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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在2005年应邀出席由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举办的“云南文化产业论坛”上与皇甫晓涛
教授相识的。
当时他把他在清华做博士后的一组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文章给我看，其选题的新颖、视角的独特和思想
的深刻，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便与晓涛教授就文化产业研究领域里彼此感兴趣的问题多有切磋和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对他
的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新思维”“新方法”和“新观点”多有了解。
现在，晓涛教授的大著《文化资本论》要出版了，他请我为之写一篇序，实在是颇感惶恐。
虽说在此之前也曾有文化产业研究者请我作序，但迄今为止，应允为本书作序还是第一次。
一来几年间我与晓涛教授切磋颇多，二来晓涛教授的这本大著的研究大纲和前期的一些研究成果，我
不仅曾先睹为快，而且在我执行主编的《中国文化产业评论》的第4卷上也曾发表过他的学术论文。
乘此晓涛教授的大著出版之际，就他的研究成果谈一些感想，与晓涛教授和读者作一交流，以期共同
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也是应该的。
　　文化产业研究较为困难的，一是学科定位与跨学科的知识融合，使得迄今为止文化产业研究的学
科身份还在讨论之中；二是产业经济学核心理论的深入与产业相关的文化理论的展开、融合，使得文
化产业的阐发、叙述结构与研究类型、技术模型难于形成一以贯之的学术理论体系；三是中国新文化
实践、新经济实践、新科技实践、新创新实践的结合，面临着一个新的变革与挑战：四是与大国成长
之核软实力的建构的内在联系，使得文化产业研究对民族复兴原理、理论要有新的求解；五是文化产
业教学活动、学科建设及教材体系的历史性要求正在重构整个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使得文化产业在当
代中国的研究中承载着更大的历史负担。
而晓涛博士的大著，却在大量调研、研究与思考的基础上，对这些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科研与教学
的难题，做出了自己自成体系的系统探索与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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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750年以来推动世界财富中心转移的人类十五大发明体系的文化资本创新论，文化产业的资本形态与
文化博弈的国家创新体系，文化创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重构与文化资本的当代四大科学创新体系，后资
本主义时代的三个世界版图与后经济后建设时代的中国跨资本主义文化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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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皇甫晓涛，教授，北京交通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邮电大学博导，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
业研究中心博士后，国家文化产业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北京领识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院长，中
华书画协会副主席，广东文化产业促进会副会长，广东创意文化产权与产品交易中心主任。

    著有《文化产业新论》、《创意中国与文化产业》、《城市革命：都市产业新浪潮》、《现代中国
：新文学与新文化》等十部学术专著。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软科学》、《远东经贸评论》等报刊发表
论文100余篇。

    曾主持完成国家青年社科基金项目及国家教育部、建设部、科技部等多项重大哲学社会科学与软科
学项目。

    曾获20世纪中华英才奖，博鳌论坛生态理论贡献奖，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银奖，全国首届青年
社科优秀成果奖及省部级一、二、三等社科优秀成果奖与优秀著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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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文化资本全球博弈的认知科学基础与新概念资本论　　第一章　文化资本新概念与全球
金融资本博弈的新动向——全球资本博弈的文化自主自组织复杂性能量交换内容、元素、系统与对策
研究　　全球化的复杂性，使金融战争与文化领土之战相融为一，也使文化产业创新与全球文化资本
博弈成为大国崛起的核心问题，文化与资本的融合，不仅重新定义了资本概念的主体内容与组织系统
，也重新定义了文化的组织系统特征与创新基础，成为支配世界财富中心转移的全球资本博弈的复杂
性生产力创新基础，不仅是呈现出资本发展的新的系统文化特征，而且呈现出全球金融战争资本博弈
的一系列新动向，在金融海啸的转型与博弈中，我们应对这一事关国家创新基础的资本新概念的系统
文化特征及全球金融战争新动向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与把握，以拿出中国崛起的国家自主创新新对策，
立于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不败之地。
　　另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到了必须破解文化资本与文化金融创新难题的历史时刻，文
化产业与金融的创新鸿沟，文化与资本的隔断，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大前沿问题，在体制、
机制、政策、市场、业态方方面面表现出来，成为创新型城市建设与创新型国家发展的核心问题。
要解决这一问题，也要有对全球语境文化资本新概念、金融资本新动向有一个清醒的把握，在系统的
战略体系研究中有一个新的思考与对策。
　　第一节　文化资本新概念：全球资本博弈的文化自主组织复杂性能量交换内容、元素、系统与对
策研究　　资本概念的经典定义，一向是与工业化庞大的商品堆积物相对称的价值体系，即能够带来
价值的价值与货币。
但在全球化复杂性的经济系统中，资本仿佛是一个幽灵，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渗入各个领域。
　　资本的第一个文化特征，是它的非物质性、抽象性、隐喻性、系统性的流通带来的复杂性。
它时而是以非货币的身份进行资源流通，时而是以非商品的形态进行市场交易，时而又是以非产权的
内容进行符号扩张，它已幻化隐身到物质与非物质市场平台后面的各个资源环节的底部，演化着世界
经济“寻底竞赛”（race to the bottom）的复杂巨系。
一方面，资本的主体与细胞、系统与元素在隐身术的博弈中可能随时会颠覆区域、国家、城市、地缘
、产业、企业、家庭、个人的财产安全与生存状况、发展基础，另一方面资本的幻身又与传统的这些
文化单元与自组织的演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破译了资本与文化的关系，也就了解了资本与创新、文化与创新、创新与发展的关系。
从中可以看出，资本就是通过市场机制促进内容与资源能量交换与流通的产品、产业、产权、物权、
版权、资产、财产等复杂巨系的文化组织与开放系统。
　　资本的第二个文化特征，是它的自组织性与自主性的流通、创新与重构、转换系统带来的主体性
、结构性、组织性与复杂性。
传统的文化自组织，包括民族、地缘、个体、村社、群体、家族，再演化为国家、区域、个体群、城
市、关联体、企业的自主经济体系同时，也就把文化发展为复杂巨系的资本开放系统与自主组织单元
，从而演化为国家资本、区域资本、产业资本、城市资本、商业资本、文化资本的创新体系。
　　亚当·斯密与罗伯特在谈到近代中国落伍的难题时，都曾提出中国缺乏把这些文化自组织的封闭
体系演化为文化自主经济单元的产权与产业文化自主创新系统，也就是缺乏资本的创新机制与市场体
制的复杂性能量交换开放组织系统。
亚当·斯密说中国人勤劳而又不富有，是由于中国缺乏财富创造动力的产权制度，罗伯特说中国的近
代落伍，是由于中国缺乏株式会社的产业组织。
也就是说中国缺乏文化自组织演化为自主经济组织单元资本体系的创新机制与系统。
管理学的鼻祖皮特·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所说：“一切机构，都应该把提高全球竞争力
定为战略目标。
如企业、学校、医院等任何组织机构，如果跟不上其领域中的领先者所制定的标准，那么在世界任何
地方不用说成功，就是连生存也不要指望。
”这个“组织机构”标准，也就是企业、学校、医院等任何民族、地缘、个体群、群体、家族文化组
织，演化为国家、区域、城市、产业、企业文化自主与自组织经济单元的复杂性能量交换系统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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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的资本开放体系，包括国家资本、区域资本、城市资本、产业资本的能量交换生产要素与系统元
素。
　　资本的第三个文化特征，是其交易系统与组织元素在物质与非物质、宏观与微观之间转换升成的
复杂性。
一是后经济体系的创新元素与组织要素，在这里，我们把它具体地描述为“学科、符号、媒介、信息
、技术、资源、资本、创新、产业、文化、管理、传播、产权、生态、博弈、体制、制度、政策、区
域、城市、国家、全球、企业、品牌、内容、服务、生产、娱乐的认知体系与创新机器，”“它们共
同构成了后经济体系的信息革命认知标准与知识元素，形成创意产业、创意城市、创意经济链的产业
革命发动机。
”二是生产力要素的组织系统与创新元素。
生产力的全要素，包括物质生产要素的土地、货币、劳动力，又演化为非物质的科技、信息、服务、
制度、组织、文化与复杂性的生产力创新体系，使土地生产力变为环境经济创新要素，货币生产力变
为金融经济创新要素，劳动生产力变为智力经济创新要素，科技生产力变为知识经济创新要素，信息
生产力变为网络经济创新要素，服务生产力变为文化经济创新要素，制度生产力变为开放经济创新要
素，组织生产力变为产业经济创新要素，文化生产力变为非物质经济创新要素，复杂性生产力变为全
球经济创新要素，形成全要素资本生产力的创新体系与能量交换的开放系统，形成文化资本的创新体
系与文化自主自组织的开放系统。
　　资本的第四个文化特征，是它的增量指标体系中资源存量、内容产量与知识含量等能量交换的动
态系统中互动互融的复杂性。
资本的新概念内涵与文化资本的创新体系，所形成的全球市场机制金融能量交换复杂性的文化开放系
统，要有其量化的指标体系与资本模型系统，有其促进资源与内容能量交换的复杂性文化自主与自组
织创新体系及资本运营的动态量化指标体系；在这里我们把它划分为16个文化自主自组织创新系统与
资本形态的量化指标体系，也是文化金融实验技术的创新体系与文化资本评估模型的管理体系。
知识资本论中资本的技术与市场交换能量，有着知识含量的创新指标体系，知识是创新的主体，有着
生产的主体性，知识转化为资本，主导着资本的增量，形成知识与资本的交换能量与组织系统。
消费资本论中资本的资源与市场交换能量，有着资源存量的创新指标体系；谁拥有庞大的市场资源，
谁就拥有消费资本的主导体性与话语权，消费可转化为生产的指向与产业规模，主导着资本的存量与
流量，形成资本与市场的交换能量与组织系统。
一是内需拉动的市场资源存量有一个投融资体系中资本释放的生长空间，二是文化消费与文化生产有
着愈来愈为密切融合的市场资源再生产的关系，三是消费资源化、资源资本化、资本证券化与证券市
场化有一：个转换生成的创新系统。
这次金融风暴中，各国用内需拉动救市，并高度关注着中国现代化升成过程中巨大的消费市场与尚未
饱和的内需生长空间，以及尚未转化为资本的资源存量空间，就是极好的例证。
知识资本的创新基础，消费资本的自组织创新空间，决定了这次全球金融风暴后谁先崛起的国家博弈
基础。
当然，消费资本的成长，也有一国现代化经济实力成长的基础，也有着国民经济群体购买力的原始积
累基础与人均生产总值的国家财富基础。
知识资本的复杂性在于它的版权经济自主创新基础，有着国家主权、国际法权、知识产权的文化领土
，比如花木兰文化资源的版权经济再生产，为美国迪斯尼的扩张所掠去，端午节的文化资源与内容再
生产话语权又为韩国人的知识资本扩张掠去，同仁堂、达仁堂等版权经济的知识资本也同样为韩国的
文化扩张所剥夺。
其实整个《大长今》几乎就是用中国文化资源、元素进行的“韩版”内容再生产的知识资本扩张。
　　消费资本也是如此，它包含着市场资源的文化领土与内容再生产的文化创新基本要素与产业元素
，是“中国创造”，还是他者的文化掠夺。
如果文化资源是我们的，文化资本是他者的，是知识资本产业组织系统的自主创新与创新要素输在了
起跑线上；如果市场资源是我们的，消费资本是他者的，是消费资本产业组织系统的自主创新与创新
要素输在了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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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近年在WTO背景下的全球博弈中，他者对我国零售业、金融业、文化产业、知识服务业及相关领
域的闯入，以资本并购的方式重构消费资本龙头企业，以“他式”版权占领中国市场资源，就是涉及
国家文化安全、知识安全与金融安全、主权安全的系统问题与全球资本博弈复杂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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