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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观经济学。
一般而言，微观经济学关心的个体经济单位的行为，在文化产业研究中就是关注文化产品的生产、定
价、利润以及消费者选择、市场供求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知道，文化产品的复杂性无疑是所有文化产业教材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难题，西方学者在运用微观
经济学理论分析文化产品时认为，文化产品可以根据其质料和经济学特征的差异，分为核心层、相关
层以及外围层三个层次。
本书在此基础上将文化产品分为简单形态、复杂形态和特殊形态三类，并综合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辨
析其经济学特征，即简单形态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特征、复杂形态文化产品的体制化特征以及特殊形
态的高附加值特征。
通过这些努力本书力图揭示由于文化产品双重特性所长期遮蔽的文化产品经济学特征的丰富性和复杂
性，并尝试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展示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
　　产业经济学。
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来看，产业经济学特
别是其中的产业政策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各种类别和层级的文化产业规划
和政策措施。
产业经济学是以中观产业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发展、产业布局和产业政
策等。
本书文化产业研究的内容主要涵盖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产业政策三个重要板块，试图通过产业经济
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揭示文化产业的中观特征，特别是揭示我国正处于体制改革“渐进式”改革进程之
中的文化产业特殊性，如产业组织的双重性以及产业政策的双轨制等。
　　公共经济学。
在传统政治话语体系下，我们常常在理论上将文化产品作为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求的宣传品，而无须
理论论证。
实际上，当博物馆等文化产品作为公共产品被免费提供给公民时，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共选择，而这种
公共选择常常通过文化权利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本书运用公共经济学理论阐述了文化产品的公共性以及财政补贴的必要性，并从公共财政效率提升的
视角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改革提出建设性意见。
　　规制经济学。
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政府对文化领域的管理发生了重要的变革——从直接规制转向
间接规制，从经济规制转向社会规制——这些都需要理论上的应答。
而规制经济学，就是研究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如何干预和干涉经济主体，以矫
正、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广义的“市场失灵”）。
这显然也是我们今天研究文化产业问题不可或缺的一个视角，本书基于规制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文
化产业规制基本内容，特别是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产权和内容规制，为我国文化产业
领域的政府规制改革提供理论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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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概念　　文化产业和其他很多新生事物一样，都是先有事实再有理论，先存在再有
合理性论证。
本章题目虽然是文化概念，但是本书内容是文化产业，所以我们对文化概念的辨析不可能是纯粹文化
学意义上的论证，准确地说，本章的内容更应该是文化产业的文化合法性论证。
本着这个理路，本章在描述文化概念历史演变的基础上，试图寻找文化产业的文化合法性的理论资源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合法性论证。
在我们看来，文化产业的文化合法性是文化产业正名的一个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文化产业的发
展永远是天方夜谭，而本书后面的内容——无论是文化产业概念，还是文化产业政策，都将是空中楼
阁。
　　第一节　文化的概念　　一、文化的概念　　文化被认为是世界上歧义最多的几个词汇之一。
据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与克拉克的统计，自1871至1951年间，比较严格、规范的文化定义就有164
条；而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尔的统计显示，1970年以前，世界文献中的文化定义已经超过250种。
　　在中国，文化最早出现于刘向《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在中国典籍中，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宣文教以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
从这两个最古老的用法上看，中国最早“文化”的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
在古汉语中，文化就是以伦理道德教导世人，使人“发乎情止于礼”的意思。
而用“文化”迻译“culture”，始于日本学者，文化的概念自然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其内涵和外
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2年出版的《辞海》是这样定义文化的，“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由于中国现代语境下的文化观念主要来源于西方，因此我们的分析就直接从西方的文化观念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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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产业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
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进展。
但由于这一学科尚处于成长阶段，还不免显得有些稚嫩，很不成熟。
目前，无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还是人才培养的教学需要，都亟待具有学理价值和探索精神的研究
新著。
周正兵博士的这部专著无疑是这方面的开创性之作。
作者在梳理和吸收西方文化经济研究的前沿成果的基础上，力图从经济学角度探究文化产业的发展规
律，揭示文化产业的经济特质，建构这一学科的学理根基，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向学术界郑重推荐此书，希望这部书能够在我国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齐勇锋　研究员　　几年前，我在《学习时报》撰文批评文化产业研究中的“泡沫化”现象，特
别指出“无数‘专著’和‘论文’篇幅的浩大与内容的贫乏恰成对照”。
其实，这段文字所表达的是我内心的焦虑，同时我也期盼能够看到一批真正具有学理性和突破性的研
究，以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
周正兵博士的这部专著切合了我的预期，特别是著作对西方文化经济学成果的梳理和引进，弥补了我
国文化产业研究的诸多短板。
因此，在欣喜之余，乐意向学术同行推荐此书，希望这部书所建构的学理性和创遣性能够推动我国文
化产业的学科建设。
　　张晓明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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