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版
2013年8月28日 星期三

特别报道

与科技融合，与资本融合，与更多业态融合
发展，文化的渗透性使其日渐融入到国民经济的
诸多领域。

融合也带来界定的复杂。2004 年，国家统
计局制定了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和文
化产业统计制度。随着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
革的深入发展，文化市场和文化需求两旺活跃发
展，新生文化业态不断涌现，原有分类标准已无
法充分满足产业发展的客观需求。

因时而需，应时而变，国家统计局在 2012 年
依 据 我 国《 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分 类 》（GB/
T4754-2011）2011 年新标准和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文化统计框架-2009》，对我国此前的文化产
业统计标准和制度作出全面修订。根据新修订
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统计显示，
2012 年，我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
18071 亿元，按同口径和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16.5%，比同期 GDP 现价增速高出 6.8 个百分
点。从 2005 年到 2011 年，文化产业保持着年均
23%的增长率。

科学分类，家底更清晰

产业分类的日益完善，不但
有助于开展文化产业统计工作，
清晰反映产业发展的客观情况，
而且还折射发展的渐进规律，为
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据

只有分类科学、家底清晰，才能更好反映出
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对社会经济
的重要作用。产业分类的日益完善，不但有助于
开展文化产业的统计工作，清晰反映产业发展的
客观情况，而且还折射产业发展的渐进规律，为
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据。

比对《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 2012》与 2004
年制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可以发现，前者
在修订中调整了类别结构，增加了与文化生产活
动相关的创意、新业态、软件设计服务等内容和
部分行业小类，减少了少量不符合文化及相关产
业定义的活动类别。新增小类数 19 个，减少小
类数 5 个，小类总量达到 120 个。在此基础上，
该分类方法还将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划分了 5
个层次，并明确了第一层“文化产品的生产”和

“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两个部分，第二层由原来
的 9个大类调整为 10个大类，第三层的中类由原
来的 24个修订为 50个。

不同层级类别的科学细化，也带来统计数
字的变化。从 2012 年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
位增加值测算中可以看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
态 势 良 好 ，总 量 和 增 量 均 呈 现 上 升 趋 势 。 从
2005 年到 2011 年，文化产业保持着年均 23%的
增长率，2012 年同口径比上年增长 16.5%，文化
产业实现平稳快速增长，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
长点。

从统计数据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我国文化产
业结构既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也保持了稳定
的发展架构。这也是文化产业从稚嫩走向相对
成熟的特征之一。统计显示，2012 年文化制造
业、文化批零业和文化服务业增加值占文化产业

法人单位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40.1%、6.6%
和 53.3%，分别比上年增长 17.4%、9.4%和

16.7%，增加值比重与 2011 年同口径
相比提高了0.2个百分点。

新兴文化业态的崛起，是近年来我国文化产
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文化与科技融合日
益深入的当下，新技术对于产业转型升级、实现
跨越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近年来
表现抢眼的数字出版为例，其已成为新闻出版业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出版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2012 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收入达到了 1935.5
亿元，与 2010 年的 799 亿元相比，年均增长达到
了 55.6%。

推动改革，激发新活力

目前，我国出版、发行、电影、
电视剧等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已
相 继 完 成 转 企 改 制 ；“ 局 社 分
开”、“局台分开”等工作的完成，
加快了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
转变，文化产业生产力得到进一
步释放

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我国文化体
制改革的有效推进。从 2003 起，这项目标长远
的改革就开始稳步推进。2003 年底，我国文化
体制改革配套政策适时出台，对经营性文化单
位转制为企业提供包括税收减免在内的若干优
惠政策，期限 5 年。2008 年，改革配套政策延长
了 5 年，即执行至 2013 年底；而党的十七届六中
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又明确提出
改革配套政策再延续 5 年，即执行至 2018 年
底。而今，“真金白银”的改革配套政策已得到
了两次延续，在第一个执行期限内（2004 年至
2008 年），转制文化企业免缴企业所得税额约
达 90 亿元。

此外，按照文化体制改革配套政策，中央财
政和地方财政也相继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并重点对转制文化企业的产业发展项目给
予资助。2012 年，中央财政安排文化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 34.63 亿元，地方财政也对转制文化企
业的产业发展项目给予了一定支持。今年 6 月，
文化部等 9 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转企改制
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将转
制院团纳入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范围，中
央和地方设立的其他有关专项资金和基金，要向
符合条件的转制院团倾斜，主要用于支持转制
院团的发展和创新项目。

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支持下，近年来，我国
出版、发行、电影、电视剧、广电传输和一般国有
文艺院团、非时政类报刊出版业单位等国有经营
性文化单位完成转企改制，一大批经营性文化单
位成为合格的独立市场主体，内部活力和发展动
力极大激发。党的十八大之前，我国文化体制改
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国家统计局今年 4
月核查认定结果显示，我国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
法人单位 69.8万家，比 2008年增加了 23.7万家，
同口径增长 24.7%。

除上述转企改制之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扎
实推进，还表现在以下几项改革任务的有效完
成，即完成副省级及以下城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改革，组建了统一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和综
合文化行政责任主体，维护了市场竞争有序的发
展；完成新闻出版系统和广电系统“局社分开”、

“局台分开”，有效解决政企、政事分开和管办分
离问题，加快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政府职能转
变，综合运用经济、法律、科技、行政等多种手段

进行有效管理；完成广电传输网络和出版物发行
网络的省内整合，实现省、市、县三级贯通和统一
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统一管理，用户实现
从看电视向用电视的转变。

应该讲，上述 4 项文化体制改革任务的完
成，释放和培育了我国文化产业生产力，实现了
产业、市场、监管的系统能力转变。这将是我国
文化及相关产业国家发展和未来强势的有力保
障，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整体结构的转型将作出
积极贡献。

直面挑战，增强软实力

走过 10 余年“初期阶段”的文
化产业已经由小而大，成长为百
花齐放的新兴产业。如何实现由
大而强、均衡发展已经成为下一
阶段亟需破解的课题

近来，我国文化企业间并购增多，出手频频，
不但在资本市场形成了新的热点，也引起文化产
业业内业外的广泛关注。走过 10 余年“初期阶
段”的文化产业，如今又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上。从“输血机制”到“造血机制”的转换，从传统
业态到新兴业态的升级，从“量的关注”到“质的
关注”的变化，甚至还可能包括从加速发展到稳
步增长的“淡定”⋯⋯所有这一切表明，文化产业
将砥砺前行。

让我们再回到统计数据。目前，在我国文化
产业经营性企业法人中，服务业企业数量最多，
达 35.3 万家，其中，从业人员在 50 人及以上或营
业收入在 500 万元及以上的企业为 1.37 万家，仅
占全部服务业企业的 3.9%；工业企业为 13.8 万
家，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企
业为 1.6 万家，仅占全部工业企业的 11.6%；批零
业企业为 11.7 万家，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企业或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
售企业有 6801 家，仅占全部批零企业的 5.8%。
很显然，在庞大的文化企业大军之中，上规模的
骨干企业依旧不足。这说明，打造多层次企业梯
队，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营造“文化航母”龙头
带动、百舸争流的产业发展良好生态，不仅是我
国文化产业必须面对的挑战，同样也是一个巨大
的发展机遇。

此外，即便在硕果累累的文化体制改革上，
也存在着一些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的问题。从文
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统计数据看，上海、北
京、广东、浙江、天津的文化产业经营性企业数
占全部文化产业法人单位数的比重较高，均在
90%以上，而许多省区市还处在 60%或 70%的
水平，显示出转企改制工作相对滞后。又如文
化产业骨干企业数占经营性企业数的比重，北
京、湖南、广东、河北、江西等省份在 7%及以上，
弱势区域只有 2%至 3%的水平，存在一定地区
差距。由此可见，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还需要进
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分析不同地区发展的
客观因素，亟待寻找更为积极有效的发展方式
和途径。

在 我 国 居 民 收 入 持 续 增 长 、城 镇 化 稳
步 推 进 的 大 背 景 下 ，加 快 转 变 文 化 发 展 方
式，推进文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文化
产 业 正 面 临 着 前 所 未 有 的 发 展 机 遇 ，
肩负着改革重任的文化产业“升级
版”正在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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