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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本报记者 王敏

———访中国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京成

市场是文化产业的最好土壤

“作为重要的经济门类之一，文化
产业必须回归其经济属性，运用市场
的、经济的手段来解决文化产业融资
难题，提高文化企业盈利能力。”10月
16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中国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京
成表示，“当前的文化企业仍然缺少低
风险和较成熟的盈利模式，文化企业
只有依托产业价值链的增值模式，才
能引导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
和产业投资基金等不同资金进入。”

《中国企业报》：近年来，文化产
业方面的资本运作风生水起，国际资
本加速进入中国，你认为文化产业在
并购重组、上市融资方面应该注意些
什么？

张京成：去年3月，9部委联合发布
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
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从积极开发信贷
产品、完善授信模式、发展多层次资本
市场、发展文化产业保险市场等方面
明确提出了对文化产业的支持措施，
文化产业在政策层面上获得了现代金
融手段支持的全部可能，全面的金融
扶持措施赋予朝阳产业在新的征程中
振兴发展的巨大空间。但是，文化企业
的上市融资仍然面临困难。

首先，尽管很多的文化企业已经
完成了资源整合，由于文化产品多为
无形资产，价值评估困难，文化企业
的风险担保机制还有待建立。

其次，当前的文化企业仍然缺少
低风险和较成熟的盈利模式，文化企
业只有依托产业价值链的增值模式，
才能引导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
金和产业投资基金等不同资金进入，
通过利润分红、股权转让、上市等方
式获得投资收益，在整个过程中，不

断增值的产业价值链的打造，是每个
文化企业必须紧紧抓住的核心问题。
《中国企业报》：2009年的《文化

产业振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被
认为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
业振兴规划后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
规划。《规划》明确提出要形成一批跨
地区、跨行业经营、有较强市场竞争
力、产值超百亿的骨干文化企业。在
重点文化产业中选择50家左右成长
性好、竞争力强的大型国有或国有控
股集团公司，培育成骨干文化企业。
你如何理解这一提法？

张京成：但凡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成熟的国家，不仅有自己的龙头企业，
还有自己的龙头行业。美国的好莱坞
电影，在全世界所向披靡；日本的原创
漫画，让他们的国民进入了读图时代，
其衍生品带来的巨大利润不用细说；
韩国的电视剧，也在我国红极一时。而
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谁做龙头？

目前，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处于
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的文化、创意产
业想要欣欣向荣走向世界，迫切需要
龙头企业和行业带动，而不能全国一
窝蜂齐头并进地发展，寻找和培育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龙头是当务之急。

《中国企业报》：2000年“十五”规
划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的提法至
今已有10多年。10多年中，文化产业
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明显提高，其进一
步发展会遇到哪些问题？

张京成：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过程中，知识产权、投融资、人才等问
题时常被提及，这些问题不可避免，
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还将持续。但
是，从更高层面着眼，我们认为以下
三个问题更值得关注：

第一是文化产业经济属性的回
归。作为重要的经济门类之一，文化
产业必须充分按照经济规律发展，要
摒弃过去发展文化事业的思路，运用
市场的、经济的手段来解决文化产业
融资难题，提高文化企业盈利能力等
等。特别是要分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角
色定位，消除官本位思路在文化产业
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误导效应，政府更
多地要做环境的营造者和秩序的维
护者，避免求胜心切，好心办坏事，出
现全国各地一拥而上建动漫基地，导
致动漫产品同质化低水平重复竞争
以及更为严重的假借文化之名纯粹
开发商业地产的乱象，还有大大小
小、形色各异的文交所存在的风险隐
患等问题。

第二是文化输出。文化的输出不
仅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输出，还包括
文化软实力的输出。迪斯尼、好莱坞、
韩剧、日本动漫的成功以及美制花木
兰、功夫熊猫的讽刺性警示提醒我
们，我国文化产业必须避免重复传统
制造业的发展途径，不能永远都是大
国却不是强国。

第三是文化安全的问题和对核
心价值体系的坚守。我国传统的文化
日益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袭，核心文化
体系既是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体
现，更是中华文化价值的体系。在全

球化和网络化的今天，各种思潮不断
兴起，良莠不齐，对人们的价值理念，
特别是青少年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冲
击很大。因此，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
时，不能舍本逐末，要注重文化产品
和服务对人们精神思想的软性作用，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
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观，增强民族凝聚力。
《中国企业报》：中国社科院发布

的《文化蓝皮书》曾经指出，中国文化
产业能否持续发展，承担起参与经济
结构调整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自身结构调整是否有效，发展方式转
型是否到位。该如何理解这一提法？

张京成：随着全球化趋势不断加
强，国际间竞争日趋激烈，大力发展以
文化为源泉、创意为灵魂、科技为支撑、
知识产权为依托、高附加值为特征的文
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全世界促进产业
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求新
经济增长点的重要途径。

从产业形态来讲，要强调文化与
科技的融合，文化产业与其他业态的融
合，使得原有一二三产通过植入文化创
意，跨界重组，拉长文化创意产业的产
业链，生产出不同形态的文化产品。

从企业结构来讲，文化企业不应
只注重做大规模，发展龙头企业，同
时还要努力增强企业自身的文化创
造力，促进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发
展。

从所有制结构来讲，目前我国现
有文化产业机构改革还不彻底，一些
文化领域尚未向民营文化企业开放，
一个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良好格
局亟待形成。

从区域布局上来讲，必须调整当
前文化发展区域不协调的局面，在
全国统一市场环境中合理配置产业
资源。

文化产业回归经济属性 荩

依托增值模式吸引资本 荩

《中国企业报》：该怎样理解文
化创意和文化产业的关系？

张京成：文化创意和文化产业
实际上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

从字面上理解，文化产业强调
的是文化表现的产业化，是文化产
品的规模化复制和生产；而文化创
意强调的是对文化的创意化开发，
通过创意增强文化产品的个性和差
异化，提升文化产品的附加值。

从发展趋势上来讲，文化产业
的发展，也不能靠简单地复制和生
产，必须走文化创意的发展道路。有
文化没创意不能形成产品，有文化
创意没科学技术不能形成文化产
业。美国动画片《花木兰》、《功夫熊
猫》等产品已经证实了文化创意对
于文化形成产业是多么重要。
《中国企业报》：据统计，自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文化产
业年均增速在15%—17%, 有些行业
像影视业、动漫、游戏等，出现了爆发
式的增长，增速在30%—40%，新媒
体更是成倍增长，成为拉动宏观经
济的新引擎。但据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统计报告，中国文化产品占全
球份额并不高，约为4%，远低于美国
43%、欧盟34%的份额。你认为中国
要成为文化创意大国还有哪些路要
走？

张京成：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近
几年确实有了较大发展，进入了快
速发展阶段，但是由于文化产业统
计分类的问题，所列数据并不准确。

中国通过创意之路发展文化产
业是当前形势下的必然选择，而中
国要成为文化创意大国，进而成为
文化创意产业强国，仍要从宏观视
野出发，问题仍然回到了全民素质
的提高、整个文化环境的营造、文化
知识产权保护和文化价值评估体系

等若干问题。
《中国企业报》：近期，很多文化

事业单位都在转企改制，你认为这
对文化创意的提高有何帮助？

张京成：其实，我国文化体制改
革发端于2003年6月的全国文化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至今已有8个年头了。
文艺剧团、新闻出版等领域的转企
改制已基本完成，下一步面临的是
在市场化竞争中如何发展壮大的问
题。文化体制改革对于文化产业的
发展意义极其重大，没有文化体制
改革，我国文化产业绝对达不到今
天这样的发展速度和高度。

文化体制改革使经营性文化单
位重获新生，焕发了市场活力，在市
场经济的指引下，改制后的企业更
加关注文化市场的发展变化，更用
心地去揣摩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强
化了创新意识，激发了创新潜力。比
如，许多原本半死不活的地方性演
艺剧团甩掉包袱，不断摸索，出了一
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在
原有体制下已经僵化的新闻出版产
业，在改制过程中以兼并重组等方
式组建了多个跨地域的出版传媒集
团，通过改制结出了硕果，2010年该
产业全国总产出就已突破万亿元，
图书、报纸、电子出版物品种和总量
连续5年稳居世界首位。

企业化、市场化是文化创意生
存发展的最佳土壤，伴随文化体制
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还将有更多经
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只有这样，
我国文化市场才能更加活跃，充分
的市场竞争将催生更多更优秀的文
化产品。比如《喜羊羊与灰太狼》、《武
林外传》等这两年广受关注的文化
品牌，都已实现了全产业链发展，在
多个领域持续发力、揽金收银，这种
业绩是国有体制下不可想象的。

充分竞争催生更多产品 荩

张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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