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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

中国文化产业进入起飞阶段

“得益于中国经济转型，未来 5到
10年，中国文化产业将会进入一个快
速增长周期。”10月 12日，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专访时，中国社会科学
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表示，
“我们要以跨界和越界的方式、以产业
大融合的方式去看待文化产业。因为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文化与经济普遍互
渗的时代，不是一个彼此之间界限越
来越清晰的时代。”

《中国企业报》：“文化产业”的提
法在中国已经 10多年了，你觉得 10
多年间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历了怎
样的过程？

张晓明：2000年，中共中央十五届
五中全会正式把文化产业列入国家发
展战略，这是文化产业第一次进入国
家最高文件中，可以把这作为中国文
化产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从发展内容上看，从 2008年全球
金融危机开始，到 2009年国家出台文
化基金政策，中国经济发生了重大转
型，文化产业成为非常突出的、能够推
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性产业。

可以说，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
中国新一轮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文化
产业的重要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
注。可以预见，今后 5到 10年，中国文
化产业的发展将比前十年有更好的宏
观经济环境。
《中国企业报》：将于本月 15日开

幕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要重点讨论
“文化产业发展”问题，2010年十七届
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突出推动文化产
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这对
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张晓明：回顾前一个十年，中国文
化产业有了三个重大的变化。

第一个，观念的变化。十年以来，
文化产业从一个理论界的边缘话题经
过政府和民间大规模的普及，上升到

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核心概念，在落
实科学发展观，实行新时期国家发展
战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变化。从传
统来看，我们一般很难能够把文化和
产业放在一起，所以文化产业这个概
念，不管在国外还是在中国，都是一个
革命性的变化。

第二个，发展环境的变化。文化市
场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应该说
直到这十年，我们的文化发展才从一个
计划配置基础性资源的制度环境转移
到以市场配置基础性资源的阶段。已经
大约有 1/5的出版社、事业单位完成了
事业向企业的转型，地方的出版发行机
构已基本上完成了改制的任务，电影制
片厂已经完全转化为企业。

第三个，发展动力的变化。在十
年之前，发展基本上是靠财政支持，
文化单位是事业单位，靠财政拨款，
发展的任务基本上是在传统的计划
体制内，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政府。这
十年推动体制改革、市场开放，发展
的动力逐渐从政府转向市场，市场的
内生动力逐渐趋于主导地位，这极大
地释放了在旧体制下长期压抑的文
化产业发展潜力。

将要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
讨论文化产业发展，这说明了国家层
面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必将促进
文化产业的大发展。

《中国企业报》：有说法称，目前全球经
济复苏乏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更愿
意进行文化消费。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张晓明：事实上，我一直比较反对“文化
产业是逆经济周期而行的产业”的说法。

我个人认为，文化产业是经济发展中
的一个独立领域，总体上它也受到经济危
机的影响，而不会是逆势而动。当然，文
化产业跟经济发展的周期不完全同步，但
是也不会完全相反。有一个词我觉得比较
合适，叫“亲周期性”，就是同周期但不同
步。也就是说，一般认为文化产业属于文
化消费，属于弹性比较大的消费。所以当
经济危机来的时候，其它产业已经受到影
响，文化产业受到的影响可能会比较晚，
它会衰落得比较晚。而当整个经济开始走
向一个增长周期的时候，文化的起步有时
候会早，有时候也会晚，它跟经济周期不
同步。

在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中，中国的文化产
业保持了快速发展的态势，每年的年均增长
在 15%—17%之间，有一些文化产业更是实
现了超出以前的更快速度增长，比如影业、
动漫、游戏等，出现了突发式的增长，增长的
速度在 30%—40%，在新媒体领域甚至是成

倍的增长。
《中国企业报》：你认为目前中国的文化

产业发展到了哪个阶段？
张晓明：可以把文化产业分为三个发展

阶段———消费者服务阶段、生产者服务阶段
和消费者加生产者服务阶段。

文化产业服务于消费者，就是消费者服
务的阶段；服务于生产者，就是我们现在讲
的文化创意产业，则是生产者服务阶段。

消费者加生产者服务阶段，这可能是大
家目前不太熟悉的。我举一个例子，前几年在
网上出现了一个短片，叫《一个馒头引发的血
案》，风靡全国。恶搞了陈凯歌大片的胡戈本是
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网络消费者，但这个网络消
费者区别于其他网民，他不是一般的被动的消
费者，他做了一个 FLASH短片，把它放在网
上，而这个短片就恶搞了陈凯歌花数亿元拍出
来的大片，而且获得了非常高的知名度，胡戈
显然就是从被动的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

在中国，至少在发达地区，我们已经准
备好了进入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前沿，我
们的创意产业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意阶
层的基础，我们很多产业的文化现象已经跟
国际接轨，不仅仅可以消费文化，而且可以
参与文化创造。

《中国企业报》：是否可以认为目前中国文化产业的
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张晓明：中国的文化产业在下一个十年将有一个更
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因为中国整个经济在转型，所以文化
产业将迎来一个五到十年的快速增长周期，五个重大的市
场空间呈现在我们面前。

一是文化产业满足最终消费需求。从经济学来讲，它
是满足最终消费需求的产业，业界曾经分析过，我们在人
均 GDP3000美元时文化产业产值应该是 4万亿元，我们
现在只实现了 1万亿元左右，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蕴藏在
世界市场未经释放的消费潜力是目前我们已实现文化消
费的 4倍以上。

二是文化产业作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机会。作为新
兴产业，文化产业不仅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消费的
需求，而且要满足相关产业投入的需求，文化产业不仅是
消费者的服务业，同时也是生产者的服务业，而对于生产
者服务业，它的发展程度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的成熟。

三是当代文化产业作为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机会。
从理论上讲，文化产业的发展是跟新的数字化信息技术
有关，传统的文化产业，或者说上一轮的文化产业是以美
国好莱坞这样的产业发展模式为代表，而不是现在的网
络文化发展。全球金融危机将加速推动技术创新，中国的
文化产业进入一个基础创新、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
时期，和新媒体相关的文化产业，或者叫数字内容产业，将
在这一轮发展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四是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城市化产业的发展机会。文
化产业将随着城市化的竞争获得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
们看到，高铁的迅猛发展已经改变了一大批二三线城市
的区位性质，甚至改变了很多传统的观念，比如说传统的
城市圈，三五百里的概念，按照汽车高速公路两小时的车
程就算城市圈，而现在按照两小时的高铁来算，大概是
1000公里左右，大量的新一轮和别具特色的文化设施在
建设。

五是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全球化产业的发展机会。当
代文化产业，实际上是一个全球化的新兴产业，中国在国
际文化贸易和版权贸易中的地位将迅速改变，在国际文化
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将发生变化。
《中国企业报》：如何衡量文化产业达到了“国民经济

支柱性产业”的标准？
张晓明：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是文化产业要占到同期

GDP的 5%—6%；而目前中国文化产业占同期 GDP大概
在 2.5%，这就意味着在“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增加值要
翻一番。中国文化产业近 8年连续以 17%左右的速度增
长，如果以此速度来计算的话，应该可以完成。

《中国企业报》：你认为目前制约文化产
业发展的瓶颈有哪些？

张晓明：现在的问题是，文化产业发展
也沿袭了有问题的经济增长模式，出现了同
样的“GDP挂帅”和“增长主义”倾向，一些领
域存在泡沫化趋势，应加以改变。今后几年
对于中国文化产业来说，既是大企业盘活存
量、重新洗牌的机遇期，也是个人创业、建立
中小企业的最佳时期。而目前主要问题还是
国有资本没有从文化产业竞争性领域退出，
民营资本准入限制过多，多种所有制共同发
展的合理格局远未形成，极大地制约了中国
文化产业现实潜力的充分发挥。
《中国企业报》：针对这些问题，你有哪

些好的建议？
张晓明：现在讲得最多的叫“超越”与

“链接”。所谓超越，我们不要以太局限的眼
光去看待当前的文化产业，我们要以跨界和
越界的方式，要以产业大融合的方式去看
待，其实文化创意产业没有边界，而且这个
边界越来越模糊，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文化与
经济普遍互渗的时代，不是一个彼此之间界
限越来越清晰的时代。

所谓链接，就是要想推动文化产业的发
展，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必须改变传统
公共文化和文化产业二分的看法，改变教育
和产业分割的格局。同时改变我们的企业，传
统企业只是单纯地生产而不注重研发的局
面，我们要建立起盈利部门和非盈利部门、教
育部门和产业部门、研发部门和产业部门之
间的链接，只有把链接建设起来了，我们才能
够获得进入或者发展产业真正、良好的条件。

文化产业将成支柱产业 荩

迎来快速增长周期 荩 并非逆经济周期而行 荩

警惕“GDP挂帅”倾向 荩

专家视点

张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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