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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产业化进程与国家文化安全 

金炳亮 

摘 要: 中国正在加快出版产业化的进程，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应当引起关注。国家安全

包括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必须坚守的精神阵地。在这方面，加拿大的做法值得

借鉴。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及此，要求在关注文化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壮大我国出版产业

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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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仅从出版物进出口情况看，书报刊和音像电子出版物进出口贸易

大体平衡（严格地说是数量大体平衡，而金额仍是大幅逆差）［8］，但中国出口的出版

物绝大部分为加工出品，也就是说，从内容上看仍是人家的出版物，并不是我们的出版物

出口到对方市场。 

    三是高新技术带来出版产业革命，为国家文化安全提出新的命题。出版物的载体从传

统的纸介质一统天下，到现在的音像、电子、多媒体、网络出版和纸介质群雄并起；出版

物的出版（发表）从传统的编校审印发环环相扣，到现在的自由发表（如网上帖子、聊天

室、论坛等）、按需出版等与传统出版争夺读者；出版物的传播从传统的批销、零售，到

现在的网上书店、图书俱乐部与传统发行并举。 

    以往一种文化渗入另一种文化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而今天，在经济和信息全

球化的时代里，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大大加速了思想、文化传播的速度和进程。以往，我

们用简单的管制手段，就可以将不良信息和有害出版物拒之门外，而现在网络可以用最直

接的方式进入千家万户。以往，我们简单地以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就可以说“不”，

而现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正在成为一把双刃剑，稍不留神就会伤到我们自己。 

    三、 加拿大的经验和我们的对策 

    出版产业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是随着现代出版产业化而出现的，市场化、全球化和自

由贸易使这一问题突显。后发展国家由于开放较晚，出版产业化程度低，竞争力弱，出版

贸易存在严重逆差，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严重不对等，使得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更为突出。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又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出版产业有

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加之我们拥有独特的文明形态和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在我

们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对外开放、融入世界，以及市场化、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国际大

环境下，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应该而且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研究应对之策。 

    事实上，相比军事霸权的显见性，文化霸权更为隐蔽，在量变过程中不易为人所察

觉，其文化渗透的隐蔽性容易使人丧失警惕性。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物质财富上与发达国

家差距较大，政府和民众的关注点也往往更多地着重在物质领域，而不是精神文化领域，

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所加剧的文化安全问题大多无暇顾及。 

    因此，我们就看到这样的奇怪现象：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民

众，而发展中国家则大多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与此相对应，在文化安全

问题上，抗争最激烈的是同属西方阵营的法国和加拿大，而不是问题更严重、从长远看也

许受害更深的发展中国家。乃至有学者发出这样的惊呼：“难道是法国、加拿大代表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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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的利益？” [9] 

    1993年，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法国坚持把影视产品从自由贸易协定中排

除。1998年，加拿大提出把文化产品从降低贸易壁垒的条约中排除。1999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文化：一种独特的商业形式”的专题会议。虽然由于美国的强

烈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在多边谈判中并没有就文化产品及其服务达成协定，但由法国倡

导、加拿大紧跟的“文化例外”论却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赞同和支持。法国和加拿大等国也

在有限的范围主要以贸易配额和财政补贴的政策扶持本国文化产业，抵制美国的文化帝国

主义。其中，加拿大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10]。 

    加拿大由于紧邻美国，语言相通，与美国同属北美自由贸易区，诸种因素综合起来，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十分突出。199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外国（主要是美国）公司和产品占

据加拿大市场份额分别为：图书销售45%，杂志发行收入63%，音像制品79%，电影发行

85%，剧院演出97%。美国从来是把加拿大作为其国内市场（统一的北美市场）看待的，并

没有把加拿大作为其海外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其独特的多元文

化作了许多努力。 

    一是国家立法。加拿大先后颁布了《广播法》《电影法》《版权法》等，以法律规定

来“鼓励和推动对加拿大观念的表述”，传播加拿大的声音。同时，一些相关法律如《投

资法》《国税法》《外国出版商服务法》等则分别对外国投资文化产业进行限制。例如

《投资法》就规定在出版领域，不允许非加拿大人收购现有的加拿大人控股的企业，如果

加拿大出版企业有意出售，则必须确保有可能成为买主的加拿大投资者具有充分和公平的

购买机会。 

    二是在自由贸易中争取“文化例外”。即文化产品及其服务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可以不

受自由贸易协定的限制。例如，《关贸总协定》允许加拿大实行“银屏配额”，即在影视

播出中确定加拿大制作和加拿大内容的比例，外国影视节目不能无限制播放。《贸易与服

务总协定》允许加拿大不将文化服务业列入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允许加拿大采取

措施保护文化产业，世贸组织同意将加拿大文化服务排除在外（但不包括文化产品），等

等。 

    三是在文化产品及其服务中强调“加拿大内容”。即通过政策使文化产品及其服务的

主创人员主要由加拿大人担任，文化产品的内容主要应“讲述加拿大及加拿大人的故

事”。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文化政策，“加拿大内容”的主旨是，在加拿大市场销售的文

化产品，不管是否在加拿大生产，也不管生产企业是国有还是私营，都必须包括一定比例

的“加拿大内容”。这个比例既是申请执照时的法定要求，也是申请国家财政支持和各种

私人基金扶持的必要条件。以付费电视这样的纯商业频道为例，加拿大政府就要求在播放

电影时，加拿大影片与非加拿大影片的比例至少达到1∶20，题材上反映加拿大事件与不

反映加拿大事件至少达到1∶7，在总量上每年播出加拿大电影故事片不得少于12部。 

    四是政府以财政支持的方式直接补贴文化产业。以出版为例，联邦政府就有“出版援

助计划”，对邮发给全加拿大的杂志订阅者和零售者进行邮寄成本补贴（因为加拿大地广

人稀，发行成本极高）；“图书出版业发展计划”，着重帮助加拿大的出版业在国内和国

际上更多地出版加拿大作者所撰写的作品。此外，省、市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各种私人基金

则数量庞大，且资助范围很广。 

    中国政府已认识到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我国在加入世贸组

织谈判过程中，较好地把握了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文化主权、自由贸易与国家文化安全的

辩证统一关系，虽然在双边和多边谈判中谈得十分艰苦（据说有关知识产权的谈判最为艰

苦），但争取到较有利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与安全的政策。以出版为

例，我们没有承诺放开编辑出版环节，创办出版单位（出版物市场准入）实行严格的审

批，所有进口出版物必须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而在印刷和发行领域，则逐步向外资开

放。总的原则是编辑出版环节与经营环节分类管理，内容严格把关，经营放开搞活。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要求把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带来的挑战变作机遇，在关注文化主权

和文化安全的前提下，利用外资发展自己，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进一步壮大我国

文化产业实力。在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中，绝大部分出版社将由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改制为

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企业，成为完全的市场主体，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试点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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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支持下，不但做大做强，强健自身，而且实施“走出去”战略。

可以预料，出版贸易的巨大逆差，文化交流的严重不对等，将逐步得到改善，国家文化安

全问题虽然仍将存在（像其他安全问题一样，只要国家存在一天，安全问题就永远存

在），但将在我国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朝着有利于我国总体安全战略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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