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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阶段划分初探
⒇

郑良泽
( 中共汕头市委党校，广东 汕头 515071)

［摘 要］ 中国的文化产业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产业必

将在“十二五”时期得到大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从萌芽到十二五时期大致经历了三个发

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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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这一术语产生于二十世纪初，最初出现在霍

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之中，它的英语名

称为 Culture Industry，译为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由于文化

产业是新生事物，因此世界各国对文化产业并没有一个统一

的说法，不同国家对文化产业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文化产

业在西方国家已差不多历经了一个世纪的发展了，西方发达

国家对文化产业的研究也有近百年的历史，许多国家、地区

和国际组织相继建立了完备的决策和研究机构，拥有一批专

业的研究人员及相关网站，一些私人团体、基金会和公司也

纷纷参与了对文化产业的研究［1］。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

文化产业研究还比较落后，文化产业的发展也相对滞后。我

国的文化产业发端于上世纪末，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和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而逐步发展起来，到今天，文化

产业已成为中国人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十二五”时期将是

文化产业的高速成长阶段。我国文化产业从萌芽到十二五

时期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上世纪末 20 年是文化产业萌芽和确立阶段

这一阶段的标志是“文化市场”概念和“文化产业”概念

的正式提出。

( 一) “文化市场”概念的正式提出

1979 年广州的东方宾馆率先推出了营业性音乐茶座，有

人在那里进行有偿演奏，接着广州的几家宾馆也开办了音乐

茶座，歌舞娱乐业悄然兴起。上世纪 80 年代初，有些单位工

会搞了歌舞厅，职工自娱自乐，后来逐步对外营业。渐渐地

这些歌舞厅、音乐茶座之类的东西越来越多。到了 1987 年

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一个《关于改

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

活动。1988 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又发布了《关于

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了“文化市场”这

一概念，标志着中国对“文化市场”的承认。1989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化部设立了市场管理局，表明国家文化管理部门

不仅理论上承认“文化市场”，而且开始在实践中发展文化市

场、管理文化市场。

( 二) “文化产业”概念的正式提出

在 1998 年朱镕基总理主持的政府机构改革中，文化部

一些司局被撤并了，但却前瞻性地新组建了文化产业司，专

门负责有关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协调和管理工作，这标志

着政府确认了文化产业的合法性，为“文化产业”概念的正式

提出提供了实践基础。2000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日召开的中

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完善

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

业发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中央最重要的政策

文件中使用“文化产业”这个概念，标志着我国对文化产业的

正式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具有重要的历史转折意义。

至此，文化市场呈现雏形，文化产业在夹缝中艰难地萌

芽，得到了正式的认可和确认。

二、新世纪前十年是文化产业起步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的标志是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作了明确区

分，并对“文化产业”概念进行了界定，陆续出台了规范、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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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

( 一) 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作了明确区分

2002 年 11 月 8 日至 14 日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

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

要途径，报告指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十六大报告首次

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作了明确区分，充分肯定了文化产业

的作用，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作出了部署，这意味着文化产业

终于从依附于文化事业到从文化事业中完全分离出来，标志

着文化产业的合法性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文化产业的发展在

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3 年 8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举行第七次集体学习，听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张西明研究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熊澄宇教授关于

“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和我国的战略”的报告。胡锦涛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社

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明确了文化产业和文化

事业的区分。2005 年 12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

布《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划分了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的范围和界限，使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

有了各自明确的目标和政策依据。

( 二) 对“文化产业”概念进行了界定

2003 年 9 月，中国文化部制定下发的《关于支持和促进

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文化产业界定为:“从事文化

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2004 年国家统

计局在与中宣部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

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将文化及相关产业概念界定为:

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

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政府权威部门对文化产业的概念、

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界定，对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引导

扶持文化产业发展、制定相应法律法规规范文化产业发展

等，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使得文化产业的发展

方向更加明晰。

( 三) 陆续出台规范、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措施

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文化产业发展、

规范文化产业秩序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2005 年初国务

院下发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的若干意见》，4 月 20 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非公有资本

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首次对我国文化产业准入政策

改革作出了明确规定。7 月 6 日，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

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联

合发出《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就外资

进入文化及传媒领域做出明确规定。同年，国家相继出台若

干关于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的相关政策，主要包括《关于

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

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等。与此同时也出台了支持

文化单位改制的有关经济政策，如《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

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和《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税收政

策问题的通知》。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重视程度空前，出

台了许多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为文化产业的良好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2］

三、“十二五”时期是文化产业高速成长阶段

这一阶段的标志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

文化产业发展、振兴规划和纲领性文件，将文化产业定位为

支柱性产业。

( 一) 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和纲

领性文件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文化产业受到了我国前所

未有的重视，2009 年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年，文化产业成为我国经济新增长点的态势愈加明

显，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经济结构中发挥的作

用在更大范围内获得了认可。2009 年 7 月 22 日，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文化

产业振兴规划》，9 月 26 日《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正式出台。

这是新中国成立 60 年以来第一次对文化产业发展作出的专

项规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部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是继

钢铁、汽车、纺织等 10 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国家第 11

个产业振兴与结构调整规划，也是指导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

纲领性文件。

2010 年 3 月，为贯彻落实《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进一步

改进和提升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繁

荣，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

闻出版总署、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九部委联合发布《关于

金融支 持 文 化 产 业 振 兴 和 发 展 繁 荣 的 指 导 意 见》( 银 发

〔2010〕94 号) ，这是首个在金融方面全面支持文化产业繁荣

发展的文件，对推动文化产业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接，改进

和提升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满足文化企业发展的资金需

求，促进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宣部等有关部门从 2009 年开始，就在抓紧起草制定

国家“十二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骨干文化企业培育规

划”、“文化企业上市规划”、“文化产业基地建设规划”等一

系列重要规划，各省市也纷纷作出反应，北京、上海、浙江、广

东、云南、重庆、四川、河南、山西等诸多省、市也纷纷出台发

展文化产业的规划和政策措施，文化产业得到了各级政府的

空前重视。

这一时期的文化产业规划与政策措施具有纲领性特点，

这些规划和政策措施的出台，表明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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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增长点，已经上升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产业，标志着

文化产业将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阶段。发展文化产业正

在逐渐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国策，相关的改革政策必将成为

文化改革的强大推动力，对促进文化产业高速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3］

( 二) 将文化产业定位为支柱性产业

2010 年 2 月，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专题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他就加快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重点工作提出 8 点意见，其中一点就是“加快发

展文化产业”。这充分说明了文化产业在转方式、调结构中

的重要性，肯定了文化产业在我国未来产业体系中的重要地

位。

2010 年 7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我国文化体

制改革问题举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听取了上海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蒯大申研究员、中央宣传部全国宣传干部学院

李伟教授的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

调，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认真落实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精心

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

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

平，要精心打造中华民族文化品牌，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国际

竞争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胡锦涛总书记充分肯定了

文化产业的战略性、带动性地位。

2010 年 10 月 15 日到 18 日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

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

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

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是中国最高决策领导机关第一次正

式提出来，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视，表明国

家已将文化产业发展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位置。

十二五时期国家产业发展走向将会出现重要的转型，文化产

业将会得到持续、快速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

支柱性产业。

2010 年我国网络出版、手机出版、动漫网游和数字印刷

等战略性新兴文化产业增长速度超过 50%，北京、上海、广

东、湖南、云南、湖北等地 2010 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

济比重已超过或接近 5%。2010 年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实

践也证明，中国文化产业正在进入高速成长的重要时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5 日至 18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要“加快发展文化产

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十七届六中

全会开启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全新时代，确立了文化产业

在整个文化建设乃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中的战略性

地位，文化产业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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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86 页) 握今后贷款业务发展与中小微企业发展的

定位，更新金融支持观念，完善中小微企业信贷服务体系。

通过政府搭建银企对接平台，推荐融资需求项目，为银行开

展中小微企业贷款业务创造条件，推动银行与企业实现合作

双赢。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银行简化针对中小

微企业贷款的审批程序，进一步完善授信制度，努力实现金

融理念、金融产品和服务功能的创新。加强与国家开发银行

的合作，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优势，积极开展中小微企业

转贷款业务。

( 四) 建立完善信用担保体系，有效解决中小微企业贷

款担保难问题。鼓励引导社会各类资本投资设立担保机构，

继续加大政府对担保机构的投入力度，健全中小微企业信用

担保体系，切实增强担保能力。加大政府财税政策支持力

度，鼓励和调动担保机构从事中小微企业贷款担保业务的积

极性。大力推动担保机构与银行建立密切合作关系，有效发

挥担保资金杠杆效应，拉动更多的银行信贷资金投向中小微

企业。加大对担保机构的经营监督力度，积极推动再担保机

构快速发展，促进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之间的责任分担，

以分散风险，确保担保行业的科学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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