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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生产及产品分析》为高等院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本书把文化生产及产品视为文化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对其对产业下游产生的重要影响，对文化生产组
织及其结构，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以及文化产品的程式特征、意义呈现方式和产品创新机制进行了
深入细致的分析。
同时，还对部分文化产品类型及其一些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做了具体生动的描述。
全书将理论推导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把主要学习内容与课外延伸阅读结合起来，辅以各种背景知识，
显示了独特的理论思考、宽阔的知识视野和比较强的操作性。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关注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或从事文化
产品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广大社会读者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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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群，女，湖北安陆人。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文化产业系副教授。
先后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主要著作有《文化艺术管理学》(合著)、《同一条路，我们一起走过——中国电影史》、《民谣语》
等，发表学术论文约4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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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产业链中的文化生产与文化产品　　文化产品，具体说来，就是文化生产的成果，是
用一定的物质载体承载着特定的精神内容的产品形式。
它既具有精神产品的性质，又具有物质产品的特点。
　　一、介乎于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之间的文化产品　　长期以来，理论界普遍认为，人类生产活动
的成果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
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物质产品，例如：各种食品、饮料、化妆品、药品、服装、饰品、家用电器、汽车、商品房等，是有
体、有形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法律上称为“有体物”。
人们需要各种物质产品，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多着重于“产品”的共性。
因此，可以并且可能为各类产品制定统．一的质量标准和安全标准，要求每一产品都必须符合该类产
品的统一标准。
物质产品的消费具有排他性和一次性消耗的特点。
　　精神产品，例如：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作品等，是无体、无形的，是看不见、摸不
着的，法律上称为“无体物”。
人们需要各种精神产品，是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着重于“产品”的个性。
因此，不可能为各类精神产品制定像物质产品那样的“质量标准”。
因为精神产品是脑力劳动的产物，脑力劳动需要绝对的自由，绝不可能要求脑力劳动者在创作活动中
遵循像物质产品生产那样的质量标准和技术规程。
实际上，即使两位作者就同一题目进行创作，也绝不可能产生两部思想、内容完全相同的作品。
另外，精神产品具有共享性。
它原则上可以毫无缺损地被所有人享用，而且由于它的历史传承性，它也可以被世世代代的人们反复
“消费”。
　　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产品，既不等同于上述的精神产品，更不能视为上述的物质产品，而是介
乎于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形式，具有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双重性质。
作为物质产品，文化产品要考虑投入、产出和成本核算，要注重产品的物质材料的选择，重视商业化
、流行性因素，追求经济效果；作为精神产品，文化产品要有创新性内容，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要具有能够影响人们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并通过信息、宣传、教育、
文娱等功能，担负着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
当然，文化产品的物质产品形式，是其精神产品内容的载体，而精神产品的性质才是文化产品的决定
性本质。
文化产品的双重性决定了文化生产及文化产业的特殊性。
　　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双重属性，决定了文化产品不仅要追求社会效益，还应该把产品的社会效
益作为开拓市场、生存发展的主要动力，创出自己的名牌，这是文化产业的生命力之所在。
　　二、精英文化产品和大众文化产品　　在人类社会所有的文化产品中，大致可分为两种产品类型
：一种是精英文化产品，另一种是大众文化产品。
　　一般说来，精英文化产品对应的是创新、一次性生产、不可重复性；大众文化产品对应的是模式
、复制与类型。
但这并不是绝对的。
因为两种产品都分布在程式——创新这条中轴线上，两者之间的界限有时很难明确划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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