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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化产业发展方兴未艾
刘丽伟

文化与经济，作为社会

发展的两大核心元素，相辅

相成、缺一不可。文化已经

成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部

分，并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

力 的 最 直 观 、最 具 体 的 反

映。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

文化产业视为一种战略产

业，加以谋划和推动。如今，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

为方兴未艾的全球趋势

创意产业特别是内容产业，作为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体现了知识
经济时代对文化产业的创新要求和高
科技需求,不断引领各国文化产业升
级改造。现阶段，一些国家的文化产
业正在向创意产业转型，不断增强文
化产业的内生发展动力。

根据英国政府 1998 年给出的定
义，创意产业是指那些源于个人创意、
技巧及才华，通过开发和利用知识产
权，创造财富并提供就业的行业。目
前，一些发达国家的创意产业就业增长
率高，产业增长速度也快于国民经济整
体增速。以英国为例，1996年至2010
年，英国整体经济增长率为2.8%，创意
产业年均增长率则达到 6%；英国总体
就业增长率约为 1.5%，而创意产业就
业增长率达到 5%。数据显示，英国创
意产业的发展速度可达到国民经济增
速的2倍，相关企业有10万余家，占企
业总数的 5.13%。即使在遭受国际金
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 2009年，英国创
意产业的外贸总额达到 89 亿英镑，占

出口产品与服务总额的10.6%。
再以日本为例，日本通过发展动

漫、游戏、流行音乐、服饰设计等行业，
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日本
动漫约占世界市场 60%的份额，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过日本动画片。
日本动漫发展的强劲动力来自于产业
综合创新体系，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
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组
织创新等。尤其重视在产品创新环节
上进行创意，即核心文化产品开发注
重内容创意，形式文化产品开发注重
发散创意，延伸文化产品开发注重关
联创意，从而把创意思维贯穿到产业
链的各个环节。

在文化产业向创意产业转型的同
时，发达国家重视以数字化的形式来
表达创意内容，即大力发展数字型“内
容产业”以带动文化产业不断升级改
造。“内容产业”是文化产业与高新技
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根
据欧盟委员会 2001 年的界定，“内容
产业”是由那些开发、制造、包装和销

售语音、图像、数据、文本或多媒体内
容的企业组成,表现为以各种纸张、缩
微胶卷、光存储器或磁存储器为载体
的模拟或数字形式，具体包括印刷出
版、电子出版以及视听产业等。近年
来，数字型“内容产业”发展迅猛，以新
媒体数字技术为发展要素的电影、视
频、音频、网络游戏、表演艺术、在线数
据库等行业异军突起。据统计，2002
年至 2009年，全球数字型“内容产业”
规模年均增长 33%。其中，互联网数
字内容、移动数字内容和数字影音动
漫占总规模的 85%以上。当前，美国
和日本的数字型“内容产业”较为发
达。美国现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数字
音乐市场，2010 年数字音乐专辑销售
额 在 全 美 专 辑 销 售 额 中 占 比 为
26.5%；2002 年至 2011 年，日本文化
产业结构的数字化升级趋势明显，“内
容产业”的数字化率由 27.3%上升到
63.5%，已经形成了数字动漫、数字影
音、数字出版、数字展示、数字教育等
跨行业产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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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产业发展迅猛、全球化
势不可挡，但同时也日益呈现出南北
非均衡发展的态势，南北文化“鸿沟”
凸显、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美国等
发达国家的经济强势、文化霸权及其

“文化托拉斯”给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
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严重威胁和巨
大挑战，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
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中国社科院

《2011 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的
数据显示，世界文化产业中，美国占比
为 43％，欧盟占比为 34％，日本占比
为 10％，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其他
国家占比为 13%。2011 年，主要发达
国家文化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
中占比为 10％，中国占比为 3％。《全
球竞争力报告（2011-2012）》进一步
指出，发达国家在文化企业价值链宽
度方面也具有较大优势。

此外，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在创
意核心产品的研究与设计、生产与传

播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如美国的传
媒业和电影业、英国的软件业、法德的
出版业等，在国际产业界处于领先地
位，其产品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与
此同时，动漫产业加工制作、创意衍生
品授权制造等价值链上附加值较低的
中间环节向发展中国家扩散。发展中
国家的印刷品和出版物、表演艺术、视
觉艺术类出口产品比重较低，新媒体、
网络游戏等新兴文化业态与发达国家
差距较大。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文
化产业现已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和支柱产业，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
业还处于初始阶段，尚未释放出文化
产业的巨大潜能。

南北文化产业非均衡发展是多重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南北国家
在文化产业研发投入上存在差距。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在 2011
年文化企业研发支出指数方面，日本、
瑞典、瑞士、德国、美国分别为 5.9、

5.8、5.8、5.5、5.5；在发展中国家里，中
国支出指数较高，为 4.2。二是发展中
国家尚未形成完善的有助于文化产业
升级改造的产业链条。发展中国家文
化产业中的旅游、教育、培训和体育产
业等传统延伸产业相对成熟，但在动
漫、绘画、音乐、视听、数字出版、网络
游戏、创意设计等高层次文化产业方
向上延伸不够，其根本原因在于发展
中国家创新能力弱且与市场化的商业
运作尚未形成有效结合，生产、营销和
传播的产业链条不完整。三是发展中
国家尚未形成有利于文化产业大发展
的经济与社会环境。文化产业的发展
需要人文精神的支撑，需要城市化作
为其发展基础，同时还需要通过网络
信息技术在各国之间搭建起有助于文
化商品流通的广阔平台。数据显示，
发达国家在人文精神程度、城市化水
平以及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均高于发展
中国家。

世界文化产业发展不均衡

世 界 文 化 产 业 在 经 历 了 全 球
化、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同时，正朝
着高科技化、垄断化的方向发展。
发达国家凭借科技优势及文化产业
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加速整合
世界文化资源，其垄断地位进一步
增强。发达国家所掌控的大型跨国
公司日渐主导世界文化市场。这些
跨国公司为了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和规避投资风险，凭借强大的资金
实 力 和 科 技 优 势 ， 不 断 向 全 球 扩
张、挤压弱势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

世界图书市场较早出现了垄断行
为。1999 年，世界 10 大出版商的销
售额为 582.03 亿美元，占全球图书
市场销售总额的 68.47％。其中，排
名前两位的德国贝塔斯曼集团和法国
的拉加德尔集团占据了全球图书市场
三分之一的份额。近年来，发达国家
及其跨国公司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垄断

地位进一步加强。西方七国垄断了
90％以上的世界新闻；全球 50 家媒
体娱乐大公司拥有世界 95％的文化
市场份额；世界音乐出口的 90％由
发达国家大集团所垄断，许多发展中
国家的音乐也在发达国家录制和出
口。跨领域并购与高科技相结合，巨
型的文化企业不断涌现。自 1995 年
以来,美国媒介产业并购出现了新趋
势,电脑、电信、娱乐等与媒介高度
相关的产业开始与广播电视台兼并组
合。1995 年，迪斯尼公司收购了美
国广播公司 ABC；1996 年，时代—
华纳公司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所
属的特纳广播公司合并,取代迪斯尼
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的媒介集团；同
年，全国广播公司与微软公司联手
成立了 MCNBC 公司。MCNBC 公司
开发出一种新型的新闻产品，兼具电
视音像及电子报纸的综合优势,表明
美国媒介产业集团开始向媒介传播的

网络化与传播手段的高科技化发展,
综合型信息产业集团发展趋势进一步
增强。1999 年，维亚康姆收购了哥
伦比亚广播公司；2001 年，美国在
线和时代华纳正式合并。并购之后的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和维亚康
姆，成为集电影、有线电视和出版于
一身的“文化巨无霸”。它们掌握了
世界 66%的广播节目和 75%的电视节
目的生产与制作，并带来一系列衍生
产品，从而裹挟巨资向更广泛的产业
领域拓展。

世界文化产业取得大发展的同
时，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和文化差距,南北之间在经济

“鸿沟”之外又增添了文化“鸿沟”。
未来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文化产品
和服务的多样性,帮助发展中国家和
转型国家发展文化产业,使各国人民
共享人类文化繁荣所带来的福祉是亟
待攻克的重要课题。

高科技垄断化趋势明显

每年一届的釜山国际游戏展是韩国游戏产业发展的

最全面直观的展示。 本报记者 杨 明摄

日前，2014 年非洲电视节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

来自全球 7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名电视节目交易商

的代表参加了此次电视节。 新华社发

部 分 国 家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亮 点
美国
美国通过实施“自由市场”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重

战略促进文化产业大发展。一方面，高度发达的自由市
场经济为美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平台。美国文化
企业实行自由企业制度，联邦政府不干预电影、电视、广
播、动漫等文化产业的市场化运作，由各州及地方政府采
取退税、减免税和贴息贷款等方式为盈利性及非盈利性
文化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美国高度重视知识产
权保护，相继通过了《版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法》、《反
盗版和假冒修正法案》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此后，
又颁布了《反电子盗版法》和《跨世纪数字版权法》，旨在
营造公平竞争的大环境。

英国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创意产业”概念的国家。

1998 年英国政府出台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明确
提出了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有关组织管理、人才培
养、资金支持等诸多政策。2008 年的《超越创意产业：英
国创意经济发展报告》以及 2009年的《数字英国》报告进
一步提出，要在数字时代，将英国打造成为全球创意产业
中心。目前，创意产业在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已
达 8.2%；创意产业的出口增长更为迅速，平均年增长率
达到 11%；创意产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占英国就业人口总
数的 8%以上。可以说，创意产业已成为英国经济的支柱
产业之一。2013 年，英国政府启动了一项名为“建设创
意国家”的项目，计划联合英国的创意企业和教育部门，
帮助年轻人学习创意产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推动其日
后在创意产业就业。

德国
德国现有措施以扶持文化、艺术发展为主，旨在创造

良好的宏观环境，很少直接向企业提供资助。为此，德国
政府出台的主要措施有：每年出资约 3200万欧元评选德
国电影奖、剧本奖等，推动电影业的发展；每年支出约
6000 万欧元，对在德制作、成本超过 100 万欧元的故事
片提供 16%至 20%补贴；成立“音乐倡议”，每年出资约
100 万欧元培养人才、促进出口等。2009 年 11 月，德国
政府成立文化创意产业事务中心，承担公共宣传、政策咨
询、推动专业化管理和人员培训、扩大商机以及协助开拓
国际市场五大任务。德国文化创意产业以中小企业为
主，主要为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不易流失或外移，有利于
保持就业市场和社会稳定。

日本
自从日本实施“文化立国”战略以来，政府一直积极

发展创意产业，以动漫、游戏、音乐等为主体的创意产业
快速发展，不仅使国内经济发展迅猛，同时也带动了相关
产业的发展。目前，动漫产业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超过 10%，成为日本第三大产业。同时，日本也是世
界上最大的动漫产业创作输出国。

日本政府不仅在政策上支持创意产业的发展，而且
还给予资金支持，并鼓励多元投资机制，支持非文化企业
和境外资金投入创意产业。在日本创意产业的壮大过程
中，民间企业投资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其所出资比例逐年
增大。许多大型文化活动大多依赖企业、公司的投资与
赞助。此外，日本经产省与文部省联手建立了民间的“内
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拨专款支持该机构在海外市
场开展文化贸易与维权活动。

(默 言整理）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附近的万塔市能源球馆，孩子

们合作搭建“乐高之城”。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