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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市场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古老而又时代性话题，但作为现代文化市场运行规则的法律却是一
个新生事物。
作者长期从事文化市场法律研究与教学，有感于文化产业振兴、文化市场国际化、低碳经济发展对专
业法律规则亟需的时代强音，整理多年的研究成果完成本书稿。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文化市场法导论》，是浙江省“十一五”规划重点教材，吸收了中外学
者的观点及资料，特别是立足我国有关文化市场的单行法律、法规，包括文化市场法的基本原理、文
化子市场基本法律制度。
本书是一部踩在“巨人肩膀”上的作品，书中凝聚了许多学者的心血，饱含了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钱
水苗教授、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黄大同院长等关怀，也是浙江省文化教育传媒类教学指导委员会、
作者单位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大力支持的结果，为此恕作者一并致谢。
　　本书力求构建文化市场法体例的科学、严谨、全面而系统，富于操作性、实务性；注重文字的简
明扼要、逻辑性。
本书将学术性与教材性融为一体，既是一部学术著作又是一部适应高等学校的文化艺术法学教材，还
可以供文化市场法的研究者参考，也是文化市场执法者有价值的读物。
　　文化市场法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术领域，而且是极富有发展性的法学，我们在这里论述的问题
，只是最为基础性的。
由于我国统一的文化市场法典正式渊源分散且有待完善，世界文化产业的“朝阳”性，加之我们理论
水平及占有资料的有限性，完成本著作困难很大。
书中不妥当或不准确之处，竭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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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求构建文化市场法体例的科学、严谨、全面而系统，富于操作性、实务性；注重文字的简明扼
要、逻辑性。
本书将学术性与教材性融为一体，既是一部学术著作又是一部适应高等学校的文化艺术法学教材，还
可以供文化市场法的研究者参考，也是文化市场执法者有价值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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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8年至1992年，是文化市场法制的第二阶段，文化市场法制得以确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文化事业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模式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
模式转变，文化体制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体制。
以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电影《红高粱》等为代表，文化事业出现了复苏与繁荣。
198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文艺体制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
1985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在1988年国务院批
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和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
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实行“双轨制”的具体改革意见。
文化的产业属性逐步显现出来，以营业性舞会和音乐茶座为发端的文化市场日益活跃。
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
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性活动。
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场
的概念，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
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
从内容上看，这个阶段文化法规偏向义务规范，价值取向的行政管理性，对文化市场运作性规范还不
完整，具有明显的市场经济过渡性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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