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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 2014 年，对于我

国文化体制改革来说，是进入“深

水区”的关键一年。这一年，80

多项“啃硬骨头”的改革任务开始

启动，深化改革迎难而上；这一

年，文化产业利好政策频出，为深

化改革腾挪空间；这一年文化企

业创新探索不断，为深化改革积

累经验。改革催生文化产业发展

动力，改革增强文化企业实力，改

革释放文化市场活力。

大幕开启，我国新一轮文化

体制改革在期待中起步，在“破

冰”中前行，文化产业发展动力十

足，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

步伐不断加快。

文化产业发展动力十足
本报记者 金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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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步入攻坚

期和深水区的转折之年，也是文化体制改

革面临重大历史机遇的关键之年。放眼未

来，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还

将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在深化改革的进

程中，无论是“啃硬骨头”，还是“趟深水

区”，都要从纵深视角出发，更加重视改革

的实效和长效。

求 实 效 ， 就 是 要 在 改 革 过 程 中 处 理

好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目 标 与 手 段 的 关 系 ， 将

市 场 机 制 作 为 改 革 的 切 入 点 和 着 力 点 ，

以 真 抓 实 干 作 为 衡 量 尺 ， 将 更 多 的 权 力

归 还 给 市 场 ， 将 更 多 的 改 革 空 间 释 放 出

来 ， 将 更 多 的 改 革 动 力 调 动 起 来 。 调 动

改 革 主 体 的 积 极 性 ， 在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尤

其 是 国 有 文 化 企 业 改 革 上 ， 要 放 长 眼

量 ， 鼓 励 创 新 ， 进 一 步 坚 定 各 方 改 革 的

决心和信心。

重视长效，就是要进一步明确以人民为

中心的工作导向，牢牢把握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的根本目的。文化体制改革无论怎么改，

都要考虑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这一基本问题。因此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需要从人民利益出发，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基

本文化权益、改善文化民生，同时提供更多

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优秀文化产品。

风筝、面人、泥咕咕，糖画、皮影、木板画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是国内许
多佳节游园活动上常备的“亮色”。在 2014
年新年及春节期间，这些文化精品漂洋过海
到了大洋彼岸，在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打造的

“天下华灯”嘉年华上，带给美国亚特兰大市
市民一个大大的惊喜。46 天的嘉年华，购
票入园观众达到了 20 万人次，取得了经济
效益与品牌传播的“双丰收”。

作为国内演出业的“龙头企业”，该集团
以文化体制改革为契机，打造适合自身发展
的全产业链模式，通过与专业机构合作，以

成熟的商业方式运作推出《龙狮》、《武林时
空》等一系列备受市场欢迎的剧目。2013
年至 2014 年，该集团海外项目中的商演比
例超过 60%，贡献利润占到所有项目利润总
额的 80%以上，演出场次和观众总量更是占
到 99%以上，而集团中负责海外商业演出的
中演国际运营中心只有 9 个人。正是这不
到 10 人的专业团队，通过几十起项目，每年
运作了 5000 场海外商业演出，在世界的舞
台上，向 1000 万各国观众，很好地讲述了中
国故事。该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宇认为，“想
要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用形象

准确、生动感人的方式传播出去，用市场的
标尺进行衡量，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才
能真正实现有效传播。”

文化体制改革增强了企业实力，中外集
团、凤凰传媒、SMG、中南传媒等一批骨干
文化企业脱颖而出，成为文化改革发展路上
的“火车头”。根据 2014 年 12 月底由中央
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
室发布的《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报告(2014)》
统计显示，我国中央文化企业和地方国有文
化企业规模和产出均实现了较快增长。截
至 2013 年末，中央文化企业共计 3087 户，
同比增长 10.2%；资产总额 6329.2 亿元，同
比增长 15.7%；实现营业总收入 3346.7 亿
元，同比增长 18.4%。地方国有文化企业共
计 9072 户 ，同 比 增 长 12.7% ；资 产 总 额
16091亿元，同比增长 26.3%。

2014 年 7 月，一篇充满情怀的发刊词
《我心澎湃如昨》在网络和微信微博上被大
量转发，也让上海报业集团旗下项目“澎湃
新闻”迅速赚足了人们的眼球。澎湃新闻客
户端上线一天之内即在 AppStore 新闻类应
用中排名第二，1个月内下载量破百万，得到
了市场的热议与认可。

数字背后，是上报集团对其内容、技术、
平台、终端、人才、管理等方面进行的融合改
革探索。无论是“澎湃新闻”的栏目小组中
心制，还是“上海观察”的柔性组合采编团
队，无论是改造现有新闻生产流程和发布平

台，还是探索报网融合的新闻供稿方式，都
是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的一种尝试。而在信息技术迅猛
发展和传播方式快速迭代的当下，像上报集
团这样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加快融入市场、
开展资本运作，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和引导
力的案例不胜枚举。

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释放文化的市场
活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通过持续创
新让优秀的文化作品不断涌向市场，更好地
惠及大众。为进一步释放和激发文化活力，
作为文化主管部门的文化部也在 2014 年继

续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文化部行
政许可类项目取消和下放，原有 13 项行政
许可项目仅保留 4 项，取消和下放项目比例
达 69.2%。

2014 年，随着《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
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关于印发文
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
企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
的通知》、《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
的通知》、《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
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
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关于大力支持
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推动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为文化体制改革和文
化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政策空间，创
造出更加宽松的市场环境。

2014 年 5 月的芝加哥，在美国出版国
际有限公司 （简称 PIL） 芝加哥总部的一
间会议室里，江苏教育出版社社长顾华明
与 PIL 实际控制人韦伯的手紧紧握在了一
起。在众人的见证下，他们分别代表凤凰
传媒全资子公司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
公司和 PIL 公司，签署了一份交易总价款
8500 万 美 元 《资 产 购 买 协 议》。 这 次 收
购，是我国出版业有史以来交易规模最大
的一次跨国并购，并有望在今后将孙悟空
等中国经典故事向欧美市场发行。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越来越
多的国有文化企业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并
购重组整合资源，突出主业，做大做强。
我国国有文化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实力和
控制力也不断得到增强。

当前，我国国有文化企业并购重组呈

现出频次多、力度大、范围广的特点和趋
势。2014 年 6 月，黑龙江省出版集团投资
5.95 亿元认购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 1.7
亿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双方下一步
还将开展深度股权合作。2014 年 7 月，中
国出版集团通过产权交易获得北京新华印
刷 51％控股权，双方整合各自优势后将促
进印刷业务从传统印刷向信息技术、创意
设计、加工服务三位一体的方向扩张⋯⋯

并购重组服务改革转型的积极效应也
在显现。江西出版集团近年来先后完成 9
大并购重组项目，投入并购资金达 10.8 亿
元，规模效益大幅提升。并购重组项目对
集团发展的贡献率已达 26%，2014 年一季
度，集团所属中文传媒的总市值、营业收
入、净利润等增幅均在同类上市企业中名
列前茅。又如新华文轩上市后斥资 12.6 亿

元 并 购 四 川 出 版 集 团 下 属 15 家 出 版 单
位，实现出版发行产业链一体化经营，同
时通过并购重组涉足教育、影视和音乐等
领域，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和产品链。浙报
传媒则通过斥资 32 亿元，完成对盛大杭
州边锋和上海浩方的并购增发，植入互联
网基因。目前其已构建起国有资本控制的
自主性互联网用户平台，拥有 3 亿注册用
户、2000 多万活跃用户、1000 万移动用
户，对网络新业务的扩张能力明显增强。

这些国有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
跨所有制、跨国界的并购重组，推动了文
化产业存量资产向优势国有文化企业集
中，确保国有重点文化企业在相关领域的
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并购重组进一步发
挥了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
成为加快结构调整、提高发展效益的重要
举措。未来，以并购重组为契机，国有文
化企业将深化管理改革，加快公司制、股
份制改造，进一步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确
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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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更要求实效
岩 泉

“企业能有今天，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成
果。”近日，在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龚曙光对记者感慨道。

成立于 2008 年的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由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主营业务和资产重组改制而来，2010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我国第
一只全产业链整体上市的出版传媒股，亦是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功案例。目前，中南
传媒通过资产并购规模稳步扩张，并购、合
作的企业已将近 20 家。

记者了解到，借改制重组和上市之东
风，中南传媒对生产模式进行了彻底改造，
打造出适应资本市场的生产机制。譬如在
出版单位强力推进事业部制，通过划小生产
单位和盈利核算单元，引入合伙人制度，鼓
励优秀编辑牵头成立事业部，同时加速与优
质民营机构合作建立事业部，在财务集中管
理的基础上，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一系列举
措激发了中南传媒内容创造的活力、动力。

改革为中南传媒带来新的企业制度和
管理理念，资产资本化和人事管理制度的彻
底变革不断丰富着其社会和人力资源。目
前，中南传媒在主营出版业务外，几乎涵盖
当下所有的媒体形态。

中南传媒：

改革释放企业潜能
本报记者 金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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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产学研用合作培养人才，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扶持和鼓励相关行业和

产业园区、龙头企业与普通本科高校、职业院校及科研机构共同建立人才培养基地，支持符

合条件的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探索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创意和设计与经营管理结

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加快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摘自《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

激发企业创新意识。鼓励小微文化企业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结合、文化与科技融

合的发展趋势，催生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服务。加快培育产权、版权、技术、信息等要

素市场，为企业提升文化创意成果转化和市场化运用水平创造条件。

——摘自《关于大力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文化企业的金融服务。各金融机构要增强服务意识，设立专家团

队和专门的服务部门，主动向文化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对于国家重点支持的文化企

业和项目，要优化简化审批流程，提高贷款审批效率。

——摘自《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

2015 年 1 月 1 日，迎新年“中国木版年画

杭州特展”在浙江省杭州西湖博物馆开幕，

集中展示了河北武强、苏州桃花坞等不同风

格的 8 种年画。图为河北武强年画博物馆的

年画技师在展示传统年画的制作工艺。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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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1月3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举行芦笙

大赛，50多支芦笙队前来参赛。 陈沛亮摄（新华社发）

图②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公司是国内首家民营企业

控股的文化企业。图为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演出剧照。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