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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文化体制改革
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1世纪中国文化产业
论坛第五届年会——云南·玉溪论坛”，于2008年11月28日至31日在美丽的云南省玉溪市澄江抚仙湖
畔举行。
本届论坛主题为“变革与创新：中国文化产业新突破”。
论坛得到了云南省特别是玉溪市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全国文化产业界理论研究专家、学者和文化实业
家的鼎力相助，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和积极的社会影响。
围绕论坛主题和参考论文选题，论坛组委会先后收到参会论文近六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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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应确立文化可以创造永久性财富的理念。
推动我国的文化积淀、文化资源和文化创意转化为更多财富　　20世纪80年代末期，笔者在日本研修
的时候，翻译了一位日本学者上野光平的著作《现代流通论》，他把当时的日本和欧洲作了比较。
他认为，尽管日本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但是国民的财富远远比不上欧洲，日本拥有的是耐用消费
品，而欧洲很多国家拥有的是财富，其中很大部分是永久性财富。
他把汽车、洗衣机、电冰箱等称之为耐用消费品，把住房叫做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因为这些暂时拥
有的财富最终要被转化为消费。
而欧洲人拥有的财富，很多是可永久保值、增值的财富，是保存的时间越长增值空间越大的财富，比
如说文化艺术品和有深厚文化含量的建筑等。
翻译这段话的时候笔者反复琢磨，到底是什么创造了永久性财富，那就是文化的蕴涵和力量。
那个时候我们看日本还感到可望而不可即，但现在我国也到了日本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的状况，经济
发展到了一定水平，越来越多的人也在追求一种永久性的财富，越来越重视文化修养和收藏。
消费周期长的住房投资非常旺盛，这也是人们力图获得永久性财富的冲动，但实际住房也是耐用消费
品，按照经济学家贝克尔的“人类行为学”分析，包括子女都是耐用消费品。
你现在对他投资，未来他长大后对你逐步回报，包括赚钱给你、满足你的心理需求等等，因此，这些
都叫做耐用消费品。
能够永远保值并且不断增值的财富，只有文化和文化产品。
比如历朝历代中华民族留下的诗书字画、保留下来的精品瓷器和古家具等，保留时间越长其价值就越
高，这就是永久性保留的财富。
可以说，唯一能够成为永久性财富的就是文化和文化产品，或者依附在物质载体中的文化含量，这包
括历朝历代保留下来的东西，也包括当代创造、未来可以保留的东西。
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表现，就是使更多可以传世和被更广范围、更多国家和民族奉为精品和收
藏品的文化产品，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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