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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识别一个民族的基因，创意是发展一个国家的动力。
历史进入21世纪，在产业经济的作用下，“文化”和“创意”的结合萌生出了一种新型的产业形态—
—文化创意产业。
200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文化创意产业”这一概念也首次正式出现在党和政府的这一重要文件之中。
　　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和发展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和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地位日益增强的结果，
是人们在面临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的窘境下提出的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目前，凡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国家和地区，都纷纷将文化创意产业设定为战略发展目标。
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化创意产业更是成为了迅速崛起的重要产业。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如火如荼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它不仅将地区、国家、民族的文化资源
转化为社会综合效益，还在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着脍炙人口的精神产品。
　　数千年璀璨的文明史表明了中华民族从不缺乏创意想象。
近年来，党和政府多次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上了国家发展日程，这使得“文化生产力”成为了继“
科技生产力”之后的又一条亮丽风景线。
尤其是，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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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文化产业在改革的大潮中逐渐地完成了起飞，其蜕变的过程，浓缩了几个时代的历程。
从概念提出到政策出台，再到资本介入，短短几年的时间，文化产业完成了漂亮的一跃，逐渐介入到
主流认同的历史声音中。
本书精选的稿件来自文化产业领域的决策者、从业者和著名的专家，所谈及的内容涉及到了文化软实
力与国家文化安全、文化竞争力与文化产业园区、文化发展力与区域文化、文化创造力与实战解读、
文化多元化与资本介入、技术创新与版权产业等，力争全方位、多层次地解读文化产业领域中的关键
问题，给读者以启迪。
本书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选择为出发点，从文化竞争力、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创造力等视角，对
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态和行业变革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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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软实力与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体制改革难点探析　　三、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如何破解
“三大难题”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市场能做的，
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失灵的领域，在党的领导下政府要发挥应有的作用。
目前，在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中，有三个难点有待破解：　　一是科学界定党政关系问题。
要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地位，党委部门既要依法发挥领导作用，但又不能以党代政。
目前真正实现“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的目标尚有一定的难度，党委与政府的职能分工需要进一步科
学界定。
　　二是如何解决政府部门职能交叉的问题。
长期以来，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各个门类分别属于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国
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等多个部门管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政府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缺位与越位
并存等诸多问题，也不利于我国对外文化合作与交流。
越位方面的表现是，政府过多地干预文化市场的微观运行；缺位是在文化产品的质量、价格、资本准
入、市场执法等方面，政府监管不到位。
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全国9个试点地区按照中央的要求，首先把地（市）县（区）级的文化
、出版、广电三局整合到一起合署办公，统称“文化出版广电局”或“文委”。
又整合文化、工商、税务等部门的执法队伍，实行综合执法，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显然，这也昭示了未来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但在机构整合的过程中并未同步解决机关人员分流的问题。
政府人员过多，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仍有待下一轮政府在机构改革时统筹解决。
　　三是如何实现“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改革目标。
2003年开始启动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明确提出“经营性文化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比1994年开
始进行的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几乎晚了1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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