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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国县域文化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其中，最紧要的是资源单一与规模效益问题和 

“三农”背景与投融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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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县域文化产业正处在一个迅速发展的 

时期，人们长期被抑制的文化消费渴求逐渐 

高涨，无论是市场经营规模，还是利润增长 

规模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且各县域从政 

府到普通居民对发展文化产业的前景也都 

充满信心与期待。但是，县域文化产业的发 

展问题同时也显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尖 

锐，某些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地阻碍了产业发 

展。在此形势下，如何加强县域文化产业管 

理研究已成为新的严峻课题。我们基于对全 

国500个县级行政单位的问卷调查，梳理出 

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县域文化产业发展问 

题，并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希望有助于业 

界解决这些问题。 

1 2oo3年全国县域文化产业发展的 

基本数据 

20o3年全国县域文化市场持续发展，经 

营单位稳步增加，并在数量上超过了城市文 

化经营单位。全国文化市场经营单位292 171 

家，其中城市文化市场经营单位 132 076 

家，县域文化市场经营单位 160 095家，比 

上年增加22 238家，增长 16．1％，超过城市 

增幅 1个百分点。县域文化市场经营单位业 

务指标占全国总数的比重比20o2年均不同 

程度增加。经营单位数增加0．2个百分点，从 

业人员减少4．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减少4、2 

百分点，主营营业收人增加4．3个百分点，主 

营业务利润增加 17．7个百分点，上缴各种税 

金增加 6．1个百分点，新创增加值增加 1．9 

个百分点。 

表1 2003年全国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主要指标 

文化市场 喜星蓉薯霉蓉善釜蓉 
固定资产原值(亿元) 

主营业务收人(亿元) 

主营业务利润(亿元) 

交纳各种税金(亿元) 

创增加值(亿元) 

从业人员(人) 

人均收人(元) 

1145 944 2Ol 

393．9 264．6 129．2 

96 43．7 39．5 

37．3 22．5 14、7 

224．2 145．6 78．7 

1 179498 674720 504778 

33395．6 39216．3 25595．4 

表2 2003年全国文化产业经营 

单位主要指标增长情况 

以上数据说明，近年来全国县域文化市 

场经营单位虽然在总体数量上超过城市文 

化市场经营单位，但经济规模上的差距仍然 

比较大。中国文化市场的重点仍然在城市， 

主要消费群体仍然是城市居民。但20o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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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县域文化经营单位的发展速度却远远 

超过城市，呈现出迅猛增长的势头。县域文 

化经营单位与城市文化经营单位相比，前者 

主营业务收人增幅是32．9％，后者是 8-2％， 

相差4倍：前者主营业务利润增幅是40％， 

后者不增反降9．5％；前者交纳税金增幅是 

48．4％，后者是 14％，相差 3．4倍；创增加值 

的增长幅度，前者是后者的 l_3倍。 

目前，全国有2 860个县级行政单位(不 

含台湾、香港、澳门3区)，自20o4年2月3O 

日以来，我们陆续向24个省、区、市的 50o 

个县级行政单位发出500份县域文化产业 

调查问卷，调查覆盖率为 l7．48％。问卷内容 

包括“关于县(市)的一般问题”、“关于文化 

产品基本状况的问题”和“关于文化产业发 

展环境的问题”3部分，共 39个分析点。截止 

到8月30日，共回收有效问卷 187份，回收 

率为37．4％。调查问卷的回收率之所以比较 

低，主要原因有：①大部分县级政府未设置 

专门的文化产业管理部门，收到问卷之后， 

不知道由哪一个部门负责作答、回寄；②直 

到2004年 3月 29日，国家统计局才发布 

《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文化及相关产业的 

归口、范围才得以明确，因此，单列的文化产 

业统计只能从 2004年开始，此前有关县域 

文化产业发展的数据，分散于各相关产业之 

中，问卷不好回答。 

以下数据，是我们基于187份有效问卷 



统计得出的。我们认为，这些数据能够反映 

当前我国县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状况。 

表3 县域文化产业归口管理方式 

表4 县域文化产业主营业务 

表5 县域文化产业主营业务资源分类 

表6 县域政府对县域文化产业的介入方式 

表7 地方政府推动县域文化产业的主要困难 

分析表3～7的数据，我们对县域文化产 

业的发展状况有如下判断： 

(I)县域文化产业的主营业务单一，主 

要集中在文化旅游及其相关产业等领域，有 

127个县域以文化旅游为文化产业主营业 

务，覆盖率为67．91％； 

(2)受多种因素影响，对文化产业的市 

场地位认识不明确，有55．08％的县级政府 

直接经营文化产业，误把文化产业当文化事 

业来办； 

(3)县域文化产业整体规划率不高，政 

府直接经营的具体的文化产业项目也普遍 

缺少专业评价； 

(4)县级政府对县域文化产业发展状况 

知之不多，年报率仅 4．81％，从而影响了政 

府对产业宏观态势的调控能力； 

(5)资源单一、专业人才匮乏、产业政策 

不到位，是地方政府在推动县域文化产业发 

展过程中遭遇的最严重的困难，这些问题的 

覆盖率均为 1o0％： 

(6)尽管县级政府都以各种方式积极地 

介入县域文化产业，但启动和发展具体项目 

的投融资问题相当突出。 

2 当前县域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主 

要问题 

当前县域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很 

多，下面我们把最紧要的资源单一与规模效 

益问题和“三农”背景与投融资问题提出来， 

以引起决策者的高度重视。 

(1)资源单一与规模效益问题。在县域 

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因为无法形成 

产业集群从而缺乏规模效益，这一问题已经 

严重地制约了县域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其 

实，资源单一固然影响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和 

规模效益的发挥，但其中还存在一个认识误 

区：县域文化产业只能搞搞旅游、民间文艺 

表演和小工艺品生产之类。正是这种认识上 

的误区造成了县域文化产业主营业务单一， 

并且严重地依赖地方文化资源存量。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统计局、文化部、 

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国家文物局等 

部门共同制订的 《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界 

定的文化产业范围包括：①为社会公众提供 

实物形态精神文化产品和娱乐产品的活动， 

如书籍、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的出版、制作、发行等；②为社会公众提供可 

参与和选择的精神文化服务和休闲娱乐服 

务以及相关的文化保护和管理活动，如广播 

电视服务、电影服务、文艺表演服务、博物馆 

展览服务、图书馆服务、档案馆服务、网络服 

务、旅游休闲服务、文物保护、文化研究、文 

化社团活动等；③提供文化、娱乐产品所必 

需的设备、材料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如印刷 

设备、文具、纸张、磁带、光盘等生产经营活 

动；④提供文化、娱乐服务所必需的设备、用 

品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如广播电视设备、电 

影设备、电视机、收录机、影碟机、音响设备、 

乐器、游艺器材、玩具等生产经营活动；(5)与 

文化、娱乐相关的其他活动，如工艺美术、设 

计等活动等。由此可见，文化产业的涵盖是 

十分广泛的。目前的县域文化产业项目，主 

要是文化休闲娱乐服务项目、其他文化服务 

项目、网络文化服务项目和文化艺术服务项 

目。当然，在文化产业的某些领域，城市的基 

础和发展条件远远优越于县域，但是，县域 

文化产业还有巨大的拓展空间。浙江横店的 

文化产业，就得益于其决策者对单纯的“文 

化资源存量”的超越，较早地摆脱了狭隘的 

农耕小生产思维模式，将县域文化产业融入 

到现代化大生产之中。横店的经验，值得那 

些有较好的投融资基础和环境的县域借鉴。 

(2)“三农”背景与投融资问题。县域文 

化产业与城市文化产业的最大不同在于其 

“三农”背景。尽管城市文化产业也存在投融 

资的问题，但是，相比较而言，县域文化产业 

因 “三农”背景使其投融资问题变得更加复 

杂。改革开放以来，县域金融组织体系的不 

断完善，其为县域发展提供的金融服务有了 

较大改善。但从总体上来看，县域信贷支持 

量不足，县域资金外流比较严重。目前，县域 

贷款仅占全国贷款余额的5％左右，乡镇企 

业贷款占全国贷款余额的6％左右。据资料 

显示，2o03年我国储蓄存款余额达l1万亿 

元之多，按二八原则计算，仅限县域农民的 

存款就有两万多亿元。这说明县域并不缺少 

资金，缺少的是现代市场经济投融资体制。 

本来急需资金寻求发展的县域实际上有钱， 

只是由于投融资体制缺位造成了有钱不能 

用于发展的难堪局面。可见，投融资体制的 

缺位使县域失去了发展的支点和杠杆，成了 

阻碍县域发展的最大障碍。 

目前我国县域投资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 

支出，如2oo4年中央财政的投入可达1 5o0 

亿元，这表明现在和将来很长的时期内政府 

仍然是县域的投资主体。但是，由于政府该 

项投入基本上其实只能下达到政府部门及 

其所属单位，贪占挪用在所难免，甚至有部 

分转化为基层债务和农民负担。在“政资不 

分”造成责任缺失和产权不明并最终导致县 

域居民市场主体地位不清两大因素作用下， 

加上县域财政状况普遍不好，县域投资主体 

必定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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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资料统计，仅县域义务教育、公 

共卫生、基础设施、养老救济等社会保障、农 

业科技5项县域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就需 

要 10 000亿元的资金。而县域文化产业离 

开这些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根本就 

没有发展的可能。这么大的资金缺口，仅靠 

政府财政支出是不现实的。用市场机制引导 

资本投向县域的投融资体制改革与创新是 

解决县域文化产业投融资问题的突破口。就 

目前县域发展的金融需求来看，商业金融、 

政策性金融和合作金融功能并举才有可能 

满足县域多样化的金融需求。而制定市场引 

导型县域文化产业投入政策，改善县域投融 

资环境，营造文化产业投资的盈利环境，拓 

宽民间投融资渠道，创新县域个人投融资方 

式，构筑一个以县域个人投资为主体，国家 

财政性投资为引导，信贷资金为支撑，外资 

和证券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为补充的多元 

化的县域投融资体系，是解决县域文化产业 

发展投融资问题的关键。因此，探讨整合县 

域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功 

能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创办县域发展银 

行，以及鼓励其他商业银行为县域发展提供 

金融服务，已经成为重构县域金融体系、推 

动县域文化产业发展的紧迫任务。 

3 对策与建议 

我们关于资源单一与规模效益问题的 

建议是：第一，在资源普查的基础上，建立科 

学的项目评价与决策机制。在全国范围内提 

倡发展严重依赖特殊文化资源的产业项目 

存在诸多弊端，但是，对于那些经济欠发达 

的县域，我们主张在项目评价的基础上，量 

力而行，择优发展，积极盘活资源存量；要尽 

量避免非市场因素和投机的 “政绩意识”操 

纵县域文化产业发展决策。第二，县域文化 

产业及其产权人要充分认清自己的生产者、 

服务者身份，以多样性产品和高品质服务为 

前提，提高生产集约度和市场辐射能力，追 

l求产业规模效益。县域 

文化产业的消费者主要 

来自城市和异域，本县 

域居民不可能成为自己 

的文化产业的主体消费 

者。这是由居民文化属 

性以及拥有的购买力决 

定的。县域居民只能是 

县域文化产业的生产 

者、服务者。县域文化产 

业业主应当设法依托产 

业集群，以多样性的文 

化产品和高品质的服务 

掌握市场，从而获取最 

大规模效益。 

关于投融资问题的 

建议是：第一，建构多元 

产权体系，完善文化市 

场管理机制。县域各级 

政府应当更多地通过政 

策制定介入文化产业管 

理，而不是直接去经营、 

推介具体的项目。在繁 

复的市场管理机制中， 

县域文化产业项目及其 

依赖资源的产权问题是核心。从中央到各省 

市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都应积极完善文化 

产业政策，县域行政部门更要把握机遇，结 

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文化产业的市场规 

律，解决其产权核心问题。第二，降低准入门 

槛，突破“三农”背景，以吸引社会资本为主 

攻方向，以产权置换为最佳模式，解决投融 

资问题。降低县域文化产业准入门槛的关键 

是尽量卸下政府办文化事业时期强加于“文 

化”的种种额外负担，突破狭隘的思维模式， 

尊重市场规律，相信公民的文化良知。民营 

资本、境外资本等社会资本是发展县域文化 

产业集群最主要的融资对象，吸引这些资本 

的最佳模式是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 

承包经营、股份合作乃至收购等形式，逐步 

完成产权置换。与城市文化产业不同的是， 

在发展县域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我们不必过 

多地担心国家文化和信息安全问题，国有资 

本完全可以从中撤离。第三，最现实的办法 

就是充分调动民间闲散资本的积极性，关键 

是民间大资本的积极性。在现阶段特别强调 

的是要充分调动县域居民自己的积极性，使 

他们的资金用于县域的发展。改变过去用行 

政手段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移植高新技术 

产业领域中的创业(风险)投资体制，用市场 

机制和金融资本的力量整合县域自然经济 

资源，让资本获取超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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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ey Question and Solution of 

Development of County Culture Industry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ing of county culture industry， there are many striking issues．The important tasks 

are solute the problem of unitary resources and scale’profits，and the problem of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areas， 

agriculture，farmers and investment&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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