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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和文化部、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合
作共同编写的第十本年度性国家文化产业报告，侧重展示了不同行业、不同区域文化产业的年度发展
动态和个案剖析。
对“十一五”期间中国文化产业综合指标进行了回顾，且对现行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态势给予详细分
析，并明确了“十二五”时期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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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据2010年年报，中青宝净利润同比下降，成为A股为数不多的几家主营业务收入在1亿元以下的
非ST公司。
股票发行时的高市盈率及各方媒体的高度关注与上市后相对平淡的经营状况形成了反差。
对于意图上市的文化企业而言，必须依据自身及行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对上市的时机、方式及融资规
模进行理性的判断，切忌盲目跟风；上市后也切勿被一时的财富效应冲昏头脑。
借助资本的力量迅速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创造企业价值、实现股东的良好回报才是文化企业立足于
资本市场的长久之道。
　　二 银行业支持文化产业力度不断提升　　（一）文化产业信贷规模快速增长　　目前，银行信贷
仍是我国传统文化企业融资的主要途径。
推动银行信贷投入文化产业也成为近年来各级有关部门推动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工作。
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与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文化部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广电总局与进出
口银行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落实意向性授信额度，推动银行业与文化产业有效对接。
在地方，银、政合作也日益紧密，例如，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与当地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北京市文化局、广电局与北京银行也分别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文化企业提供专项授信额度。
在各级有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文化产业领域的信贷投放实现了快速增长。
据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统计，截至2010年6月末，我国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类（主要是文化企业）各项
贷款余额916亿元，同比增长23.58%，比同期金融机构全部贷款同比增长率高4.38个百分点。
其中，中长期贷款648.46亿元，同比增长59.61%，比同期金融机构全部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率高26.39
个百分点；另据央行营业管理部统计，截至2010年10月末，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贷款余额215亿元，同
比增长34.3%，较北京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增速高16.6%；文化创意产业当年累计发放贷
款170亿元，比2009年同期翻了一番。
从中央到地方，推动银行信贷进入文化产业已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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