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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从迅速增长的研究势头说起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

融，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对文化产业的发展

现状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关系做了大量研究，许多研究成果为文化产业的发展

与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系统总结目前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厘

清文化产业的今后发展方向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客观再现我国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研究的发展概况，我们以“文化产业”为关键词对中国学术

期刊网 （CNKI） 全文数据库进行了“精确”式搜索。从搜索结果看，1990 年以前的文章极少，忽略

不计。从 1991 年起，笔者将各年的论文数量进行整理，结果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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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中国学术期刊网 （CNKI） 的“文化产业”论文数量变动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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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30 年来我国的文化产业政策经历了从摸索到逐步完善的历程。而对于文化产业的

学术研究也逐渐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大热点，研究成果数量逐年上升，研究角度与内容也呈现多元

化的特点。通过对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研究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归纳了 30 年文化产业政策变动过

程和阶段性特点，进而通过文献分析总结出当前理论研究取得的成果与不足。因此，在今后的研究

中还有待改进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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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产业的研究成果数量在 30 年间呈明显上升趋势。如果仅按研究成果

的数量进行划分的话，可将中国文化产业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991- 1999 年、2000- 2005 年、2006 年

及以后。
从 1991 年到 1999 年，国内对于文化产业的研究论文数量较少，一共 224 篇，平均每年的论文数

量仅为 24.9 篇。从 2000 年开始，国内对于文化产业研究的论文数量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并出现两

个跳跃式增长年。2000 年是第一个跳跃式增长年，从 1999 年的 97 篇跳跃式增长到 2000 年的 257
篇，2000 年比 1999 年增长了 1.6 倍。其后各年是：2001 年的论文数量为 347 篇，2002 年的论文数量

为 450 篇，2003 年的论文数量为 821 篇，2004 年的论文数量为 1091 篇，2005 年的论文数量是 1506
篇，2000- 2005 年平均每年的论文数量为 745.3 篇，是 1990 年到 1999 年平均论文数量的 30 倍。2006
年是第二个跳跃式增长年，2006 年的论文数量是 2005 年论文数量的 1.9 倍，其后各年的论文数量分

别是 2761 篇、2511 篇和 3303 篇。2006- 2009 年平均每年的论文数量为 2864 篇，是 2000 年到 2005
年平均值的 3.8 倍，是 1991 年到 1999 年平均值的 115 倍。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学术界对于文化产业研究的较少，即使有少量的研究，也主要是

从理论上进行呼吁，宣传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这种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一方面是传

统观念的束缚，很少有人去思考将文化产品市场化的问题，更不要说产业化了。另一方面，与我国文

化体制有关，当时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事业体制仍然是文化产业存在的主要形式，国家通过

对文化事业单位进行拨款扶持，文化事业的发展几乎完全依赖国家拨款支持，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学

术界对文化产业的研究。

二、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变化与阶段性特点

文化产业政策可以被视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与缩影，它影响制约着文化产业的发展，

奠定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基调。深入研究文化产业政策的变迁历程，有助于理清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

的脉络，从而更好地理解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文化事业大多数由政府部门主导。当时人们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认为文化属

于事业属性，理所当然应该仅由政府部门掌握和控制。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部分行业开始出现了

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趋势。这些行业包括大众娱乐业、广告业、文化制造业等，而针对这些逐渐市场化

的行业也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文化部门开始意识到文化产品产业化的趋势。
进入新世纪，世界各国的文化产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

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许多对以后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产业政策。
1998 年，文化部富有前瞻性地组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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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10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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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

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2003 年 8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七次集体学习，听取有关专家关

于“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和我国的对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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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政策发展的总体特点是：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重视程度空前，并出台了许多规范文化

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为文化产业的良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
2005 年 4 月 20 日，《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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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准入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制度创新时期。同年，国

文化产业研究 30 年：现状与特点

19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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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7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

振兴规划后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是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第一次对文化产业发展做出的规划，

也是指导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发布，表明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重要增长点，

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标志着文化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10 年 3 月 19 日，为贯彻落

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通知》 （国发〔2009〕 30 号） 精神，进一步改进和提升对

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文

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

的指导意见》出炉，对我国文化产业的长远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文化产业政策具有纲领性特点，发展文化产业正在逐渐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国策，相

关的改革政策已经提到了政府工作日程并成为文化改革的强大推动力。

三、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系统分析

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笔者将现有文献研究成果归纳为文化经济的研究、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
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和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四个方面。

1. 文化经济的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当时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较为缓慢，急需经济来带动。因此，以经济促进

文化产业的观点的出现有其客观必然性。杜长胜 （1991） 认为文化经济政策在当时急需调整，一方面

国家要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则是促进文化事业的市场化。[1]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也逐渐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此

时以文化促经济的发展研究也相应出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21 世

纪后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响应，其代表性成果有乔然 （2002）、郑百灵，周荫祖 （2002） 等。[2- 3]于晶娜

（1999）、叶南客 （2000）、姜燕 （2007） 等通过对文化与经济二者共生互动现象的深入研究认为，经

济蕴涵文化，需要文化；文化依靠经济并反作用影响经济，经济与文化的并重和交融，文化与经济的

复合化或一体化，将是文化发展和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走势。[4- 6]

文化经济研究的成熟也促成了文化产业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方向而独立出来，提倡建立文化产

业学的代表学者是胡惠林、刘吉发等。其中胡惠林认为，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文化产业学的任务就

是通过文化产业的概念、范畴和逻辑架构的研究将三者的内容得以有机地渗透和融合。刘吉发则认为

文化产业学是文化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2. 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

由于我国特殊的计划体制，文化产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被认为是政府主导的，并主要由政府

的文化部门负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与日俱

增。文化产品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在这一背景下，部分文化产品出现市场化趋

势，与此相对应，政府开始反思以往的文化发展政策，学术界也开始关注这一新的领域，对于文化体

制的改革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文化体制改革是我国特有一种现象，这是我国特殊的历史背景所致，如何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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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方向进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傅守祥 （2004） 认为，文化体制改革，不仅是发展经济、优化

产业的需要，更是文化发展本身的需要，也是进一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7]任彦申 （2005） 认

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人才，解放文化生产力，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8]刘轶 （2009） 以上海市为例指出，文化体制改革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文化产业竞争力的

强弱。[9]

正确的文化体制改革方向是文化体制改革成功的基础。杨立民(2004)认为，“改革要从两个层面

进行，对于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主要采取：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于经

营性的文化产业单位，采取: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10]张旭明 （2004） 则指

出，“坚持先进文化方向推进文化体制改革，首先要求确立文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加速文化领

域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现代文化制作产业链，进一步组建和发展行业协会四个重要环节，

并处理好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体制突破和创新、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现代文化的创新、典雅文化和大

众文化、发展民族文化与引进外来文化、国家重点扶持与市场机制调节等关系”。[11]尹忠海 （2004） 认

为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必须清除对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之间关系的误解，改革的顺利进行首先要清除

观念性障碍。[12]

文化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离不开政策的引导与支持，文化体制改革政策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黄晓

华和曹怀通 （2007） 列举了海南省为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发展而制定

的相关政策，为其他地区改革提供了指导。[13]马敏和傅才武(2009)将新时期文化政策定位为在大发展大

繁荣目标下实现文化体制创新。[14]

3. 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学术界对于地区文化产业方面的研究，广泛认同要结合不同地区的优势发展各自优势文化产业的

观点。一般而言高新技术产业、影视娱乐产业以及旅游业是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例如钱光

培和高起祥 （1997） 指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以旅游为龙头的文化产业，铸成新的经济支撑点，

是北京产业结构调整走出二难选择困境的战略抉择等。[15]

在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问题上，国内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由于各个学者建立的指

标评价体系不同，因而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果。例如，林熠 （2003） 以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为理

论依据，建立了测度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16]花建 （2005） 和赵彦云等 （2006） 运用统计指

标赋权的方法，分别构建了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指标体系。[17- 18]

4. 文化产业竞争力的研究

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是文化产业应用研究的重要方面。近些年来，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文化产

业竞争力进行了讨论。主要包括文化产业竞争力体系研究、文化产业竞争力应用方法的研究和提升文

化产业竞争力实证研究三个方面。

（1） 文化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研究。文化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研究是研究如何用更加科学的评

价体系来评价文化产业竞争力。学者们根据自身对文化竞争力的认识与理解，提出了不同的文化产业

竞争力评估指标体系。花建 （2005） 构建的文化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包括：产业实力、产业效益、
产业关联、产业资源、产业能力、产业结构、产业环境 7 个体系板块。徐桂菊、王丽梅 （2008） 设

计的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体系包括文化资源系统、文化管理体制系统、文化市场系统、文化创新力系

统、文化输出力系统五个子系统。[19]应该说不同的指标体系都有其一定的科学性，都能较好的囊括文

化产业竞争力的内涵，但是目前并不存在一种得到大众认可的指标体系，并且不断有学者提出新的指

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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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产业竞争力应用方法的研究。“钻石模型”是目前研究文化产业竞争力较多的方法。

毕小青等 （2009） 通过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分析，以“钻石模型”为基础，构造了一个文化产业竞争力

的评价模型。[20]张立伟 （2005）、杜友君，商建辉 （2009） 分别讨论了“钻石模型”在不同区域的实

际应用。[21- 22]除了“钻石模型”外，也有其他学者应用不同方法对文化产业竞争力进行研究。曾咏

梅 （2009） 应用层次分析法对文化产业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对湖南文化产业竞争力做了实证检验。
[23]也有学者通过 SWOT 分析法对文化产业竞争力进行评估，主要有汪清蓉、杜学军、陈伟等。值得

注意的是，不同的分析方法对于相同的地区文化产业竞争力的评估结果也是存在差异的，每一种

评估方法或模型都有其优点与局限性，如何根据地区实际采取相适应的评估方法是值得进一步探

讨的问题。
（3） 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实证研究。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实证研究即如何利用优势文化资源更

好地发展文化产业。史征 （2008） 建议要通过集群式发展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24]任彦申 （2005） 提

出“文化体制改革应当加快推进”，而“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实行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管办分

离”。邢军 （2007） 提出了“优化文化产业的发展环境、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殊规律，制定差异化

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积极推动文化与现代高新科技融合，建立和完善文化科技创新机制”等 3

个具体政策。[25]

此外，“文化产业”相关研究还有众多专著成果，它们是“文化产业”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

分。主要有：

（1） 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如《文化产业学》、《文化产业论》、《文化产业学概论》、《文化

产业导论》等。这些著作从文化产业存在的背景，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历程，文化产业的概念、特

征与基本规律，文化产业的结构、组织、运行机制、政策等众多方面对当今世界文化产业的基本状

况做了系统总结。这对于全面了解文化产业，从宏观和整体角度把握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很好的参考

价值。
（2） 文化经济学研究的著作。如《文化经济学》、《创意经济学》等。这些著作从文化产业的理

论体系、企业结构与微观运行、生成机理以及文化产业在不同经济产业中的具体应用等方面对文化与

经济的结合做了系统详尽的阐述。
（3） 文化产业发展案例的著作。如《国际文化产业典型案例选编》、《文化产业规划案例精析》

等。这些著作除了系统阐述了文化产业概念、文化产业规划的基本理论，还整合经济学、规划学、管

理学等相关学科对典型的文化产业规划案例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并对如何制定科学的文化产业规划，

如何促进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进行了一些深层的思考与透视。
（4） 文化产业系列蓝皮书 （包括各省市的文化产业蓝皮书），即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如

《2009 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等。这些蓝皮书汇集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独特视野，聚焦近几年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引人注目的发展，予以思想性和专业性评说，对我国文化产业当年的发展状况

予以深度扫描，介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的具体进展及国际经验，彰显了公共文化服务更为广

阔的视域。
（5） 介绍国外文化产业的著作。如《欧盟各国文化产业政策咨询报告》、《美国文化产业》等。

在这些介绍国外文化产业著作里面，由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陆地教授发起的“世界文化产

业”丛书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该丛书以国别为单位，分别介绍世界上主要的国家文化产业市场

的最新情况、管理制度和发展模式以及经验教训等，为中国文化产业的经营者、管理者、研究者提供

了一个瞭望、借鉴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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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业发展方面的著作。如《动漫产业》、《音乐编辑与音乐传播》、《电视新闻》等。这些

专著在对各自具体行业进行概述的基础上，总结国际成功经验，然后将中国的具体行业与民族文化相

结合，探讨各自行业的发展模式，指出发展的路径，把脉实际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值得指出的是，由山东大学编纂的《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是国内第一套按年度编纂，系统反

映文化产业理论进程的大型文摘类权威著作。目前已出版 1979- 2008 年各卷，完整反映了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文化市场、文化经济、文化产业理论发展的学术脉络。[26]今后将以《2009 年卷》、《2010 年

卷》……的方式，每年编纂出版一卷，以期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学术研究、政策制定、行业模式、产业

实践等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四、已有研究成果的特点、不足与展望

（一） 已有研究成果特点

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1） 研究持续走热，角度逐渐多元。从国内学术界对于文化产业的整个研究过程来看，国内学

者对于文化产业的研究呈现逐渐走热的势头，文化产业的研究内容趋向多元化。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

有：文化产业内容界定和概念研究、文化经济关系 （即文化产业学） 研究、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证应用

研究、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文化安全的研究、文化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借鉴

国外文化产业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等。对于文化产业的研究催生了文化产业学、文化经济学、创意经济

学等众多新生学科。
（2） 阶段性特点显著。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由于文化产业还没有为社会所

广泛接受，对于文化产业的研究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仅有的少数文献也只是从文化角度探讨文

化产品市场化的可行性。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到 2003 年，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文化产

品需求日益增强，这直接促进了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学术界对于文化产业的研究也逐渐增加，研究

角度从结合具体行业发展文化产业到结合具体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等。2004 年至今，文化产业已经成

为促进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国家也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学术界对于文化产业

的研究更趋多样化。
（3） 学术研究受政策影响较大。受特殊的文化体制制约，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受政策的影响较

大，相对应的，学术界对于文化产业的研究也受到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影响。比如，文化产业的文化

属性研究，结合具体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研究，结合具体行业发展文化产业研究，文化产业政策的研

究，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等均与文化产业政策高度相关。随着国家政策的出台，该类研究才逐渐成为

热点。
（二） 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

不可否认，学术界对于文化产业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文化产

业的发展，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

（1） 研究水平不高，且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等国的文化

产业研究就已相当成熟，关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等方面的研究已形成较为完

整的内容。相比之下，我国关于文化产业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较少，研究水平普

遍不高。
从研究内容看，虽然已呈多元化趋势，但很多学者只是根据自身的学术背景，从某个领域或某一

角度出发来研究文化产业问题。例如，“非经济学派”尤为重视“文化”及“人文精神” 在文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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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中的作用，将研究的重心放在文化属性上，强调文化在文化产业中的核心地位。而“经济学派”则

强调文化产业的市场化手段和产业化运营，强调文化产业的市场经济属性等。从整体来看，对文化产

业的研究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2） 研究内容不全面，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分布不广。对于文化产业的研究，虽然角度很多，

但是涉猎的内容并不全面。目前的研究热点多集中在结合具体地区发展文化产业和结合具体行业发展

文化产业等方面。而对于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文化安全的研究、文化产业竞争力的研究、借鉴国外

文化产业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等方面相对较少。从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来看，多数集中在社会学、人文

学、历史学、哲学等文科性质的学科，他们从自身的学科特点出发对文化产业进行了独立的研究，并

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是，由于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的融合，研究主题涉及到经济发展的问

题，这就需要经济学者参与其中。而实际上，经济学者参与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很少，用到经济模型

的研究成果则更少。
（3） 从研究方法上看，定性研究较多，定量分析较少。目前，从研究方法上看，学术界对于文

化产业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于定性研究，进行定量研究的论文只占全部文献的很小比例。对于文化产

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文化产业竞争力等方面的研究尤其需要应用定量方法的支撑，今后的研究应该

更多的侧重于定量方法的应用。从研究内容上看，相当多的论文在进行理论阐述，而应用数据进行说

明研究的论文只占较少比例。这一方面，这与文化产业的学科特点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文化产

业的数据来源较少有关。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多应用科学的数据对文化产业进行实证研究。
（三）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对我国学术界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有了大体了解。正如前文所言，我们对于

文化产业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也

具有很好的现实指导意义。文化产业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学术成果的理论支持，只有将相关的学术成果

有效的应用到实践中去才能更好地发展文化产业，而这对于今后的深入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展望未来，文化产业的研究将引起更多学者的广泛关注，更多优秀的文化产业学术成果将不断涌

现。今后的研究必须坚持之前的多角度研究，从不同层面全面地反映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在未来的

研究中应更多地从文化产业政策、文化安全、文化产业竞争力、借鉴国外文化产业发展我国文化产业

等方面下功夫。在文化产业下一步研究工作中，在建立科学的文化产业研究体系的同时，应整合不同

学科的研究资源及研究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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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years of Cultural Industry studies: Status Quo and Characteristics
BO He, XIAO Hong-ye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For the past 30 years,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from grop-
ing to gradual improvement. The academic studie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has also become a hot spot
of the current academic circles, with such features of increasing quantity of research results year by
year, diversification of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contents, etc.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existing litera-

tures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current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we summarize the process of policy
changes and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past 30 years, and then reveal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researches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s,
which, therefore, could be improved or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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