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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文化产业更重质量效益
张晓明

“十二五”期间，我国文化产业发

展的有利条件是突出的。可以将消费增

长、经济结构调整、新技术应用、城市化，

以及出口结构升级看做是今后一段时间

文化产业可以搭乘的“五驾马车”。

相比较而言，消费必会增长，但会

相对温和，一般不可能像出口和投资那

样，因为政策或外部环境因素而在短时

间内出现大起大落。结构升级和制造业

升级在金融危机的推动下将出现一个较

大的变化，因为涉及新增投资，由此而

产生的文化需求增长可能更为迅速一些。

三网合一的突然提速则表明，信息技术

的大规模商用对消费的拉动具有“爆发

式增长”的性质。

高铁的迅猛发展，已经突发式地改

变了一大批二、三线城市的区位性质，

兴起了新一轮城市建设的高潮，而这一

轮城市化的发展显然是“文化主导”的。

地方政府的执政者显然将眼光投向了未

来，大量新颖和别具特色的文化设施随

着城市化的进程而涌现出来。

最后是出口。近年来联合国贸发会

议制定了新的国际文化贸易指标体系，

将富含创意设计内涵的产品（如传统工

艺品等）纳入统计，结果发现创意产品

的全球贸易持续年增 25% 以上，而中国

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创意产品出口国，

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结构在发生着日益

深刻的变化。

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中，中国文

化产业只要有意识地搭上消费增长、经

济结构调整、新技术应用、城市化以及

出口结构升级这五辆车，就能吸取发展

的能量，集聚发展的动力，获得发展的

高速度。可以预计，“十二五”期间中国

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大特点将是，不再受

到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不必再过

分依赖于政府支持和公共财政投入，不

再只关注增长的数量，而是把质量效益

放在第一位。总之，在宏观经济环境的

助推下，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方式将会

发生重大转变，走上依靠内生动力发展

的新路。

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文化产业发

展的不利条件。我国目前还处在工业化

的中后期，国家经济还没有真正进入以

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目前这个阶

段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收入增长虽然快

但是差别大，绝大多数老百姓收入水平

还不高，因此还不是积极的文化消费者。

而真正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强烈的

选择性文化消费倾向的年轻的城市中产

阶级，还处在成长初期，极不稳定。近

年来我国城市化运动中房地产极不合理

的泡沫化，无异于是对这部分刚刚成长

起来的积极的文化消费者的一次狠狠的

剥夺，令他们不得不削减大部分文化开支。

当然，制度和政策上存在的问题也

很多，我们还需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长期以来管理文化生产的计划体制不能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和体

制环境，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势头。比如热议的“反三俗”

问题，其实真正的热点问题不是如何评

价“三俗”这种文化现象本身，而是应

该如何去管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文化生

产和传播活动。当我们使用传统的行政

手段去纠正市场失灵行为的时候，结果

往往是破坏了市场机制本身发生作用的

环境，增加了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缩

小了市场主体“自律”的可能性，为今

后更大范围的“失序”埋下种子。因此，

在一定意义上说，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

比低俗本身危害更大。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更应该关心的，不是市场上有哪些

低俗应该加以批评和约束，而是政府采

取的措施，以及实施这些措施的方法是

否合理。

因此，“十二五”期间我们还面临

繁重的改革任务，非改革不能抓住重大

的市场机遇、实现产业的发展。而且现

在谈改革，是到了明确改革目标模式的

时候了。十七大报告中明确了人民群众

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是在新形势

下对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文化权利予以

重新强调，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已经从建立基本经济制度以保护公民经

济权利，走向了建立基本文化制度以保

护公民文化权利阶段。这将是一个全新

的起点。我们可以告别文化生产的计划

经济模式，在宪法规定的个人文化权利

基础上构建起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制度环境的法律体系，围绕个人文化

经济利益调整社会法律关系，奠定文化

发展繁荣的坚实基础。

从“十二五”开始，我国文化发展

将进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的发展时期。

我们不应该以单纯的量的增长来设计这

个未来，而应该将其看做是一个真正值

得期待的新的发展阶段。

（张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

任、研究员，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和 《文化发展纲要》起草小组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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