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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为中国文化产业在第

一个 10 年的发展中寻找一个里程

碑式转折点的话，莫过于 2007 年

党的十七大的召开，十七大报告

中明确提出将“文化产业占国民

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

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

产品更加丰富”列入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此确立了

文化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的地位。此后，一系列的

扶持政策相继出台，服务平台相

继建立，产业人才在实战中成长，

文化企业成长壮大……随着党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

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中国文化产业开启了新篇章。

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
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2009 年 7 月 22 日，我国第一

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

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这是继钢铁、汽车、

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

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

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

的 战 略 性 产 业 。 为 落 实 国 务 院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进一步加

快文化产业发展，几年来，文化部

等相关文化主管部门相继出台了

一系列配套政策，初步构建了我

国文化产业政策体系。

2011 年是中国文化产业新一

个 10 年的起步之年，也是“十一

五”与“ 十二五”的承接之年，因

此，确立新一个 10 年和未来 5 年

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与目标成为

党和政府制定政策的关键。

2011 年 10 月，十七届六中全

会的召开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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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布，将文化产业发展

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首次被

中央以文件形式确立。随后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

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产

业跨越式发展，实现《规划纲要》

提出的文化产业“逐步成长为国

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目标。

今年 2 月 28 日，文化部正式

向社会发布了《文化部“十二五”

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倍增

计划》是文化部贯彻落实十七届

六中全会精神和《国家“十二五”

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

具体举措，是文化部作为国务院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履行职责的具

体 表 现，是 指 导 文 化 系 统“ 十 二

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规

划。《倍增计划》按照十七届五中

全会提出的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的定位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文

化 产 业 发 展 的 最 新 战 略 部 署 要

求，紧扣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

化产业发展的最新精神和文化产

业发展新趋势，明确了“十二五”

时 期 文 化 系 统 文 化 产 业 指 导 思

想、发展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

务、重点行业和保障措施。因此，

这一规划的制定出台对“十二五”

期间文化系统文化产业发展有着

重要指导意义。

公共服务平台+人才培养

良好的平台是文化产业发展

的重要依托。2006 年 12 月，文化

部启动了全国文化产业项目服务

工程。服务工程的主要内容是在

中国文化产业网站上设立国家文

化产业项目资源库，同时依托中

国文化产业网和国家动漫产业网

等，建设动漫产业项目资源库和

“文化部文化产业投融资公共服

务平台”，联合财政部在北京、上

海、天津、湖南、江苏、黑龙江等地

建设了一批动漫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此外，文化部还联合相关部

委和地方政府组织举办了深圳文

博会、北京文博会、义乌文博会、

西部文博会、东北文博会和中国

洛阳牡丹文化节等国家级会展和

节庆，为文化企业搭建资源展示

和产品交易的平台。

人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

与关键。自 2004 年以来，文化部

已连续 8 年在西部地区轮流举办

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班。

2007 年，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开办了文化产业管理方向

的 MPA 班。2008 年以来，举办了

多期国家原创动漫高级研修班，培

养动漫产业人才。2009年，举办了

全 国 文 化 厅 局 长 文 化 产 业 研 修

班。2010年，举办了全国文化系统

文化产业金融工作培训班。2011

年，又举办了全国文化产业处长培

训班和全国文化产业信息通讯员

培训班，并资助支持地方文化厅

（局）举办了多期投融资业务培训

班。通过不懈的努力，近几年我国

文化产业专门人才缺乏、从业人员

素质不高的状况有所改善。

在这些扶持政策、服务平台

和人才支持的有力推动下，十七

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进入到快

速发展的新时期。演艺业、动漫

业、文化旅游、文化娱乐、艺术品、

网络文化等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群众文化消费十分活跃，社会力

量投资文化产业热情高涨，文化

产品丰富多样，新型文化业态不

断涌现，文化生产能力大为提升，

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

逐步增加，日益显现其成为国民

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潜力。

文化产业增加值破万亿元

十七大以来，全社会对文化

产业的地位、作用和功能的认识

逐渐取得了共识。在党中央、国

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在全社会的

大力推动下，我国的文化产业发

展势头极好，并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初步显现出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的潜力。按照打造政策

支撑、公共服务、投融资、贸易合

作、人才培养五大平台建设的思

路，文化部不断完善文化产业政策

体系，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有效地推动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加

快发展。据统计，2010年我国文化

产业增加值达到 1.1 万亿元，占同

期 GDP 的 2.75%。而在过去 5 年，

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都

在 20%以上，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

比例也在逐步增加，在满足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促进文化发

展和繁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等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出台

的一系列扶持政策的推动下，5 年

来，中国文化产业骨干企业不断

壮大，产业规模化、集聚化水平大

大提升。通过制定相应的管理办

法，强化管理，引导地方政府完善

政策服务，催生出了一批有较强实

力、竞争力、影响力和自主创新能

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为

全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发挥了引领

和示范作用，进一步提高了我国文

化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

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逐步建

立，产业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得

到有效缓解。通过文化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引导银行类金融机构以

贷款扶持文化产业、积极推动文化

企业上市和债券融资工作以及保

险支持文化产业试点工作为代表

的文化产业投融资风险分担机制

逐步建立，各类社会资本积极进入

文化产业的态势基本形成。

而在产业门类方面，动漫等

新兴产业迅速兴起，成为文化产

业发展的新亮点。5 年来，文化部

等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团结协作，制订出台

政策措施，搭建平台，举办活动，

直 接 有 力 地 推 动 了 动 漫 产 业 发

展。目前，我国动漫产业体系初

步建成，产业链条逐步完善，在文

化品质、产业规模、技术应用、科

研教育、社会影响等方面均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已经成为我国文

化产业的重要增长点。

编者按：用 google 检索关键词“文化产业”，共检索出 2920 万条结果，其领域涵盖了时事新闻、学术文章、个人博客等多个形
式。而在 2008 年之前，关于“文化产业”的热词检索只有只有不到 20 万条结果，并且主要呈现于学术文章中。使用百度搜索，也
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可以说，以 2007 年党的十七大的召开为节点，文化产业在过去 5 年间的受关注度呈几何级数增长——从曾
经的冷门到如今的热门。这也直接反映了中国文化产业 5 年来的成就。5 年，光辉岁月弹指一挥间；5 年，文化产业开辟新地
天。本刊特对十七大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梳理，以飨读者。

中国文化产业：从繁荣走向跨越
——十七大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成就综述

本报记者 杨浩鹏

2004 年至 2010 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亿元）

1.文化部关于扶持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市发

[2008]33 号）

2.文化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动漫企业认定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文市发[2008]51 号）

3.商务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进出口

银行关于金融支持文化出口的指导意见（商服贸发[2009]191号）

4.文化部关于加强动漫游戏会展交易节庆等活动管理的通

知（文产发[2009]19 号）

5.文 化 部 关 于 加 快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文 产 发

[2009]36 号）

6.文化部关于制定《文化部文化产业投资指导目录》的公告

7.中共中央宣传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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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2010]94 号）

8.商务部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和项目目录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商服贸发[2010]28 号）

9.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办产发[2010]19 号）

10.文化部、中国工商银行关于贯彻落实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战略合作协议的通知（文产函[2010]1031 号）

11.文化部关于加强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管理、促进文化产业

健康发展的通知（文产函[2010]1169 号）

12.文化部、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加强全面战略合作的通知

（文产函[2010]1818 号）

13.文化部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当

前推进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文明电字

[2010]17 号）

14.保监会、文化部关于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有关工作

的通知（保监发[2010]109 号）

15.文化部、中国建设银行关于贯彻落实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相关工作的通知（文产发[2011]28 号）

16.文化部关于推进文化企业境内上市有关工作的通知（文

产函[2011]440 号）

17.文化部关于转发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动漫企业进口动漫开发生产用品免征进口税收的暂行规定〉的

通知》的通知（文产发[2011]34 号）

18.中共中央宣传部、商务部、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加强文化产权交易

和艺术品交易管理的意见（中宣发[2011]49 号）

19.文化部关于印发《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

划》的通知（文产发[2012]7 号）

十七大以来文化部参与制定出台的

有关文化产业政策文件

链接

为培育市场主体，增强企业活力，发

挥骨干文化企业的示范、窗口和辐射作

用，从 2004 年至今，文化部先后命名了

四批 200 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三

批 6 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首批

4 家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近年

来，国家级园区、基地获得了快速发展，

市场主体不断壮大，产业规模化、集约

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级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园区已发展成为文化产

业的重要载体，催生出一批有较强实

力、竞争力、影响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

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为全国文化

产业的发展树立了标杆、做出了示范。

比如以 2011 年度十大最具影响力国家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为代表的龙头企业，

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领航者、先行

者和探索者。

规 模 水 平 不 断 提 高 。 据 测 算 ，

2010 年 国 家 级 园 区 、基 地 总 收 入 为

2500 亿元，总利润为 365.2 亿元。国家

级 园 区 、基 地 收 入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在

40% 以 上 。 统 计 数 据 表 明 ，国 家 级 园

区 、基 地 不 仅 具 有 了 相 当 规 模 ，而 且

发展十分迅速。

骨干企业发展壮大。以深圳华强

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保

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集

团 公 司 、拓 维 信 息 系 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等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各领域龙头，已

经成为我国文化企业的领航者。以中

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天创国际演艺

制作交流有限公司、俏佳人传媒股份

有 限 公 司 等 为 代 表 的 外 向 型 文 化 企

业，已经成为参与国际文化竞争的排

头兵。2010 年示范园区、集聚类基地

已 经 拥 有 上 市 公 司 100 家 左 右 ，在 资

本市场崭露头角。

孵化功能全面显现。2010 年示范

（试验）园区、集聚类基地分别投入 13.71

亿元、6.37 亿元用于初创文化企业的孵

化 ，分 别 孵 化 文 化 企 业 1218 家 、1750

家。“十一五”期间，园区和集聚类基地

投入的孵化资金从 2005 年的 7.38 亿增

加到 2010 年的 22.38 亿，增长 3 倍；完成

孵化的文化企业数从 2005 年的 697 家

增 加 到 2010 年 的 8960 家 ，增 长 近 13

倍。园区（基地）不断孵化出行业发展

的生力军，培育壮大了文化产业的市场

主体，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微观

基础。

文化精品不断涌现。近年来，示范

基地创作的文化精品不断，如广西桂林

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创作

的《印象？刘三姐》，累计接待游客近

600 万人次，累计门票收入超过 6 亿元。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联合有关企业

引进的世界著名音乐剧《妈妈咪呀！》中

文 版 ，市 场 反 响 强 烈 ，首 季 总 票 房 近

8000 万元，创造国内音乐剧票房纪录。

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2010 年，

示范（试验）园区、集聚类、单体类基地

研发总投入 143.55 亿元，其中动漫业和

文化娱乐业基地研发投入均超过 10 亿

元。2010 年，示范（试验）园区、集聚类、

单体类基地合计获得自主知识产权数

16626 项。“十一五”期间，园区基地研发

总投入增长了 2.52 倍，获得自主知识产

权数增长了 2.33 倍。

十七大以来，文化产业投融资工

作取得重大进展。金融支持文化产

业取得突出的成就。

2009 年 4 月，商务部、文化部、新

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等四部门

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下发《关于金

融支持文化出口的指导意见》，开创

了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先河，同时文

化部与中国银行正式签署了《支持文

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合作协议》，在此

模式下，文化部加大与金融机构的合

作力度，构建“文化部文化产业投融

资公共服务平台”，全面启动了投融

资服务工作，并在此模式上构建了全

面的部行合作机制。在部行合作机

制初步建立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拓

宽文化产业投融资渠道，促进金融与

文化产业全面对接，调动社会资源投

入文化产业，2010 年 4 月，中宣部、人

民银行、财政部、文化部等九部委联

合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

展和繁荣的指导意见》，正式从国家

政策层面提出了金融支持文化产业，

开创了文化产业投融资工作新局面。

为落实九部委文件，实现金融与

文化产业全面对接，2010 年 12 月，保

监会与文化部联合出台下发了《关于

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的

通知》；为促进文化产业实现资本市场

直接融资，2011年4月，文化部下发了

《文化部关于推进文化企业境内上市

有关工作的通知》。

与 此 同 时 ，为 促 进 文 化“ 走 出

去”，鼓励文化产业出口，2010 年 2

月，文化部联合商务部等九部门出台

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文化出口重

点企业和项目目录相关工作的指导

意见》。

2010 年起，中央财政设立了“文

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文化部积极

参与推动“中央财政文化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采取项目补助、补充资本

金、出口奖励、贷款贴息、保费补贴等

形式，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资金引导功

能，对优质文化企业、文化产业项目

进行扶持。两年来，已经累计支持文

化系统 304 个项目 9.21 亿元。

通过各级政府部门、金融机构、

文化企业的共同努力，文化产业投融

资体系建设取得可喜成绩，文化企业

融资难的问题得到初步缓解。据中

国人民银行统计，2011 年，主要金融

机构文化产业中长期贷款 861 亿元，

同比增长 20.4%。2011 年，文化企业

上市趋势良好，7 家文化企业在境内

A 股市场成功上市，此外，还有 4 家文

化企业借壳上市，5 家文化企业成功

登 陆 美 国 资 本 市 场 。 截 至 2011 年

末，在沪深两地上市文化企业累计超

过 50 余家。股权投资方面，一批文

化产业投资基金相继成立，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全国共有文化产业投

资 基 金 111 只 ，资 金 总 规 模 超 过

1330 亿元。中央财政注资的中国文

化产业投资基金于去年 7 月成立，资

金规模已达 60 亿元。2011 年，保险

支持文化产业试点工作稳步推进，

首批 11 个文化产业试点险种中，6个

已开发完成并逐步受到文化企业的

认可。

自 2006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

政部等部门关于推动动漫产业发展的

若干意见》发布以来，在政策支持推动

下，我国动漫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各 类 产 品 数 量 大 幅 增 长 。 截 至

2010 年，漫画出版物从 8200 万册增长

到 3.47 亿册，电视动画从 82300 分钟增

长到 26 万分钟，跃居世界前列。动画

电影从 12 部增长到 27 部，新媒体动漫

从不到 2 万件增长到十几万件，中式漫

画期刊占国内 85%的市场份额，国产原

创动漫产品已经占据国内市场主导。

质量不断提高。涌现了“四大名

著”系列漫画、《兔侠传奇》、《三国演

义》、“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等优秀产

品，受到了群众的喜爱和市场的认可，

“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画电影 2009

年票房 8500 万元，今年达到 1.6 亿元。

动漫企业迅速成长。规模不断扩

大，效益不断提高，涌现出一批优秀骨

干动漫企业。截至 2010 年，产值过亿

的有 13 家，还有广东奥飞、湖南拓维两

家上市企业，湖北《知音漫客》2006 年

从零起步，目前月发行量 520 万份，位

居中国第一、世界第三。

产 业 由 成 长 期 向 成 熟 期 转 变 。

2010 年我国动漫产值规模已经达到了

470 亿元，原创动漫走出去步伐加快，

人才、技术支撑体系和市场体系不断成

熟，大动漫观、全产业链的思路正在形

成。动漫在满足和丰富人民群众的文

化生活需求、培育新的增长点方面发挥

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经过文化部及扶持动漫产业发展

部 际 联 席 会 议 各 成 员 单 位 的 积 极 努

力，2011 年 5 月，中央批复文化部同意

在 中 国 文 化 艺术政府奖中增设动漫

奖，是中国动漫目前唯一的国家奖、政

府奖、最高奖。

2008 年至 2009 年，文化部连续两

年实施“原创动漫扶持计划”，共扶持漫

画作品 20 部，漫画创作者（团队）20 个，

动漫演出作品 20 部，动漫演出创作者

（团队）18 个，网络动漫 30 部，网络动漫

创作者（团队）30 个，手机动漫作品 30

部，手机动漫创作者（团队）30 个。

2011 年，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文

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共

同实施“国家动漫精品工程”。经过评

审，共有 37 个作品、40 个优秀创意入选

精品工程。

为加强原创优秀动漫产品的传播，

文化部实施了“原创动漫推广计划”，通

过展会推广、边疆推广、媒体推广、校园

推广和海外推广，大力宣传原创动漫精

品和优秀人才，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

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

总署等部门在上海、浙江、广东、安徽、

湖南等地主办了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

览会、中国国际动漫节、中国国际漫画

节等知名节展；在西藏、新疆、青海等地

举办展览、论坛、捐赠活动，开展动漫作

品少数民族语言译制等边疆推广活动，

为动漫企业、产品和人才提供展示、交

易、交流、推广的平台。

为推动原创动漫走出去，扶持动漫

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先后组

织国内动漫企业参加了欧美日多个国

际知名展会，累计签约金额超过 10 亿

元人民币。

动漫产业：量变之后期待质变 文化产业投融资取得突破示范园区和基地领航

《喜羊羊与灰太狼》生命力持久 中文版《妈妈咪呀！》取得票房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