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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与成就

范　周 杨　矞

摘要：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综合国力竞争 中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越 来 越 突 出，成 为 国 家

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四十年的改 革 开 放 对 中 国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产 生 了 积 极 广 泛 的 影 响，为 文 化 的 繁 荣

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从党 的 十 五 届 五 中 全 会 首 次 提 出“文 化 产 业”的 概 念，将 文 化 产 业 纳 入 国

家发展计划，到党的十七大提出“推 动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大 发 展 大 繁 荣”，将 文 化 产 业 纳 入 国 家 战 略 层 面，再 到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 动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繁 荣 兴 盛”，中 国 文 化 产 业 的 发 展 与 改 革 开 放、与 祖 国

繁荣富强和民族伟大复兴息息相关，助推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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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概述

（一）文化产业发展的萌芽期（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１９７０年代末到１９８０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提出，我国国民经济逐渐

恢复并取得初步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文化领域和思想领域的变革，社会公众开始在思想上冲破

极“左”牢笼的束缚，积极探索新知识、新观念，创造新生活，社会文化消费得到复苏，文化产业开始萌

芽，取得一定程度的恢复性发展。

１．文化市场兴起，娱乐性文化消费开始出现。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萌芽期，借助于经济的推力和文

化需求的增长，一些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文化行业出现产业化苗头，文化市场逐步形成。以民营为

主的娱乐业和广告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文化娱乐业被认为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起点。１９７９年，
广州东方宾馆开设国内第一家音乐茶座，成为新中国文化市场兴起的标志。随即，营业性舞厅等经营

性文化活动场所在各大城市争相开业，我国开始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和形态的文化市场。随着国外

盒式录音带和录音机的涌入，以及港台音乐和文化对内地的渗透和影响，内地音像业逐渐起步。１９８３
年，上海市和广州市在全国城市中首先进行录像的生产和经营，形成最早的一批流行歌手，建立了最

早的文化演出公司，群众的文化消费市场逐步得到恢复。与此同时，广告业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成

为一个独立的文化服务行业并日趋成熟。人们逐渐认识到广告在产品营销、宣传、推广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加大了在电台、报纸、电视台等各类媒体的广告投放时间，广告的质量、水平逐步得到提升。同

时，借助１９８４年洛杉矶奥运会，我国开始大力发展体育产业；１９９０年，通过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我国

开始了体育的产业化、市场化运作。
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部分文化行业的产业性质得到政府的认可。在１９８５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

计局的 《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中，文化艺术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被列入国民生产

统计的项目，从而确认了文化艺术的商品属性和产业属性。１９８８年，文化部、国家工商局联合发布了

０３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第０３０　０４３页



《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采用了“文化市场”的概念。１９８９年，国务

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国家以文化立法者和执法者

的角色开始参与文化市场活动。１９９１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

告》，正式提出“文化经济政策”。

２．文化事业单位的企业化转型。文化产业发展的萌芽期，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目标的指

导下，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文化行政领域积极转变职能，进行大规模的改革。１９８２年国务院机构改革，
将其与文化部、国家出版事业局、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合并，设置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化部①。随着文化市场的发展和地位逐渐得到承认，文化事业单位开始企业化转型，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调整艺术部门和艺术团体的布局，推动精简合并。１９８０年３月，文化部召开全国

文化厅局长会议，讨论和交流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问题，掀起了文艺院团改革的高潮。第二，借鉴

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在文化单位推行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解决体制弊端。同时实行

“以文补文”“多业助文”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解决文化单位出现的经济困境②。第三，在文化艺术

管理领域实行“双轨制”改革，即“国家扶持的全民所有制院团”与“多种所有制的艺术团体”并存发展。
根据１９８８年文化部颁发的《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家主办的、代表国家

和民族艺术水平的全民所有制艺术表演团体要少而精，由社会各种力量主办的艺术表演团体则实行

多种所有制形式。第四，在新闻出版单位进行运行机制、发行体制、价格体制和内部体制四个方面的变

革，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全面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变新闻出版部门的“事业”属性，增加了新闻

出版单位的活力、服务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到１９９０年代初期，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实现了部分突破，党和

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逐步走向宏观管理，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萌芽期，一方面，文化产业实践活动已经展开。文化领域的改革和实践，有力

的冲击了中国社会公众原有的价值观念，民众开始意识到，文化不仅仅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具有

社会属性，还是文化娱乐产品，具有经济属性和产业属性。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摆

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文化体制深层次的矛盾尚未被触及。文化市场规模小，内容单一，其产值在

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较小，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尚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文化还没

有被赋予真正意义上“产业”的地位。
（二）文化产业发展的初步形成期（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

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为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同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正

式把文化产业列入第三产业，把文化部门由财政支出型部门定位为生产型部门，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做

了政策上、体制上的准备。文化产业发展由较单纯的“以文补文”开始进入初始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

文化体制改革取得进展，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长，朝着娱乐型、多样化、可参与性的

方向发展。

１．文化体制改革的系统展开。党的十四大提出“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

济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１９９３年召开的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文化体制

改革做了进一步的部署。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化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政策利好

的宏观背景下，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开始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从“办文化”向

“管文化”、从“小文化”向“大文化”等转变。
与此同时，从１９９３年我国提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对宏观管理体制进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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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到１９９８年我国进一步明确政府机构改革目标和主要任务，文化管理领域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
文化部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方面进行大幅度缩减，并于１９９８年设立文化产业司，标志着文化产业由

民间自发发展阶段进入政府推动阶段。２００１年，中办、国办转发《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

的若干意见》，提出在加强党领导的前提下，以发展为主题，组建包括中国广电集团、中国出版集团在

内的７０多家文化集团，加快文化市场整合和结构调整。此外，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内部人事管理制度、
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也在大刀阔斧的举行，上海、哈尔滨、沈阳、天津等城市通过合并、撤销等

方式对多余的剧团进行精简，上海还实行全员聘任制改革，为解决人员“能进能出”迈出坚实的一步。

２．文化要素市 场 的 孕 育 和 生 长。１９９２年 以 来，文 化 产 业 在 中 国 迅 猛 发 展，行 业 与 日 俱 增。据

１９９９年５月北京市统计局统计发布的数据显示，文化行业与旅游行业所创造的增加值约为２８１．２亿

元，占全市ＧＤＰ的１４％①。为适应居民消费性的、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报纸种类大大增加，由原来以

党委机关报为主发展到多种报纸并存，出现经济类、国际时事类、文化类、休闲类、生活服务类等报纸。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互联网在这一时期得以迅速发展。据调查，１９９９年，中
国上网计算机１４６万台，互联网用户４００万，互联网站点数约９９０６个。从用户的地域分布看，居前三

位的是北京、广东、上海，分别占２１．０２％，１１．７７％和８．７１％②。此外，出现了文化企业集团化的趋势。

１９９９年，经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的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正式成立，标志着

中国文化产业自 发 增 长 已 经 达 到 了 新 的 改 革 临 界 点。随 后，南 方 报 业 集 团、湖 南 广 电 集 团 等 相 继

成立。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中国文化市场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尤其

是社会资本、民营资本、外资在激活文化市场和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资本市场、文
化中介市场等文化要素市场逐渐孕育和生长。一方面，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力刺激下，社会参与文化

产业投资和建设的力度和积极性加大。１９９７年，在整个文化经营单位中，国有文化部门创办的文化经

营单位只占整个文化经营单位的１０％左右，而非国有文化部门创办的已达到８８．６％③。另一方面，文
化中介市场开始兴起与发展。以上海为例，该阶段上海市建立了多家正规的中介服务类文化实体，如
上海市演出公司、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公司、上海市演出总公司、上海文大演出中心、上海广电演出有

限公司等，逐步覆盖了演出市场的大部分领域，要素市场朝专业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发展。
在文化产业发展的初步形成期，党和政府对处理文化产业发展与意识形态传播的关系已经逐步

从被动走向主动，一元文化主导下多样文化的发展态势已经形成。但因文化市场尚未建立，文化产品

显得良莠不齐。
（三）文化产业发展的快速扩张期（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间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领域竞争日益加剧，文化产业的重要战略

地位进一步凸显，国家集中出台一系列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发展文化

产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０２ ２０１１年，在党的十六大积极发展文化产

业政策的指导下，我国文化产业进入加速发展时期。

１．文化产业概念正式提出。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科学地区分了文化事

业与文化产业，明确阐述二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辩证关系，强调“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

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强调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文化建设发展的重要方面”，这在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中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２００３年９月，文化部制定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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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演出、影视、音像、文化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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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网络文化、图书报刊、文物和艺术品以及艺术培训等九大行业纳入文化产业的管理范围①。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中宣部同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文化产业统计课题调研，并从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的角度出发，最终于２００４年，由国家统计局制定出台《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其中将“文化及相关

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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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包括文化产业核心层、文化产业外围层和相关文化产业层。２００７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对

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进行论述，强调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表明党在改

革开放的实践中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认识在逐步深化。２００９年我国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将文化产业上升至国家战略性产业加以重视。

２．文化体制改革顺利推进，卓有成效。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两分法”，
标志着文化体制改革理论趋于系统化、明晰化。首先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重点实现了三个转变：由

管文化、办文化向以管为主转变，由主要管理直属单位向管理系统和社会转变，由主要以行政手段为

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管理手段转变。其次，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十六大以来，我国正在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相继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

程”“农村电影２１３１工程”“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全国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等。再次，
增强微观活力，对经营性文化企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进行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如转企改制、事业单

位内部改革、实施文化改革试点等。此外，还通过出台政策措施，降低市场准入资格，取消限制，鼓励

民营企业、民间资本投资到文化领域，积极扩大融资渠道，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文化投融资过分依赖政

府、投资主体单一的局面。

３．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进一步确立。２００３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文化市场体系改革进

入了全面深化阶段。２００３年，在全国文化体制试点工作会上确定在９个地区和３５家单位进行试点。
中宣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布《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

出，要加快文化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

场体系。２０１１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促进文化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必
须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我国文化产品市场体系不断完

善，规模进一步扩大，呈现出门类齐全、层次多样的特点。２０１１年，全国文化市场经营机构全年营业总

收入１６０８．３３亿元，比上 年 增 长５３８．７１亿 元，增 幅５０．４％。利 润 总 额 为５４７．０９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２５．６０亿元，增幅２９．８％，文化市场已成为人民群众文化消费的主渠道③。以演出市场为例，随着改

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演出市场进一步开放，建立演出经纪人制度，建立国家、集体、个人性质的演出

公司，开放演出组织权。２０１１年，我国演出市场规模收入达到２３３．３亿元。其中直接票房收入１２０．９
亿元，演出综合服务业（包括灯光、音响设备、服装等）产值约５９．３亿元，旅游演出被分账收入达４４．５
亿元④，非独立性娱乐演出（不进行单独售票的娱乐演出）收入为８．６亿元⑤。

（四）文化产业发展的全面提升期（２０１２年至今）

１．文化产业所有制结构大力调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毫不

动摇地支持和壮大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毫不动摇地鼓励和引导各种非所有制文化企业健康发展”。

２０１２年以后，国家在积极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发展的同时，制定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推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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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演出被分账收入指旅游演出票房收入中没有进入演出行业，而是进入旅游行业的部分。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中国演出行业协会、道略文化产业研究中心：《２０１１中国演出市场年度 报 告》，道 客 巴 巴：ｈｔｔｐ：／／ｗｗｗ．
ｄｏｃ８８．ｃｏｍ／ｐ－１４２８０８３８７１１６１．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２日。



公有制文化企业的快速发展。社会各界投资文化企业的热情高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

发展的文化产业所有制结构基本形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具体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有或国有控股文化企业发展成效明显，骨干文化企业总体实力不断增强，
发展势头强劲。从２０１７年发布的第九届中国“文化企业３０强”名单看，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等国有或国有控股文化企业有２５家，占
总数的８０％。第二，非公有制文化市场主体快速发展，民间投资热情高涨，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

和竞争力的民营文化企业。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文化主管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积极推动文化产业领

域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中小微文化企业发展，充分发挥文化产业推动创新、增加就业的功能。

２０１５年，全国新登记注册的文化、体育、娱乐类企业１０．４万户，同比增长５８．５％，远高于同期全国新登记

注册企业（２１．６％）的增长速度①。同时，以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企业以并购、股权

投资、业务合作等方式，全面进入文化产业领域领域，不断创新“文化＋互联网”商业模式。

２．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２０１２年以后，得益于国内外的良好发展环境和条

件，我国文化产业 在 经 历 了 十 五 年 砥 砺 前 行 后，呈 现 出 持 续 增 长 的 强 劲 发 展 势 头，实 现 全 面 提 升。

２０１２年，我国调整了文化产业统计口径，加入个体户，实现了飞跃式的增长。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我国

文化产业增加值呈逐年上升趋势，从２０１２年的１．８万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３．１万亿元，占ＧＤＰ的比

重从２０１２年的３．４８％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４．１４％②。有专家计算了文化产业增量与ＧＤＰ增量的百分

比得出文化产业的贡献率，从２０１２年开始，贡献率就一直在５％以上，２０１５年达到了６．５％，２０１６年

是５．５％，这表明文化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③。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全面推进之时，文化产业健康持续加快发展，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

３．文化科技创新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２０１２年，我国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２００２》的基

础上，进行了文化产业统计标准的调整。这次调整使文化产业类别结构由原来的“核心层、相关层、外
围层”调整为“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活动、文化用品的生产活动和文化专用

设备的生产活动”四个层次，行业类别由原来的９大类调整为１０大类，增加了文化创意、文化新业态、
软件设计服务等。这说明随着文化业态的不断融合，新兴业态不断出现，同时我国文化产业不断调整

升级，从产业链条的低端向高端不断演进。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２年以后，我国文化产业结构最为明显

的变化是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型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日益成为文化产业的新增长点。２０１５年的两

会上，“互联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亮相，引发社会各界热议。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产

业与其他产业实现更为深入的融合与交融，极大拉动了电影、电视、新闻出版、演艺等传统文化产业进

行数字化转型，数字出版、手机游戏、网络文学、自媒体等新兴文化业态不断出现。在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２０１７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情况中，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

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５５０３亿元，增长３６．０％④。为适应当前我国文化新业态不断涌现的新

形势，更好满足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规划的需要，２０１８年４月２日，国家统计局修订并颁布《文化

及相关产业分类（２０１８）》，新增加了符合文化及相关产业定义的活动小类。

４．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提高。近年来，中央加大规划指导，优化文化产业的产业布局和

空间布局，培育出一批文化产业示范性园区（基地），建成一批文化产业强省、强市和区域文化产业集

群，初步形成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聚 化 发 展 态 势。第 一，文 化 产 业 园 区 和 基 地 规 划 建 设 得 到 加 强。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从１９９０年代起步发展，到２００２年末建成４８个，２０１２年达到１４５７个，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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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３５００个。２０１５年工信部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园区打破自身藩篱向

产业集群、集聚区方 向 发 展，数 量 整 体 回 落，全 国 正 常 运 作 的 园 区 在２０４７个 左 右。据 不 完 全 统 计，

２０１６年全国文化产业园区 超 过２５００家，其 中 国 家 已 命 名 的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各 类 相 关 基 地、园 区 超 过

３５０个①。２０１７年４月，《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培育一

批集聚功能和辐射作用明显的国家级文化产 业 园 区。第 二，区 域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得 到 促 进。在“十 二

五”时期提出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深化区域

协同，“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三大战略为引领，引导各地根据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走特色

化、差异化发展之路。”从２０１４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到２０１５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从２０１６年９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到２０１７
年４月具备“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高度的雄安新区设立，区域发展不再是简单割裂的资源共享。打破

界限、联动发展，区域文化发展进入新格局②。

二、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文化产业业态发展成果概述

（一）新闻出版四十年兴起与落寞

四十年改革发展伟业，中国新闻出版业作为宣传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发展至今已形成一套较为

成熟的产业体系。其发展经历如下四个阶段：

１．初步发展：思想的解放与内容的多样化。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路线，将工作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的轨道。新闻出版业报道和发行的内容也开始转向经济建

设中的矛盾和问题。新闻出版业出版物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高，种类开始多样化。１９８５年文化部设

立国家版权局，１９８７年１月，国务院决定撤销国家出版局，设立直属国务院的新闻出版署，并且保留国

家版权局，继续保持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形式。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建立新闻出版局，负责

图书、期刊、音像出版等相关工作，新闻出版业的管理逐步完善。１９７９年１１月，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

报刊、广播、电视台刊登和播放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批准新闻出版单位可承办广告。到１９８７年底，
全国有１１２６家报纸经营广告业务③。１９８５年全国地方性出版工作会议后明确出版业由生产型转向

生产经营型，图书出版业开始引入民营资本，新闻出版由生产导向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新闻出版业

生产经营实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

２．进一步发展：市场化与产业化。为适应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市

场变化，全国各地深度报道和发行改革开放的新经验和发展进程。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是１９９２年４
月新闻出版署召开党组扩大会和部分省市新闻出版局局长会，提出加强出版行业的联合，进行出版、
印刷、发行企业集团的试点④。１９９６年，广州日社报率先成立第一家报业集团，但其体制仍然没有改

变。直到２０００年辽宁出版集团的成立，我国新闻出版企业才有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开、政

事分开，第一个获得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第一个既坚持文 化 产 品 的 意 识 形 态 属 性 又 遵 循 市 场 经 济 规

律、全面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模式、实施产业发展的出版集团⑤。新闻出版业的服务功能增强，报刊种

类增多，各种类报纸竞相增刊、扩版，专业报、文摘报纷纷创刊，如《奥运快讯》等。２００１年新闻出版署

更名为新闻出版总署。此外，１９９７年１月２日国务院发布的《出版管理条例》，逐步规范市场秩序。但

５３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与成就

①

②

③
④
⑤

范周：《２０１６年文化创意 产 业 园 区 发 展 面 面 观》，中 国 文 化 法 治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０１６ｃｃｌ．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４８５．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２日。

范周：《深度解读〈文化 部“十 三 五”时 期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规 划〉》，求 是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ｓｔｈｅｏｒｙ．ｃ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７－０４／２０／ｃ＿

１１２０８４４２３４．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０日。

赵晶媛：《文化产业与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４３１４７页。

付琦：《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年，第９　１０页。

郝振省、魏玉山：《改革开放三十年新闻出版工作的主要经验与启示》，《出版发行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



市场化的道路上也出现了困境。随着地产行业的崛起，部分出版社的价值观开始破碎，出版社的有效

资源开始向地产开发流转，出版业务不断弱化。

３．深化改革：技术创新与“走出去”。这一阶段的关键词是“技术、上市、国际化”。党的十六大正

式提出包括新闻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概念，确立新闻出版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极为重要的地

位和作用①。互联网作 为“第 四 媒 体”逐 渐 普 及，推 动 大 众 传 播 开 疆 扩 土，新 闻 媒 体 技 术 更 加 先 进。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起的“新华传媒”，借壳“华联超市”成功上市，成为我国新

闻出版发行企业中第一家上市公司，开创我国文化企业上市和股权分置改革的先例②。２００６年“中国

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品牌工程启动，各地程度不同地推动新闻出版业“走出去”，２００７年中国青年出版

社在英国伦敦成立全资子公司“中国青年出版社国际有限公司”，中国新闻出版业不仅从产品和版权，
更从资本方面初步完成海外布局。

４．产业转型：机遇与挑战。２００９年至今，新闻出版业由传统向数字化转变：“十二五”规划提出“新

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十三五”规划提出“新闻出版数字化转型全面布局”。２０１６年，《东方早报》和

《京华时报》两份都市报先后宣布停刊，一南一北两报停刊成为当年新闻媒体行业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纸媒面对数字化、互联网的冲击，迎来“告别时刻”。截至２０１７年，已有４０多家报纸宣布停刊。新闻

获取的渠道也开始多样化，传统电视和报纸杂志新闻工作者成为内容的提供商，手机ＡＰＰ客户端等

成为人们获取资讯更便捷快速的手段。２０１７年《中国青年报》全新改版，放弃周末纸质报纸而将精力

投放到新闻客户端上，新闻出版业的转型升级亟待寻找新思路。这一阶段，我国新闻出版业在对外开

放方面砥砺前行。２０１１年４月出台《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我国新闻出版业

版权输出从２００６年的２０５０项增长到２０１６年的１１１３３项，版权贸易逆差从２００６年的６．０２∶１缩小到

２０１６年的１．６∶１。目前我国出版企业在境外运营的各种分支机构及销售网点达４５９家③。新闻出版

业逐渐向国际化、数字化方向发展。
展望未来，新闻出版业发展面临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在技术创新的驱动下，新闻出版业的内容和

商业模式不断更新转换，新闻出版业需要寻找新出路，推动我国向出版强国迈进。
（二）广播电视四十年发展变革与兴盛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广播电影电视产业从萌芽到勃发，展现出广播电视业蓬勃生命力，大致可

分为三个阶段：

１．萌芽初起：“四级制”创导新起点。１９７８ １９９８年，广播电视业初步发展，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带来

突破性的改变，为中国广播电影电视产业发展提供了诸多良好机遇，广播电影电视产业实现了制度、
功能、地位上的转变。１９８３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首次颁布“四级制”，即“四级办节目、四
级混合覆盖”，明确提出要“落实人人、户户都要看到电视、听到广播”。这些制度的创立带动我国广电

业的大发展、大转折：广播电台的数量如雨后春笋，功能上实现“宣 传 导 向”与“产 业 导 向”并 驾 齐 驱。
在内容转变的影响力下，诸多电视台逐步从依靠政府扶持到拥有自己的融资方式和经济支撑，实现独

立自主、持续创收。四级制的创立是一个里程碑，与我国当时国情相契合，取得了诸多突破性进展。

２．改革深入：“集团化”引领新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内的广播电影电视产业有了一

定程度的进步，总体实现普及化，市场竞争逐步加大。１９９９年，江苏无锡广播电视集团创立，开启我国

广播电视集团化发展阶段。２００１年，中办、国办的有关文件对组建广电集团的指导思想、原则、体制、
融资等问题做了全面规定④。而这一改制带来了三种模式同步发展：第一种是湖南、山东模式，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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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振省、魏玉山：《改革开放三十年新闻出版工作的主要经验与启示》，《出版发行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

茹文娟：《加快发展我国新闻出版业的税收政策研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２年，第８　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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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２日。

梁山：《中外广播电视集团化比较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２００２年第１２期。



电视集团（总台）与广播电视局合署办公，领导班子交叉任职，政企、政事职能在内部相对分开；第二种

是北京、江苏模式，广播电视集团（总台）与广播电视局“两块牌子、两套人马和两套领导班子”，政企、
政事职能分离；第三种是上海模式，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与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两块牌子、两套人马和

两套领导班子”，领导班子中少数同志因工作需要兼职，其他多数同志不得兼职①。“集团化”激发了

经营者的热情，为广播电影电视投融资开辟出多条渠道，成为广播电视产业新增长极。同时“集团化”
促使广播电视产业在数量集群上实现增长，为吸纳人才、整合社会资源、提升广播电视产品质量以及

广播电视产业的做大做强打下了坚固的基石。

３．技术冲击：“数字化”发展新动向。２００８年至今，广播电影电视产业逐渐引入数字化技术。２００８
年我国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ＣＭＭＢ）标准体系开始建 设，到２００８年 底 全 国１４７座 城 市 实 现 网 络 覆

盖。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国网络电视台（ＣＮＴＶ）开播，技术上实现了重点突破。同年，《关于加快广

播电视有线网络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为全国广播电视数字化奠定坚实基础；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印发

《推进三网融合总体方案的通知》，进一步推进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电信网三网功能协调促进，为广播

电视数字化带来新思路，广播电视数字化程度不断增长。根据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和格兰研

究联合发布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６年年底，我国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总数达２２８２９．５３万户，有线广播电视

实际用户占本地区总户比重５２．７５％，其中：数字电视实际用户数量达２０１５７．２４万户，付费数字电视

实际用户数量达４９９６万户②。但随着数字化的进展，互联网新生媒体也在迅速成长，人们拥有了更多

观看视频的方式，这 不 仅 改 变 了 媒 介 间 的 收 入 比 例，也 改 变 了 我 国 媒 体 产 业 布 局。通 过 调 查 分 析，

２０１６年，传统电视媒体广告以１．１６％的速度增长，而网络收入却在以每年５．１０％的速度增长③。这

意味我国传统媒体面临重大冲击，新媒体的交互性、多样性、更新速度都对广播电影电视造成重大威

胁，如何实现革新突破重围成为当前中国广播电影电视产业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三）动漫发展与突围

我国动漫产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其发展过程有过繁荣也有过低迷，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１．以产定销，繁荣发展时期。１９７８年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产定销”是当时动画产业

生产的主要模式。这一时期我国各地高校美术生回到美术影片厂创作，１９７９年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

幕动画长片《哪吒闹海》诞生。其后，中国动画陆续创作出《雪孩子》（１９８０）、《黑猫警长》（１９８４）等动画

作品。动漫作品种类增多，数量增大，还创作出新形式的电视动画片、系列动画片，如木偶动画片《阿

凡提的故事》（１９８０）、剪纸动画片《葫芦兄弟》（１９８６）、彩色动画片《邋遢大王历险记》（１９８７）等④。同

时我国开始引进国外动漫，１９８０年第一部国外动画片《铁臂阿童木》在央视播出。在国外动漫产品和

技术的影响下，我国开始成为世界动画加工厂。

２．市场导向，低迷发展时期。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发展，这
一阶段动漫产业初步形成，开始向市场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１９９３年国家取消动漫收购制度，不再限

制动漫产业的产量，逐步开放市场，包括《十二生肖》等动画作品推动了动漫产业的市场化进程。
但是，随着我国电视机的迅速普及，国内动漫生产能力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国外动漫产品涌入

中国，中国动漫与国外动漫产业相比明显滞后，我国动漫人才对国外动漫的崇拜导致人才外流。一时

期，除１９９９年的《宝莲灯》产生了一定的市场影响外，欧美和日本动漫产品成为市场的主力军，我国动

漫产业进入迷茫阶段。

３．政策发力，恢复发展时期。２００４ ２０１１年是我动漫产业的恢复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产业政

策对动漫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关于发展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若干意见》（２００４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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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广播电视集团化发展战略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９期。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７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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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２００６年）、《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年）、
《关于扶持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２００８年）等一系列意见、规划和决定相继颁布，政府以“保

姆式”的政策为动漫产业保驾护航。２００５年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在继四大动漫专业院校颁布教育基地

后，又先后在全国１５个企业和单位设立动画产业基地，到２００８年形成了东北、华北、西南、中部和长

三角五大动画产业经济带。

４．市场导向，繁荣发展时期。２０１２年６月，扶持动漫产业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十二五”时

期国家动漫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将优化动漫产业布局 结 构 作 为 未 来 五 年 发 展 的 重 要 任 务。这 一 时

期，二次元、ＩＰ、融合发展成为动漫产业关键词。据《２０１５年中国二次元用户报告》显示，中国二次元消

费者已达２．６亿人，未来国产动漫将向“二次元经济”核心受益区进击①。网络漫画成为ＩＰ的源头动

力，２０１７年中国动漫产业受到资本的青睐，如腾讯投资玄机科技近两亿元。游戏、非遗与动漫的融合

促使动漫艺术家推陈出新。同时，我国动漫产业衍生品市场产值由２００９年的１２９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６
年的４５０亿元，玩具类占衍生品的５１％②。２０１７年出现了第一部成人动画电影《大护法》，中国动漫产

业逐步向“全龄化”探索。
（四）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从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转变，推动着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在

理论上，由“修旧如旧”向历史城市整体性保护转变；在立法上，由政府法令转向国家法律法规、中央政

府法规、地方政府法规等多层次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在理念上，由传统“收藏”向现代“保护”转变；在方法

上，由单纯性保护遗产主体向包括环境在内的整体遗产地保护体系转变③。文化遗产保护四十年的循

序渐进，有如下几个阶段：

１．概念初现：文化遗产保护初步发展阶段。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伊始，文化遗产保护还未普及。１９８１
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涉及９．４万余人，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４０余万处，并先后公布了２３５１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８０００余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６００００余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④。１９８２年

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发布，保护文物有法可依，同时这一法律提出“历史

文化名城”，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９４年文物工作者及政府相关部门核定并公布第一、二、三批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名单。１９８５年我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这意味着中国同时愿意接受以《威尼斯宪章》为基础的

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原则⑤。１９８７年我国对长城等进行“申遗”，逐步向世界展现我国的古代文明成就。

１９８８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我国“申遗”成功的６项遗产进行评估时提出历史建筑的保护问题，这也

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２．政策保障：体系化与法治化并举。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体系化和法制化是其主要特征。１９９２年邓小

平“南方谈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发展，经济建设推动人们对历史古城保护和乡土建筑的

关注。一方面，我国的文化遗产逐步形成“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三个层

次的体系，１９９７年３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提出，利用历史文化街区，推动

城市总体规划；另一方面，２０００年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２００２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等为新时期文化遗产发展奠定法律基础。同时，文化遗产项目工程硕果累累，２０００年全面开展三

峡库区文物保护工程、西藏三大重点保护工程及后续项目等，文化遗产项目逐渐增多，出现一些新概念与

文化遗产新类型，如工业遗产等。２００２年文化部启动中国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认证、抢救、保护、开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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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ｂ６ｄ１７９ｂ．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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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巍、杨锋、谌海霞：《西藏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现状、潜在资源分析与保护对策》，第３３页。

吕舟：《〈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修订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中国文化遗产》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利用工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２００３年缔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对文化遗产保护全面升

级。２００４年第２８届世界遗产委员大会在苏州召开，引起国内外人民的关注，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热情

高涨。

３．全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全面发展。２００６年我国开始设立文化遗产日（６月的第二个星期六），
全民参与共同保护我国的文化遗产。文化景观保护、线性保护成为这一阶段的“热词”。２００７年国务

院批准《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地保护“十一五”规划纲要》给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资金支持，２００７年共建

设１３个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地保护项目，总投资是３７５４２万元①。２０１１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正式发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始合法化。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发起编撰《中国民族民间文

艺集成志书》，经过全国１０余万文艺工作者２５年的努力，于２００４年完成２９８部省卷，４５０册约５亿字

的编撰工作，２０１０年完成出版。
随着科学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广泛应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入新阶段。数字敦煌、

数字故宫等一系列数字化工程，将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保存，永续利用，泽惠万世。深海

探测技术在考古界的应用推动我国水下考古研究和文物挖掘踏 上 了 新 台 阶。“一 带 一 路”战 略 的 提

出，更突出了文化遗产的社会作用。２０１２年进行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文化遗产预备清单的调整工作，
截至２０１７年７月，我国５２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世界文化遗产３２
处。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中国首个文化遗产类外国政府贷款项目落户山西，我国开始转向文化遗产保

护的国际影响力上。但是，我国在进行文化遗产开发和保护的同时也面临挑战。旅游发展压力是首

要威胁因素，在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估的２０项世界遗产中，１７项受到旅游发展的压力②。对文化遗产

的不恰当修复也是造成文化遗产受损的原因，我国古城墙和古建筑的修复受损现象时有发生，文化遗

产的保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发展概述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实
施文化强国，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国家战略之一。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文化“走出去”概述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对外文化工作迎来发展机遇。１９７８年９月，国务院下达《关于对

外文化交流工作由文化部归口管理》。１９８２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把发展同各国文化交流的内容写入宪

法，为我国扩展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１９８３年，邓小平指出，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

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１９９７年，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我为

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之长，向世界展示我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
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这一时期中国文化“走出去”主要以对外文化交流为主③。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对外文化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化。２００１年，
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２００２年，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大力发展涉外文化

产业，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走出去”战略在文化产业领域首次得到具体体现。２０１１年十七届六

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

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的政策措施，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开拓国际

文化市场。这一时期，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基本形成，形成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双轮驱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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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

总体部署，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华文化“走出去”力

度空前。国家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对外

文化贸易的意见》《开拓海外文化市场行动计划（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

导意见》等文件，进一步统筹对外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文化贸易。这一时期我国文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逐步增强，形成对外投资与服务贸易新的“双轮驱动”模式，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二）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成就

第一，对外文化交流。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日趋活跃，“中法文化年”“中俄国家年”等一系列大型文

化外交活动，极大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我国已同１５７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

８００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建立海外中国文化中心３０个，初步形成覆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

府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网络①。第二，对外文化贸易。文化贸易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我国对外

文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从２００３年的６０．９亿美

元攀升至２０１３年的２７４．１亿美元，年均增长１６．２％，２０１３年，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达到２５１．３亿美

元。我国文化服务进出 口 总 额 从２００３年 的１０．５亿 美 元 增 长 到２０１３年 的９５．６亿 美 元，年 均 增 长

２４．７％，２０１３年，中国文化服务出口额为５１．３亿美元②。２０１６年，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达

１１４２．１亿美元，其中我国文化产品出口７８６．６亿美元，实现顺差６８８亿美元；文化服务出口中的文化

娱乐和广告服务出口额５４．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１．８％。２０１６年文化服务出口占我国服务出口总额

的比重为３．１％，比上年提升０．７个百分点③。第三，对外文化投资。我国文化产业对外直接投资起

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投资层次稳步提高，海外并购数量呈上升趋势，交易金额不断扩大。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从２００７年的５１０万美元增至２０１３年的３１０８５万美元，增幅达到６１倍。

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３年，我国文化产业海外并购４４起。俏佳人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天创国际演艺制作

交流有限公司、小马奔腾、万达集团等都参与到国外文化企业的并购中。２０１６年，我国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对外直接投资３９．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８８．３％④。

四、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

文化产业政策是指由代表国家意志，由国家权威部门制定并组织实施，旨在规范、保护、鼓励和扶

持文化产业发展，通过协调内部各部门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系列政策总和。不同国家的国情、社会环境

和发展动机不同，文化产业政策的定义和范围不同，所采取的政策和考虑重点亦是千差万别。但从根

本上讲，文化产业政策的目标是为了确保本国文化产业的生存和主导地位，以保护文化独立和民族认

同。其他所有的目标，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概述

１．从一家音乐茶座开始的文化产业探索。１９７９年，第一家经营性音乐茶座在广州市东方宾馆诞

生，自此文化产业开始有了产业化、市场化的趋势，但只是出现在意识形态不强的部分行业，如大众娱

乐业、广告业、文化制造业。１９８０年２月召开的全国文化局长会议明确提出“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文

化事业体制，改革经营管理制度”，但真正促使文化事业向产业发展转变的是１９８４年文化部、财政部

正式承认“以文补文”活动的合法性，由于当时的文化事业单位主要依靠少量的政府补贴，常常出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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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去年我国文化贸易额达１１４２．１亿美元》，《光明日报》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８日，第８版。

陈恒：《２０１６年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增长迅速》，《光明日报》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０日，第８版。



不敷出、经费不足的问题，因此文化事业单位在进行政府要求的演出活动之外，也开始试图进行盈利

性质的演出，并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对此，国家文化部和财政部不仅承认演出的合法性，还出台了相

关的政策来支持文化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１９８８年《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

活动的暂行办法》《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

意见》等政策纷纷出台，政府开始通过政策和资金的优惠给予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与此同时，民营

文化得到了官方认可，并开始纳入监管范畴。为了管理民营广告公司和娱乐场所，政府出台《关于艺

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广告管理条例》等政策。政府首次将国营机构

和民营机构的文化活动运营合法化，并认识到文化的经济性。政府为了规范正在进行中的文化活动

的经济运营，出台具体政策。
这一时期文化产业政策呈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政策对文化活动的主导者和运营者进行严

格控制。但人民开始有了对文化消费的需求，政府正式开始重视文化发展，提出“文化市场”与“文化

经济”①，也自此开启了对文化政策的研究和出台。

２．从“二分法”到文化政策开始完善。１９９２年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

谈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

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这一背景 下，我 国 政 府 开 始 逐 步 改 变 其 职 能，从“办 文 化”向

“管文化”、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②，至此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出台的条件基本成熟。同年６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对文化产业进行“产业

化”性质的认可。而推动文化产业由性质区分向实际迈进的是１９９３年文化部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

命题，文化系统开始改变“以文养文”“以文补文”的现状，进入产业发展的轨道。１９９８年国务院机构改

革，大幅度削减机构人员编制，但于１９９８年增设了文化产业司，主要任务是研究拟定文化产业发展规

划和相关政策、法规，扶持和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建设，协调文化产业运行中的重大问题。这一举

措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由民间自发发展阶段进入政府致力推动的新时期③。
我国首次区分“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政策”的概念是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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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政策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

政府开始有意识的运用产业政策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随后，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发展文化产业被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标志着中国文化产

业政策得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正式认可和承认④。
这一时期政府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即在文化事业单位进行向文化产业发

展的体制转换、国家的财政支持和颁布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个时期共有２００多个法律法

规、政策文件和部门规章出台。法律法规涉及的领域有舞台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网络和文化经济

等。《广告法》《著作权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印刷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和《音像制品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正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文化产业政策。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呈现出三个特

点：在宏观层面上，国家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政策规划频出；在中观层面上，文化市场投资门槛降

低，文化建设呈现全民参与的特点；从微观层面看，文化产业政策不断完善，综合配套政策日趋成熟。

３．外资与民间资本陆续登场，文化产业政策渐趋完善。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

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二分法”，并且鲜明地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政策作为中国文化产

业战略性政策的地位正式形成。十六大以来，国 家 高 度 重 视 文 化 产 业 发 展，并 且 出 台 一 系 列 政 策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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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这一时期，共颁布６部文化产业基本政策，制订文化建设

发展长期规划。政府在《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中发布了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一部分的文化

产业的具体发展战略。第一，“十一五”期间最重要的是推动文化商品的自主创造。胡锦涛同志提出

“要发展海外出口文化产业，借此来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该讲话提升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地位，也

是文化产业出口战略的依据。之后随着《关于强化和改善文化商品和服务出口的意见》等的发布，出

口战略被进一步强调。第二，要实现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文化产业形态。这是政府在认

识到文化产业的战略重要性之后，提出的发展文化产业的一项主要战略。这一战略是和文化整体改

革、奖励政策同等重要的文化产业主体多元化战略，即文化产业的主体不仅是国家资本，其范围已扩

大到民间资本和外资。政府发布的政策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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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等。这些政策成为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理论

背景和法律依据。
从２００３年制定《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文化市场发展纲要》到《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及

《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再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框架正在初步形

成。国家逐步在资金支持机制上，对文化产业予以扶持，修订后的《著作权法》《电影管理条例》《图书

出版管理规定》《出版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和部门规章的颁布，进一步推动

我国文化立法工作的进程，使我国文化管理逐步进入法制化轨道。２０１０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是中央科学分析判断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对文化产业

的新定位、新部署、新要求。

４．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而服务的文化政策。２０１１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

第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而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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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文化产

业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文件之一，成为了推动“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跨越发展的有力推手。《决定》
提到在２０１５年之前，将文化产业培育成在ＧＤＰ总值中占比超过５％的重要产业，特别是将文化创作、
电影制作、出版、印刷、娱乐、数字化信息以及动漫７大产业作为重点文化产业，并且提到了对其进行

财政支援、减免税收等具体优惠政策，以及提供金融支持等多样的扶持政策。另外，还强调要“继承中

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拥有与中国国际

地位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和掌握思想文化领域的国际主导权，切实保护国家文化安全”，决心要在

文化领域中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地位。２０１２年，《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出

台，标志着文化产业政策发展进入新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化产业政策并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加，内容

更加具象化，目标也更加明确。
“十三五”期间，政府通过对行政、财政、金融、税收等多方面的政策调节，坚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提高文化水平，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总的来看，新时期的文化产业政策呈现

出这些特点：首先，文化立法进程逐渐加快。２０１６年年末出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之后《电影产业

促进法》《国歌法》《公共图书馆法》相继通过，我国文化法制建设持续推进，并呈现出逐渐加快的态势。
其次，文化体制改革持续深入。近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在新的起点上向纵深拓展，取得一批开拓

性、引领性、标志性的制度创新成果，文化领域“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基本形成。除此之外，
积极布局前沿领域、新兴业态，并不断加强监管，改善市场环境和生态。

（二）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成就

１．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发展不断“松绑”。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和展开，极大地促进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在公共文化领域，建立了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公共文化服务管理运行机制更加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力度

不断加大，文化志愿服务项目持续实施。流动服务、数字服务深入开展，群众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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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日趋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显著增强①。同时形成了以国有

资本为主体，民营和其他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文化产业体系。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我国的文化综合实

力、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得到极大提高。

２．文化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逐渐优化。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思想解放

不断深入，文化产业政策作为产业发展的风向标与指路者的作用日益加深。四十年来大量的政策文

件有效地促进了文化市场主体建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尤其是十六大报告在文化体制改革中首次

将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区分开来，以期实现经营性文化产业与公益性文化 事 业“双 轮 驱 动”“比 翼 双

飞”。其中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更是效果显著，不仅增强了传统文化事业的发展动力，刺激了文化

消费动力，更激发了全民文化创作活力。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化政策对产业发展不断发挥

着引导和推动作用，逐渐把文化发展从政府包办的禁锢中挣脱出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大发展大

繁荣。

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走出去”战略在２０００年３月的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期间正式提

出，并在“十一五”期间得到全面落实。在“中国智造”“中国梦”“一带一路”等战略与倡议的推动下，我
国文化“走出去”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产品走出去，更是精神文明“走出去”的突破，我国不断向世界传

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使得 文 化 自 信 深 入 国 民 心 中，不 断 增 强 了 我 国 文 化 软 实

力，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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