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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安全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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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文化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在一定意义上已远远

超过了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文化软实力成为了各国政府的重大关切。我国自 2009 年 9 月出台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之后，文化产业得到了空前发展，但是产业安全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文

化产业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必须未雨绸缪，先期谋划，在产业振兴阶段就要适时构建产业安全维

护机制，以提高文化软实力，确保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产业安全是基于文化安全的一种产业发展状态 
  文化产业的本质是文化的产业化，既具有产业经济功能，还具有意识形态性。在经济功能方

面，文化产业安全强调产业经济系统的发展安全，即在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产业配套、企业战

略与同业竞争、政府支持这五个方面都能在国内环境下实现耦合共生。进而，一些外来要素如外

商直接投资、外来文化产品等对本国文化产业不会构成威胁，本国资本拥有文化产业发展的控制

权。2008-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逆势上扬的现象表明，文化产业是工业化
中后期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确保文化产业的安全，就是在未来实现支柱产业

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 
  在意识形态功能上，文化产业安全是指通过产业层面构筑安全防护机制以确保国家主流文化

安全。文化产业直接面向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必定会影响到国家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在全

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着发达国家文化商品、资本和技术在全球的流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将在

全球传播。而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思想观念发生深刻

变化，主流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因此，文化产业发展必须要服务于文化安全这一目的，建立文

化产业安全“防火墙”。 
  提高文化软实力要以维护文化产业安全为抓手 
  文化软实力是指一国文化对本国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力以及对他国的吸引力。文化软实

力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人类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文化生产力本身就能够通过生产文化

产品提升国家综合国力。随着人们收入增长和精神生活日趋丰富，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会更加旺盛，

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地位也更加重要。二是文化作为制度经济中的一种非正式约束，通过对

经济行为的“软约束”功能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并越来越频繁与其他

经济体发生交流和竞争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就会愈加明显。 
  文化产业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现。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文化软

实力的提升都不能离开大众的、流行的文化产品。如果文化产业不安全，文化软实力就无从谈起。

从另一角度看，要提高文化软实力，必须维护文化产业安全，并以此为着力点。文化事业不受市

场经济规律支配，在“文化走出去”进程中的作用有限。因此，文化产业在构建文化软实力中应

承担起重要的支撑作用。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必须是基于产业安全的基础之上的。通过维护文化

产业安全，实现经济与文化的良性互动，提升文化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提升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

力，宣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念，提升文化的凝聚力与感召力。 
  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安全主要源于内部要素不成熟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处于快速振兴的战略性短缺阶段。据测算，在人均 3000 美元的发展水
平上，我国的文化产业大大低于世界各国平均发展水平，仅及其五分之一左右。 
  在这个阶段，产业安全问题隐患并不是外部因素的威胁，主要是内部要素的不成熟。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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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供给短缺。资本约束一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国家加大了金融支持文

化产业的力度,但是仍然不能满足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一些中小型文化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
没有得到解决。第二，技术落后。文化的产业化依赖于技术，包括文化产品的制造技术、传播技

术、展示技术和经营管理技术等。第三，创意能力低。文化产业是内容创意产业。我国文化资源

极其丰富，但得到产业化的文化创意却不多。第四，人才缺乏，尤其是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匮

乏，导致文化产品的市场运作能力低。 
  我国文化产业安全问题逐渐显现。一是文化产业自身的泡沫化现象严重，效益非常低，投入

与产出不成比例。二是文化产业有效供给严重不足，总量上供需缺口较大。这为外国资本和外国

文化产品的进入提供了需求空间。三是文化贸易的安全隐患突出。我国文化贸易一直有很大的贸

易逆差，出口多为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产品，对文化的承载力有限；进口的却是出版、表演艺

术、电影电视等文化内容，极大地宣传了西方文化。 
  维护文化产业安全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对策建议 
  第一，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实现文化产业要素安全。加强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继续完善文化

产业投融资体系，广泛吸收社会闲散资金，解决中小文化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文化产业相关技

术的研发工作，对企业进口文化产品生产设备的给予关税优惠。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力发展版

权产业，控制创意源头，提高创意能力。积极创造条件，有计划地培养一批有文化、有素质、有

能力的文化产业创意人才、营销策划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复合型人才。 
  第二，实施产业分类指导，实现文化产业结构安全。重点支持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

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产业。通过实施文化产业重大项

目，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培育骨干文化企业等措施，带动上述文化内容产业的发展，

鼓励这类企业走出去，提高这些产业产品的出口比重。继续支持文化用品、设施及相关文化产品

产业的发展。 
  第三，做强骨干文化企业，实现文化产业组织安全。着重扶持具有市场领导地位或潜力大的

文化企业，鼓励这些企业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跨地区、跨行业联合或重组，积极“走出

去”，培育其发展成为文化跨国公司。在骨干文化企业做强的基础上，实现由文化内容提供业、

文化经纪业、文化产品制造业、文化传播业、文化产品销售业构成的整个文化产业链的整体优化，

并以此为基础实现文化产业集群式发展。 
  第四，制定产业保护政策，实现文化产业贸易安全。借鉴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保护

文化产业的经验做法，对文化产业给予不同形式的支持，可以设立专项基金，或通过直接赞助、

补贴、税费优惠、信贷优惠等途径支持本土文化企业发展。要积极支持文化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对出口业绩优秀的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制作团队给予奖励。文化贸易方面，在 WTO 协议框架下
适当地采取技术贸易壁垒或绿色贸易壁垒等保护措施，为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赢得时间。另一方

面，学习韩国经验，通过舆论宣传等影响国民的消费偏好，培育国民对本土文化产品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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