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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产业学是一门新兴的、相对独立的学科，是一般文化学和文化研究所不能代替，也不能由产
业经济学全包容的，它有着自身特定的研究对象。
所以，在讨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之前，有必要了解关于文化产业的三个重要范畴，即三个基本概念：
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
　　文化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结果性表征，不同民族、不同时代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产品，
文化的进步是通过其物化形态和传播方式决定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到来，文化产业正从各国经济的边缘向中心内聚，成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和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文化产业获得了长
足发展。
发展文化产业，对于高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增强综合国力、实现共同发展有着得在的战略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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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吉发，1960年生，陕西商洛市人，汉族，教授，产业经济学硕士生导师。
现任长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西安市雁塔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长安大学委员会
委员、中国国情研究会行业研究员、全国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陕西省
价值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
　　长期以来，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产业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撰著《当代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多维透视》、《政治学论纲》等专著两部，主编《产业政策学》、《
科技生产力研究》等著作六部，其著作曾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共中
央党校图书馆等国内外多家图书馆收藏。
同时，在全国著名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60余篇，主持省部级课题多项，曾荣获陕西省人民政府“
教学成果二等奖”、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并被授予长安大学“科技工作
先进个人⋯文明园丁”等多项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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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文化产业学的研究内容　　文化产业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产业，即在文化产业生产中具有共
同特征的经济活动主体的集合以及文化产业发展过程的规律性。
　　文化产业既有物质生产的共性，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就是文化产业生产的产品具有意识形态性，
属于精神产品，它的创造、制作、传播、消费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等同于物质产品的生产
、流通、分配、销售。
因此，文化产业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产业的历史进程　　文化产业的提
出是由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本雅明在1926年撰写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
首先提出的，他的这一观点遭到了当时“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阿多诺在1947年出版的《启
蒙的辩证法》一书的强烈抨击，同时，阿多诺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名词。
之后，对于“文化产业”的概念、功能及其社会地位，西方学者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多年来这一
争论始终没有停止。
　　中国理论界对于文化产业的认识同样也经历了一番争论。
然而，“文化产业”这一概念，随着理论界的研究、争论以及我国社会文化、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
成熟，特别在“十六大”以后，文化产业的地位得到了肯定，从而推动了文化产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
　　(二)文化产业的发展条件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结果，不同民族、不同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精神
和文化产品，文化的进步是通过其物化形态和传播方式决定的。
因此，文化产业的诞生体现着文化的进步，同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文化产业也同样需要其发展条件，主要包括物力条件和人力
条件，其中物力条件包括物质条件、资本条件和资源条件。
　　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在物质条件中，经济基础是文化产业的发展的
基石；科学技术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
文化产业的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要进行资产兼并和重组，必然要有金融系统的参与，所以资本条件
是其快速发展的保障。
由于文化产业的资源与别的产业的资源相比，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以
市场为依托，进行合理开发文化资源和有效配置文化资源，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文化产业的人力条件中，文化产业对人才的要求与物质生产的企业相比，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对从
业人员在知识结构、思维水平和创新能力等方面有更高的要求。
　　(三)文化产业的运行机制　　文化产业发展必须在一定的机制下进行，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发达
国家，文化产业只有在一种良性的、完善的机制下运行，才能快速发展且不断壮大。
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变了原有的文化体制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础性关系，必然要求文化体制朝着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方向改革。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不仅是我国现在和将来的主要经济制度形态，而且也将是我国
文化建设的主要特征。
　　从现阶段我国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容来看，它涉及文化生产、文化交流、文化组织、文化结
构、文化分配、文化权利等各方面，而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国有文化企业，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依
据就是要正确理解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之间的关系。
　　(四)文化产业的政策取向　　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已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有的已成为支柱产业
或先导产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同时，随着我国居民
的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文化消费所占的比重也在进一步提高，这就迫切需要相关的政策支持推
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产业至今仍处于培育和初步发展阶段，其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还很多。
为此，需要借助于国家政策的力量，通过制定有效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中国的文化产业以超常的方
式转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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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我国制定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政策时，很有必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法国、韩
国、芬兰等国制定的产业政策及相关法规，以便更好地为发展我国文化产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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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以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主线，以文化产业系统的互
动格局为框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全书遵循文化产业的内在逻辑，以历史进程作为逻辑起点，进而扩展至发展条件，延伸到运行机制，
最后落脚到政策取向。
作为当前文化产业的一部理论性著作，本书既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完整性，同时又体现了理论观点的
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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