业耦合发展有赖于非遗文化创意产品的不断涌现和文化创意产

品市场的繁荣。文化创意产品需求属于消费者非基本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文

化创意产品消费是人们的基本需要即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得到一定满足后，为实现更高层次

的需要而进行的高级消费形式。文化创意产品需求属于高弹性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

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趋势必然不断增加。非遗创意产品需要通过设计、

生产和销售三大环节之后才能和消费者见面。这是一个将资源转换为消费者所需商品的过程，

消费者对非遗创意产品的需求程度将直接影响非遗创意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只有市场

主体的供给与市场需求不断匹配，让非遗创意品进入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和国际市场

消费者）心智空间并确立在潜在顾客心智中与众不同的位置，才能获得竞争优势，非遗活态

传承与创意产业耦合发展飞轮才具备可持续的动力。 

2．人才是关键 

创意产业是“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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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就业潜力的行业”（英国，1998）（熊澄宇.英国创意产业发展的启示[J].求是, 

2012(7):58-60.），“在创意经济的时代，基本的生产资料已经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劳

动力等等，而是人头脑中的创意”, 源于个人智慧的创意是创意产业发展的源泉，“创意阶

层的价值观——个性化、精英化、多样性和包容性。创业阶层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化与表达自

我的倾向；处于重视内在动力的原因，努力工作、勇于挑战、自我激励；重视开放性与多样

性”
[24]

。创意阶层的培育需要更宽松的社会环境，查理德·佛罗里达创意指数(Creativity 

Index)的四个指标其一即以同性恋指数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包容性与多样性
[25]

。 

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业的耦合发展还有赖于创意人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悉、热爱，

具有创新创意能力的人才（包括创意设计人才与创意商品化人才）如何培育，需要怎样的社

会文化氛围等，都需要进一步思考。有传统文化底蕴的创意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是耦合机制研

究的重要一环。 

3．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国际化视野本土化落地。创意产业起步较早的英国、美国、澳

大利亚、韩国、日本、泰国、土耳其等国及台湾地区基于传统文化的创意产业发展历程及相

关研究成果可以提供丰富的经验借鉴。如“‘昆士兰模式’的运作机制是建立教育、研发机

构与经济部门、私营机构的广泛深入链接基础上的一系列动态机制的组合，包括创意人才培

养机制、创意阶层集聚机制、创意企业孵化机制、创意产业扩散机制、创意政策主导机制和

创意社区形成机制。”
[26]

（郭梅君，2013）在“将地方传统注入艺术创意，深耕历史底蕴”

方面，台湾地区经验很有参考价值，“台湾文创产业紧紧围绕地方传统文化等无形资产做文

章，将许多传统产业注入文化特色与创意设计，提升了产品附加值，使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展

现出惊人的爆发力。”
[27]

对国内外创意产业发展经验的梳理借鉴是推动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

产业耦合发展飞轮的重要力量。 

4．政策的着力点 

首先，政策是导向，可以保障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业发展耦合机制的飞轮不会偏离方

向。 

其次，政策要充分考虑市场规律与资源环境。整体看来： 

间接政策比直接政策效果好。创意有个性和随意性，创意产业有自主创新特点，以政策

导向形成价值洼地，通过“后激励”、“柔性管理”等集聚资金招揽人才，市场机制的作用

更明显。 

细分政策管理功能，严格利益性政策，放宽工具性政策。 

宜采用多功能政策。将创意产业、文化传承、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相结合综合设计。

“借鉴澳大利亚的‘多功能’政策模式，打破传统的单一政策模式，将文化政策同经济政策、

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融为一体，以大幅度提升其导向性功效”
[28]

（王曦，2013）。 

五、构筑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业发展耦合机制形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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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与创意产业的耦合包括两个层次：一是非遗与创意产业的耦合，即二者的结合或对

接，这是形式层面的耦合，耦合的成果即非遗创意产品；第二层次是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

业发展的耦合，耦合的结果是非遗得到良好的传承保护，创意企业密集式成长，产业链延伸，

产业集群形成，非遗创意产品更加丰富，并进入国际市场。该机制还存在一个隐形的耦合，

即非遗创意产品与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与国际市场消费者）需求的耦合。构筑非遗活

态传承与创意产业发展耦合机制宜以第一层次耦合的成果为起点，第二层次的耦合为重点，

隐形耦合作为参照坐标，系统梳理支撑耦合关系形成的诸要素。 

本项目从调研入手，通过案头调查梳理国内有关非遗与创意产业结合的普遍情况、国外

传统文化创意开发的典型经验、国内外创意产业发展相关研究；通过问卷调查非遗创意品（包

括实体产品与服务产品）消费者行为分析市场需要，并借用让渡价值与马斯洛需求层次论进

一步了解整体产品层次；实地访谈非遗传承人、相关职能部门及业内专家获取非遗创意性开

发第一手资料；选择典型非遗创意企业开展了较深入的个案研究；通过实验法检视产学研协

同创新与行业协会在项目运作及产业集群中的功能和作用。结合文献调查、实地调查结果，

运用管理学、应用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等理论综合系统地研究了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业发

展的互动机制。 

从研究结果看，可以将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业发展耦合机制分为驱动机制、运行机制、

保障机制三个子系统。驱动机制主要包括政策驱动、市场驱动、兴趣驱动，目前政策驱动力

度最大，市场成长性决定了对资本的吸引力，对非遗等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与热爱影响着非

遗创意市场供需走势，而这需要相应的社会氛围。从运行机制角度，非遗创意品市场初步形

成，出现了零星区域性品牌，但受众范围较小，市场规模不大，较多产品处于“叫好不叫座”

状态；最有发展潜力的是两个方向——创意旅游（非遗原生态+体验旅游）和非遗元素应用

（非遗元素+各行业设计）；相关行业协会可以在非遗创意产业集群形成与产业链丰富上发

挥纽带作用；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整合资源推动非遗文创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利用文旅城、

文创街区、非遗小镇等打造“都市-城镇-乡村”三级文化创意旅游综合体将文旅融合落到实

处，有助于增强非遗在现代生活中的存在感，并串联起“非遗扶贫”与“乡村振兴”。支撑

耦合机制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中，最重要是人才的培养，创意是稀

缺资源，具备更多喜爱非遗元素有传统文化素养的创意人才（包括创意商品化人才）是推动

非遗文创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创新创意能力培养、营造文化氛围、产权保护、非遗文创相

关交易平台建设等亦需要政策进行调整及整合。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业发展耦合机制形态

与内容可大致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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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意产业发展耦合机制示意图 

六、结语 

虽然源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化遗产”的定义，

但中国非遗的内涵明显要宽泛许多，几乎可以看作各地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载体。让历经

岁月沧桑的传统文化元素以新的姿态重新出现回归现实生活，既为现代社会注入历史的底蕴，

也为产业升级经济转型提供了资源与契机。且大多文化遗存处于穷乡僻壤（也正是因为在穷

乡僻壤才保持了历史的原汁原味），与扶贫攻坚、乡村振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

促进关系。本研究提供的思路与模式可用于区域非遗传承与创意产业耦合发展状况的分析与

判断，有助于制定现实性的的相关政策。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此言仅说对了一半，“民族的”与“世界的”其实位于同一条

河流的两岸，需要有桥梁连接，这个桥梁也许就是创意产业。建立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与创意产业发展耦合机制理论，健全非遗创意化保护的实现方式，有助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

更快更好地发展，亦可搭建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向世界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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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 on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dustry 

Lu Yi   Zhu Zhu   Zhao Qianya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pingba District,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 The best protection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living inheritance. There is a 

co-influenced dynamic correlation and a positiv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ystem and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system.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creative 

econom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ould have acquired the better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Meanwhile, in suppor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reative industry would have presented richer and 

more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dustry are able to achieve a perfect combination. The bridge which 

sustains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and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between intangible heritage and creative 

industry is the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m. From the approach of observing coupling mechanism 

by Flywheel Effect, it can be found that market is the origin, talents is the key, policy is the guidance, 

successful experience is an excellent propellant, industry association is the link connecting all parties, 

and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an provide continuous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dustry of intangible heritage. This study preliminarily constructed the coupling 

mechanism patter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Keywords: living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lywheel Effect, Coupl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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