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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红火火发展的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量究竟有多重？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

作用会有多大？怎样用数据去度量和描述文化产业？这值得思量，也值得期待。 

  长期以来，“数据缺失”是文化产业的一个“软肋”——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形

象描述多，实际数据少。这不仅对宏观决策难以提供参考依据，也难以为业界研究提供数据

支持…… 

  其实，早在2004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国家

统计局牵头组成了课题组，提出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此分类标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关于文化统计的口径比较接近。在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和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

查中，也以此为标准，收集了大量文化产业第一手数据资料。 

  近日，国家统计局对这两次经济普查的数据进行了系统整理和权威解读，让我们从这场

“数字盛宴”中，了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轨迹，把握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脉搏。 

  文化产业“盘子”有多大 

  文化产业到底包括哪些？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统计标准——欧盟的文化产业统计包括了

建筑学；加拿大的文化统计包括了建筑和设计；澳大利亚的包括了设计和体育；而美国，文

化产业更是“巨无霸”，是包括艺术、休闲和旅游、体育、信息和通信的“大文化”，在国

民经济中的份额能达到50%以上…… 

  那么，中国的文化产业采用怎样的统计口径，整个文化产业的“盘子”有多大？ 

  马京奎(国家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计司司长)：在经济普查中，国家统计局把“文化及相

关产业”简称为“文化产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

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按此分类，文化产业共有9大类和24个中类，包括国民经济

行业中的99个小类。 

  文化产业的9大类别又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传统意义上文化产业为主的“核心层”，二

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文化产业为主的“外围层”，三是生产销售文化产品的“相关

层”： 

  文化产业核心层——包括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

化艺术服务四类； 

  文化产业外围层——包括网络文化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其他文化服务三类； 

  相关文化产业层——包括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用品、设备及相

关文化产品的销售两类。 

  旅游业是否属于文化产业？在文化产业的第六大类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中，有“旅游文化

服务”，它包含旅行社、风景名胜区管理、公园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动物观赏服务等。 

  体育是否属于文化产业？美国体育业是被计算在娱乐产业中，而在中国的统计中，体育

业没有被包含在文化产业中。 

  对比2008年和2004年的数据，文化产业的规模迅速扩大，对增加就业、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2004年相比，2008年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达到7630亿元，增长121.8%；增加值占同期

GDP的比重由2.15%提高到2.43%，提高了近0.3个百分点。据最新统计，2009年，文化产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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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为8400亿元左右，比2008年现价增长10%，快于同期GDP增长速度，相当于同期GDP的2.5%

左右。 

  2008年的第二次经济普查中，进一步摸清了文化产业的“家底”： 

  单位数量增多。2008年，我国文化产业共有法人单位46.08万个，与2004年相比，增长近

45%；法人单位数增长最多的类别是“核心层”的新闻服务(增长216%)和“外围层”的文化休

闲娱乐服务(增长111%)。 

  资产总量增加。2008年，法人单位拥有资产总计27487亿元，比2004年增长50%。资产规

模扩大显著的类别是网络文化服务(增长157%)和其他文化服务(增长115%)。 

  发展速度较快。从实现的增加值角度看，文化产业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

度。2004-2008年间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年平均现价增长速度高于同期GDP的年平均现价增长速

度3.6个百分点。 

  值得强调的是，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扩大就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越来

越明显。其中“增加值”和“从业人员”两个指标最能体现文化产业对经济的贡献。 

  “增加值”反映的是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和贡献。2004年，文化产业中只有相关层的机制

纸及纸板制造这一个行业小类的增加值超过200亿元。而2008年，我国文化产业有10个行业小

类的法人单位所创造的增加值超过200亿元。再从文化产业法人单位的人均增加值上看， 

2008 年为7.11 万元，比2004 年的3.55 万元增加一倍。这些都说明，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从业人员”反映的是对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程度和对就业的贡献。文化产业从业总

人数不断增加，2008年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达到1182万人，比2004年增长18.6%，占全国从业人

员(77480万人)的1.53%，占城镇从业人员(30210万人)的3.91%。 

  据统计，工艺美术品制造业、玩具制造、家用视听设备制造、文化用品制造四个行业，

共计有从业人员339.8万人，占相关层全部就业人数的74.7%，仅玩具制造就创造了90.2万人

的就业机会。 

  文化产业动力哪里来 

  在文化产业核心层和外围层中，共有45个小行业是从事文化服务业的，这些行业的市场

化程度从2004年的67.2%提高到2008年的74.5%。 

  统计显示，近年来，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加快、发展规模扩大 

  。每个行业经营性单位增加值所占比重，反映了这一行业的市场化程度，也反映了这个

行业的活力所在。 

  那么，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何来？ 

  马京奎：可以看出，文化产业的发展依靠文化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先行改革的行业，

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产业发展进度也相对较快。比如，作为文化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出版

发行行业是文化体制改革步伐较快、成效较大的领域，其市场化程度都较高——图书出版

84.7%，报纸出版71.7%，期刊出版67.1%，音像制品出版88.0%，电子出版物出版91.2%。在第

二届“文化产业30强”中，12家是出版发行业的龙头企业。 

  这些数据和事实，充分体现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

产力，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大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所界定的45个文化服务业中，每个行业均有经营性产业活动和公益性事

业活动之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核心层、外围层中的文化产品生产和销售企业以及相关层中的所有单位一般都已实现市

场性经营。2008年，这45个文化服务业中，经营性单位实现增加值2710.45亿元，公益性单位



实现的增加值为928.62亿元，而2004年的经营性单位增加值仅为861.36亿元，公益性单位增

加值仅为420.77亿元。这说明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在推动经营性文化单位

转制方面成效明显。 

  2008年，我国文化服务业中市场化程度较高(90%以上)的有14个行业，分别为摄影扩印服

务、广告业、其他计算机服务、旅行社、知识产权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室内娱乐活动、

图书及音像制品出租、休闲健身娱乐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电子出版物出版、游乐园等。 

  市场化程度低于20%的有9个行业，分别为专业性社会团体、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

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群众文化活动、烈士陵园纪念馆、文物及文化保护、广播。这些行业也

正是在文化体制改革中需要政府大力扶持，保持其公益性特点的单位。 

  2008年，文艺创作与表演、艺术表演场馆等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比2004年有所提高，2004

年均在20%以下，现在分别为23%和32.7%。这些数据反映了这些行业改革的进展和成效。 

  相信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这些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对相关产业拉动

作用会更大。 

  文化产业效益怎么样 

  文化产业是“烧钱”还是“挣钱”？文化产业的市场模式能否支撑可持续发展？这些关

于文化产业的效益问题，是投资者最关注的，是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风向标”和“指

挥棒”。 

  资本是逐利的，当看到一部《建国大业》就能有超过4亿元的票房收入时，资本显然嗅到

了味道。可当看到投入一些文化领域，迟迟不见效益时，资本又开始徘徊了。面对文化产业

的多重属性，社会资本是否会碰上“玻璃门”或“弹簧门”？ 

  马京奎：通过利润等指标看，近年来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大幅提高。 

  2008年文化服务企业法人单位的营业利润为981亿元，比2004年增长5倍多。在45个文化

服务行业中，营业利润亏损的行业由2004年的17个减少到2008年的2个，营业利润超1亿元的

行业有33个，营业利润超10亿元的行业有16个，营业利润超100亿元的行业有3个。 

  营业利润位列前6名的行业依次是：广告业(260亿元)，其他计算机服务(112亿元)，旅行

社(110亿元)，室内娱乐活动(61亿元)，有线广播电视传输服务(56亿元)和图书出版(48亿

元)。这6个行业的营业利润占全部文化服务业营业利润的66%。 

  当然，文化产业投资也是有风险的。出现经营亏损的单位占全部单位的比重达到五分之

一，其中规模以上文化产品生产企业的亏损面达到19.5%，规模以下为16.8%；文化服务业企

业的亏损面为21.8%；限额以上文化产品批发零售企业的亏损面为19.3%，限额以下为28.6%。 

  挑战与机会并存，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是一块新的“处女地”，除了憧憬和激情，更

需要理性，这样文化产业才会愈行愈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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