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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是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有为政府”通过制

定政策和行使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从宏观层面决定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为文化市场的公平竞争保驾

护航。 “有为”意味着政府能够激活市场发展潜力,积极引导市场预期;并且政府要做到有为而不乱为,既要确

保文化市场的平稳有序运行,同时也要防止“失位”“错位”带来的政策风险。 “有效市场”则是充分发挥市场

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激发文化产业创新活力,运用市场化手段和运作机制,把有限的文化资源和生产要素

高效配置到具有发展前景和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从而形成健康、有序的文化供给关系。 “十四五”时期,我国

文化产业发展要进一步明确和厘清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逻辑边界、角色定位和作用机理,充分发挥二者的

协同作用,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寻找二者的最佳匹配度和最优拟合值,以确保文化产业的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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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产业作为创意经济的典型代表,近年来在

我国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对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

结构调整起到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国民经济

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正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

发展规划所确立的重要发展目标。 2020 年 10 月,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中,明确指出今后工作重点之一是进一步完善文化

产业规划和政策,加强文化市场体系建设,提高我国

文化软实力。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如何把握和理

顺文化产业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积极发挥

有为政府作用的同时,充分利用好有效市场对于资

源要素的配置作用,已成为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

中的重要议题。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这两个概念来自著

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该理论试图在

过分强调政府作用(因而导致政府过度作为乃至“乱

为”的“结构主义”)和过分强调市场作用(因而导致

市场失序、失灵的“新自由主义”)中寻找平衡点,这
一理论正是基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提出

的,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 不同于其他产业门类,文
化产业兼具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这意味

着政府与市场将更紧密、更微妙地联系在一起。 “有
为政府”指的是政府能够针对文化产业的发展特性

提供包括产业融合、政策扶持、版权保护等诸多举

措,积极引导和监督文化产业市场化改革,对于市场

秩序失灵和失范及时予以纠偏,同时致力于强化国

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升国民文化自信意识。 “有

为”并不意味着政府在执政过程中不能犯错,不能简

单地根据事后结果的成功与否来判定政府的履责意

识和执政水平;文化产业中的“有为政府”强调在文

化市场动态变迁的过程中,政府能够及时准确地发

挥自身职能优势,推动文化产业有序发展。 同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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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中的“有效市场”不仅仅关注文化市场产值的

高低与否,更要重视利用好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

手”的调节和资源配置作用,减少人为因素对经济活

动干预带来的低效无序状况,通过良性的同业竞争,
生产和创造出有益的精神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求。
当前国内已有学者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为背景,展开“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
相关探讨。 林毅夫认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缺一不可,两者应有机统一、相互

补充、相互促进①。 王勇提出有为政府应积极制定产

业政策,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升级②。 陈云贤以深圳

的实践经验为例,总结出“政府推动、企业参与、市场

运作”将有效解决投资载体和资金运营问题的观点;
同时指出“强势有为政府”+“强势有效市场”是成熟市

场经济的目标模式③。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同
样被应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精神”的合理配

置当中:只有两者统一,才能最大限度地将企业家资

源配置到关键生产性领域④。 就文化产业而言,文化

政策的有效引导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一直是学术

界探讨的热门话题。 然而,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文化

产业发展中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关系

和作用尚不明晰,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厘清。
一、文化产业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逻辑

(一) 为什么文化产业发展中 “有为政府” 很

重要

著名学者贾斯汀·奥康纳在《欧洲的文化产业

和文化政策》中说道:“在很大程度上,文化产业观念

是由牵涉其中的政策框架驱动的”,而且“文化产业

是与经济和文化政策相伴生的”。 有学者认为应从

三个维度来看待文化政策的驱动作用:一是国家政

策还是非国家政策;二是这种政策是否针对产品和

实践;三是这些产品和实践主要是象征性的还是本

质性的(如是艺术政策还是福利政策)⑤。 文化政策

是政府为了保障文化产业发展而制定的支持性或限

制性规定,并在规定范围内,确保文化产业健康有序

发展,属于“有为政府”因素。 我国“十四五”规划明

确指出今后五年文化产业的工作重点是:提高社会

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

业体系。 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作

用,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有所作为,不仅要从宏观层面

积极引导文化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确立文化产业

发展战略和目标路径,在“顶层设计”上影响文化产

业发展趋势,还要从微观层面与文化企业和企业家

进行有效对话,帮助文化企业解决经营中存在的问

题,给予文化企业更多支持,比如政策支持、资金扶

持、贷款担保、减免税等等。 上海之所以成为我国文

化产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与政府的积极作为有

密切关系。 2020 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总产出达到

20404. 48 亿元,成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体量最大的

城市,其中与数字文化创意有关的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业增长最快,占文创总收入的 28. 4% 。 上海近年

来大力引导和扶持新兴文化业态与在线新经济的发

展,出台了《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

(2020-2022)》,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

能、超高清等数字技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有效衔接,
加快 5G 建设和场景应用拓展。 上海共认定了 149 家

市级文创园区、16 家示范楼宇和 28 家示范空间,推进

文创园区向特色化、品牌化、连锁化和智能化迭代发

展,形成一批千亿级的产业集群。 预计到 2030 年,上
海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将达到 18%,成
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业中心城市⑥。

与其他产业相比,文化产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其

既享受着高附加值带来的利润回报,同时也需要承

担高风险带来的亏损压力,瞬息万变的市场经营环

境和政府相应的配套政策考验着文化产品的生存能

力和适应能力。 我国文化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

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尚

未完全确立,产业链条延伸不足,侵权盗版依旧突

出,文化创意人才短缺,投资回报周期过长等等。 这

些问题长期困扰着文化产业发展,使得现代文化产

业体系难以真正建立。 一个有为的政府,应正确行

使其“服务”职能,如通过调节财政税收政策、合理调

配社会资源,帮助文化企业减轻投融资过程中的财

政负担,扶持文化企业做大做强。
同时,有为政府还要正确行使决策权、执行权和

监督权,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的大政方针,投资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并维护文化市场公平有序竞争。 当前我

国大力推行的文化体制改革便是政府在文化产业领

域的有为举措。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文化市

场,我国应打破原有僵化的文化管理体制,积极推动

国有文化企业的转企改制和文化市场投融资体系的

建立,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激发文化发展活力,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文化产业具有

突出的意识形态属性,关乎民族自信和国家形象,有
为政府要通过政策措施抵御不良文化的入侵,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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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发展的外部隐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致力

于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有为”意味着政府应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的正确

方向,明确自身定位,运用市场化手段激活市场发展

潜力,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

中,政府一方面要确保文化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同时

也要防止政府“失位” “错位”带来的政策风险。 具

体来说,由于政府决策水平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如
果政府过度保守和固步自封,将不利于与国外文化

的交流和互鉴,难以参与国际间正常对话;如若政府

采用“无为而治”,过度放权和监管失位,则容易导致

文化市场秩序混乱,文化产业发展陷入无序状态。
当前我国文化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管

理方式的单一化和简单化,忽略了文化企业专、精、
特的属性,比如一刀切地鼓励文化企业进行集团化

改革和融资上市的做法就违背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规律⑦。 因此,受决策者能力水平的影响,政府并

非一定会维护文化市场的有序发展,但也不一定会

危害文化市场。 如何趋利避害,把握好政府 “有

为”的方式、路径和程度,对于文化产业发展至关

重要。
(二)为什么文化产业发展离不开“有效市场”
在经济学原理中,价格一方面决定了市场个体

的预期,另一方面还通过信息传递影响交易者的决

策倾向,“有效市场”意味着市场产品的价格能够充

分反映市场供给情况⑧。 在有效文化市场环境下,消
费者将自主选择符合自身预期的文化产品,产品的

市场销售情况与经营者的收益密切相关,从而能够

极大促进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和服务品质的提升,
提高文化企业的供给效率和产业竞争力。 例如我国

电影产业就是在有效市场环境下快速发展起来的,
短短几年国内市场电影票房跃居世界前列,甚至出

现了多部超级票房的影片。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文化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愈加突出,像博纳影

业、开心麻花、北京文化、光线传媒、华策影业等一批

新兴电影公司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的创作能力与经营

能力,制作出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影片,享受着有效

市场带来的红利和收益,并最终带动电影产业链的

良性发展。 这是运用有效的市场化手段和运作机制

取得的成就,也是在过去单纯由政府主导产业发展

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充分说明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

离不开有效市场作用的发挥。
我国文化产业“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加强文化

市场体系建设,扩大优质文化产品的供给力度。 然

而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政府的资金支持、人
力资源的供给、企业的生产要素、民众的消费能力等

都是有限甚至缺少的,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要素的

配置作用,借助于市场化的手段弥补文化产品供给

的不足。 在有效市场中,企业和消费者会自主地做

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最优化选择,从而吸引文化资源

和生产要素向投入产出比相对较高的产业领域流

动。 通过优胜劣汰的流动竞争机制,淘汰落后的产

业和供给,从而形成健康、有序的文化供给环境。 例

如,近年来,数字文化产业凭借着即时性、便利性、差
异性、交互性、共享性等区别于传统文化产业的鲜明

属性,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成为文化市场投资中的

热门领域。 据《2012 -2020 年中国文化产业投融资

报告》显示,2020 年 10 月以来大量投融资资金涌入

数字文化市场,融资次数和规模增速较同时期实现大

幅增长,分别达到了 41. 4%和 107. 2% (见下页图 1)。
市场资源和资金的及时助力一方面使数字文化产业

成功克服了新冠疫情的影响,移动文学、视频直播、
网络游戏等领域快速发展,2021 年上半年营业总收

入达 18204 亿元,同比增长 32. 9% ⑨;另一方面,有效

市场中快速流动的资金和资本也为相关产业链条的

构建和延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与 5G、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融合互动中形成良性健康的市

场经济环境。
市场能够高效配置文化资源,激发文化产业创

新活力,但同样存在着失效的风险。 首先,文化市场

某些领域可能存在高额利益回报吸引投资者在短期

内蜂拥而至的情况,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会

导致文化资源开发的极大浪费,不利于文化产业的

长期可持续发展。 其次,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家

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容易造成市场信息

不对称和内生交易成本飙升,带来极大的金融风险

和产业隐患。 更应引起重视的是文化市场所包含的

外部性特征,使得行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将对受众

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⑩。 以文化贸易为例,正外部

性意味着先进文化理念传播给他国受众,以此满足

人们的精神需求,提升人们的文化素养;但若市场出

现负外部性,则意味着低俗文化和有害文化将大举

入侵,甚至威胁他国文化安全。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

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建立基于有为政府作用

的有效的市场监管机制,才能维护有效的市场经济

环境,保障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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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2020 年 10 月数字文化产业投融资增速

数据来源:《2012-2020 年中国文化产业投融资报告》,2020 年。

　 　 (三)文化产业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内在逻辑

我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中提出:
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全面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

化产业体系。 这意味着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需要在

文化产业发展中协同发力,形成相互促进关系,在充

分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
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因此,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内

在运行逻辑是要明确地划分两者的作用边界和参与

维度,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寻找两者的最佳匹配度和

最优拟合值。
具体而言,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文化要素

的市场化配置。 其中,“资源配置”界定了有效市场

的参与维度,“决定性作用”表明了有效市场的作用

边界。 在文化产业中,应重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经

济效率,并将经济效率作为划分市场和政府作用边

界的主要依据,在保障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前提下,
统筹考虑市场供需现状和竞争格局,降低政府对于

资源配置的干预程度。 由于文化市场的作用边界收

敛于绝对无效率和相对无效率维度之间,产业内部

无法回避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资源有限、产权私有性、
竞争保护性等弊端;与之相对应,有效市场在与政府

协同中需要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资源性质边界

(资源要素问题)、目标对象边界(企业家问题)、行
业垄断边界(市场准入问题)。

有为政府在参与市场活动中的作用边界根据产

业发展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政府应尽量减少

和避免在市场的有效边界内干预文化产业发展,并
据此规划和调整参与维度,正确处理“数量”与“质
量”、“粗放”与“集约”、“服务”与“监督”等逻辑关

系。 同时,由于文化产业兼具经济属性和意识形态

属性,也就意味着有为政府还必须对文化产业内部

核心资源的控制权有所保留,其中就包括对具有公

共属性、垄断属性、道德属性和公益属性的资源的配

置和监管。
二、文化产业发展中“有为政府”的行为准则

(一)政府应“动态变迁”,及时进行自我调整

“打铁还需自身硬。”有为政府的首要前提是保

证执政体系的有效性,在不同发展阶段依据实际情

况进行自我变革。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世界万

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文化产业亦是如此。 从《启
蒙辩证法》诞生至今不到一百年间,文化产业伴随着

信息技术的进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为政府

应顺势而为,根据文化产业的要素禀赋、发展特点和

现实状况及时调整自身的角色定位和组织架构。 在

这方面,作为文化产业强国的韩国近年来便采用“动
态变迁”方式推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见图 2)。

图 2 反映了自 1994 年来,韩国政府为应对文化

市场变化对自身体制结构进行积极调整的“动态变

迁”的做法:在文化产业初期发展阶段,市场经济和

产业链条尚未成型,此时的政府计划职能尤为重要,
同时政府对于版权的重视有利于保护文化创意人才

的积极性,确保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五年后,伴
随着文化产业的提质升级,韩国政府将自身角色定

位由计划制定者变为战略协作者,在履行政府服务

职能的同时,为文化市场提供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
随着“3G”“4G”和移动互联时代的来临,韩国主管文

化产业的部门又根据市场发展需要进行了更加细化

和精准的调整,增设许多新兴产业部门,譬如 2012
年文化产品贸易司的设立,表明韩国文化产业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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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动态变迁”固然重要,但要紧密贴合时代特

征、产业发展和消费者偏好的潮流趋势,切忌因刻

意频繁调整政府部门设置而造成资源浪费、管理成

本上升。
(二)政府应“因势利导”,为文化产业发展保驾

护航

近年来,“限娱令”“国产电影保护月”等一系列

政策措施的颁布施行,一方面维护了文化市场的健

康有序发展,保证了我国思想意识形态不受外来文

化负外部性影响;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容易造成我国

文化企业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缺乏国际竞争力。 近

些年来,国内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了关于政府政策

究竟是“溺爱”还是“伤害”的讨论,反映的就是这一

问题。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已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

段,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落后于现实发展要求,无法

满足文化消费的需要。 在此情况下,有为政府应积

极进行职能转变,在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

落实的前提下,进一步简政放权,因势利导,转变管

理职能和角色定位,为文化产业发展发挥保驾护航

的作用。
首先是适当借鉴发达国家文化管理中较为有效

的“一臂间隔”的原则,结合我国国情和需要进行

创新运用。 就文化管理而言,有为政府应逐步从微

观管理层面退出,做到简政放权,把具体管理业务交

由市场和企业主体。 同时在政府与民间文化团体之

间积极探索非政府机构的有效介入,把部分管理权

限交由非政府机构,这有利于提升政府管理的质量

和效率,弥补政府管理缺位问题。 比如基金会就是

十分有效的非政府组织,西方国家的文化管理十分

注重发挥基金会的作用。 美国政府早在 1965 年便

成立了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国家艺术基金会,通过向

这些中间机构的财政拨款,间接扶持和推动国家文

化产业的发展。 英国也成立了具有中间机构性质的

英格兰艺术委员会(Arts Council of England)、国家科

技与艺术基金会 ( National Endowment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Arts )、 威 尔 斯 亲 王 信 托 基 金

(Prince's Trust)等等,有效地推动了创意产业的发

展,政府在其中更多起到支持和引导作用,基金会资

金大部分来源于社会各界的捐资和赞助。 这些都是

“一臂间隔”原则的成功运用。
其次是要明确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定位,政府对

文化产业有关财政税收政策的扶持,目的是为了引

导和促进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发展文化产业所

需的资本投入和面临的风险压力相对较大,需要有

能够动员更多资本、有效分散风险的财政税收制度

与之匹配。 文化产业既关乎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时

也能够拉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因此,应在投融

资、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等方面对文化产业发展予

以支持,这也是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 例如,法
国政府通过三种途径对文化产业进行财政支持:中
央政府专项拨款、地方财政直接支持和税收政策辅

助补充。
(三)政府应“补偏救弊”,履行扶持监督职能

由于文化市场具有外部性、盲目性、随意性等诸

多风险隐患,存在着“市场失灵”的可能性,有为政府

需要及时“补偏救弊”,以弥补和减少市场缺陷。 有

学者指出,建设基础设施和完善营商环境是政府的基

本职责所在。 文化产业中的基础设施通常具有公共

产品的属性,因投入产出比相对较低而导致市场中无

人问津,有为政府应通过扶持软硬件文化基础设施,
降低文化企业的交易成本,从而充分激发出文化市场

的潜力。 除此之外,有为政府还应密切关注和及时预

判文化市场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并协

助市场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举例来说,我国文化产

业领域面临着高水平人才缺乏、产学研之间尚未深度

融合的矛盾,政府部门可通过引导高校调整相应的课

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大中外文化交流的力度、
建立文化产业人才专项津贴补助等方法,改变文化产

业人才与现实需要不相适应的状况。
文化市场千变万化,只有将其纳入规范化轨道,

才能保证文化产业平稳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因
此建立和完善必要的政策法规体系,是有为政府的

责任和担当。 各级政府应积极加强政策法规等相关

配套体系的建设,规范、引导和保障文化市场的发

展。 例如上海在文化产业的地方立法方面取得实质

性进展,2021 年 6 月颁布实施了《红色资源保护条

例》,条例中具体规定了鼓励运用红色资源开发文化

创意产品,以及对红色遗址的有效保护措施。 完备的

法律法规体系将有利于规避文化市场潜在风险,确保

各文化主体和市场的公平有序竞争。 同时,有为政府

的政策制定要以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为价值取向,综合运用财政投入、税收

减免、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用地补贴等产业支持手

段,通过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的优化演进,实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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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提升综合国力的目标。
三、文化产业发展中“有效市场”的表现形式

(一)以要素禀赋为依据,突显文化市场的比较

优势

相较于拥有行为主体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作

为一种市场的存在逻辑,究竟由谁来捍卫和维护呢?
从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来看,自主的个体间的自由

交换和行为互动随社会而演变,并最终创设出市场

经济。 因此,参与市场交易的行为主体是捍卫市场

经济的实际行为主体,而有效市场运行则是其共同

的努力方向。 其中,首要任务便是依据各自的要素

禀赋,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技术,以此获取最

大利润空间,为产业从劳动或资源密集型过渡到资

本密集型打下基础。
要素禀赋一词最早由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和赫克

歇尔提出,他们认为各国各地区先天拥有的生产要

素存在差异。 在文化产业领域,要素禀赋意味着不

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先天赋予的市场条件不同,在文

化生产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为了取得最大

收益,各国各地区应优先开发利用具有比较优势的

文化资源,以此为要素禀赋来获取其他稀缺生产要

素。 在文化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自然资源、人力资

源、资本积累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产业发展

的基本方向,如我国西部地区地处亚欧大陆腹地,经
济发展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具有较大差距,但
却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例如:云南拥有茶

马古道、少数民族风情、花卉文化、玉石银器、扎染蜡

染等特色文化资源;川渝地区的巴蜀文化、三国文

化、三星堆文化、红色文化等也具有广泛影响力。 有

效市场可依据这些要素禀赋,大力推动当地特色文

化资源开发,将本地具有比较优势的文化资源转化

为文化产业优势,并以全要素生产带动相关产业的

快速发展。
(二)以企业家精神为支撑,鼓励文化企业的创

新追求

要素禀赋固然重要,但很多地区存在先天不足,
无法在产业发展初期阶段获得比较优势;另一方面,
完全依赖先天资源优势发展文化产业容易“坐吃山

空”,使发展的“红利”丧失殆尽。 因此,有效市场还

应重视发挥“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具有实现自我

价值的满足感,并通过文化企业的创新追求而获取

更大利益,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 这正是企业家精

神的本质内涵和要求。
经济学家鲍莫尔也强调: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

要务,是使经济体中不断涌现企业家精神。企业家

精神离不开有效市场的培育,有效市场应具有以下

特征:(1)便利的市场进入机制和稳妥的市场退出机

制,这将有利于减轻企业家的创业压力,减少不必要

的成本损耗;(2)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有助于提升

企业家的创业效率;(3)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

配相结合,抵制非生产性活动,净化企业家精神,将
“寻租”思想排除在有效市场之外。

(三)以发挥资源配置为优势,开拓文化发展的

新蓝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论断。 在有效市场中,通过价

格、供求和竞争等方式调整文化资源的流动方向和

速率,可实现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 伴随着文化产

业经营主体、营商环境、投融资模式等多方面的市场

化改革逐步到位,政府越位或缺位而造成的不平等

竞争将得到缓解;同时在文化产业发展中要更加重

视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提高违法违约成本,确保文化

资源配置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前我国文化市场主要由两

个领域构成:红海和蓝海,红海代表着已经产生、发
展或存在激烈竞争的文化产业领域,蓝海则是尚未

开发的未知的文化产业领域。 现有的文化产业主要

是在“红海”市场中发挥资源的配置作用,作为有效

市场更应重视探索未来市场边界并将其拓展出新的

“蓝海”空间。 随着“5G”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我国

文化产业将拥有更多重塑市场边界、创造新“蓝海”
的机遇和选择,例如“文化+互联网”“文化+区块链”
“文化+人工智能”等。 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

出了发展海洋经济的指导思想,我国是海洋大国,拥
有丰富的、待开发的蓝色资源优势,将文化产业与海

洋资源有机结合将会开拓文化市场的新“蓝海”。 与

此同时,我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据预测,到
2050 年,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比重的三分之一,如何

开发适合老年人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需求,提升

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指数,也将成为文化产业有待挖

掘和开发的新“蓝海”。
(四)以拓宽市场准入为契机,增强文化产业国

际竞争力

我国“十四五”规划提出:文化产业体系的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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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创新国际传播渠道,加
强对外文化交流互动。 在文化产业融入全球化洪流

的过程中,国内也出现了关于文化安全的顾虑和考

量,相较于美国、英国、韩国等文化产业发达国家为

外资提供宽松的准入环境,我国在广播电视、出版发

行、电影院线、演艺团体等领域仍执行较为严苛的外

资投资和参与标准。
不可否认,较高的市场准入标准在一定程度上

保护了我国文化企业的生存空间,但缺乏竞争的市

场经济更容易使文化企业固步自封,丧失创新动力

和生产活力。 另外,较高的文化市场准入门槛在限

制境外企业进入的同时,也对我国文化企业走出去

增加了难度。 长此以往,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文化

产业将错失对外宣传和发展的机会,被世界主流文

化排除在外。
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程度与其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国民综合素养成正比。 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当前的

文化自信建设,也应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 在

有效市场中适度放宽文化市场准入标准,不仅有利

于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多元繁荣,更有利于增强文

化竞争力和文化安全度。 有效的文化市场,应孕育

和激发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和创造者,
以充满自信的文艺作品、文化产品构筑国家文化安

全长城。
四、“十四五”时期有为政府对有效市场协同作

用的发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既是“十四五”
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也是对重构政

府与市场关系的创新追求。 人才、资本和创新是推

动文化企业和文化市场良性发展的核心要素,为推

动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应进一步明确政府对市

场协同作用的有效边界,找准有为政府的职能定位

和有效市场的规律导向,形成 1+1>2 的协同发展新

格局。
(一)提高有效市场人才流动性,有为政府应成

为强力助推者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人才市场面临着核心技术

人才缺乏、高层管理人员水平不足和产业化团队执

行力不强等突出问题,再者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短

缺也影响着我国文化企业的发展壮大和文化市场水

平的提升。 究其根源,是我国文化市场中的“企业家

精神”尚未完全形成,人们对于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

人才的认知较为模糊,生力军补给不足,人才培养体

系与市场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除此之外,中央

和地方各级政府虽出台了多项文化产业人才扶持政

策,但缺乏更加明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制,人才薪

酬制度、绩效激励政策和人才评价体系等都需要完

善。 按照“十四五”规划的要求,为进一步激发文

化产业人才活力,形成高质量人才创新体系,应积

极发挥有效市场对于人才资源的配置作用,提升文

化产业人才的流动速率和补给能力;同时,有为政

府应在文化产业人才的教育培养、福利待遇、引进

交流和管理使用等方面发挥助推补充作用,搭建更

高效的人才孵化平台,为有效市场人才流动扫清体

制障碍。
发挥有效市场对于文化产业人才的配置和导向

作用,意味着激发市场内部供求、价格和竞争三大机

制对于人才市场的调节作用,打破行业内外壁垒;同
时,尊重用人单位和人才间的自主选择权,将市场内

部日益旺盛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人才结构调整的方

向,促进产业间、企业间高水平人才交流互换。举例

来说,“十四五”时期,伴随着 VR、AI、大数据、5G、云
计算等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从原有内容

创意主导型逐渐过渡为数字化、科技化的融合型产

业新业态,这对于高水平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将更加

旺盛,因此必须发挥有效市场在人才流动上的配置

优势,通过人才在产业内外的自主选择,延伸文化产

业人才链条和辐射范围。 在这个过程中,有为政府

应根据文化市场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政府职能,做
到进退有度、互补共生,起到“助推者”的作用:一方

面针对当前文化产业人才储备不足、复合型人才缺

乏等现状,优化高水平人才的发展环境和公共服务

体系(包括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娱乐等),消除人

才交流壁垒;另一方面,协助有效市场构建更加完善

周密的人才评价、管理、交流机制,助推文化市场内

人力资源服务的良性发展,减少对于人才市场的无

效干预。
(二)构建有效市场投融资体系,有为政府应成

为高效协调者

在文化产业资本市场中,文化创意、先进技术和

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评估抵押难度较大,文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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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回报周期不固定、经营风险预警机制不健全,
诸多不确定因素导致文化市场投融资困难,现有渠

道和规模无法满足文化产业的发展需求。 结合我国

文化产业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和突出问题,2021 年

6 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

规划》中明确指出:“要推动文化与金融合作不断深

化,鼓励和引导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源相结

合,健全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文化产业投融资

体系。”
“三多”文化产业有效投融资体系的建立,离不

开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 文化产业资本

市场的“有效”体现在投融资渠道和规模的灵活多

样,以及投融资结构和体系的健康均衡。 具体来说,
除传统银行信贷、私募股权融资和金融机构直投以

外,有效市场还应积极开拓和创新投融资方式,例如

优化文化资产众筹平台和退出机制,打通民间闲置

资金与文化企业的直接沟通渠道,通过融资规模的

扩大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和风险。 同时,要完善文化

创意、先进技术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评估体系,将
企业未来收益股份化、证券化。 在文化资本投融资

市场构建的过程中,有为政府则应坚持将社会效益

放在首要位置,通过市场调节均衡公共资本和非公

资本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配比。
在有效市场发挥对文化资本配置作用的过程

中,政府应成为投融资体系的有为“协调者”而非

“操控者”,并在与市场的协同中把握好两项准则。
一是“逆市场而为”:鉴于文化产业具有投资风险较

高、产品附加值和增值空间较大等特点,产业内部资

金容易出现“冲动冒进”和“抱团取暖”的两极分化

现象。 因此,当文化市场增量资金较少、融资困难

时,有为政府要勇于担当,提高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力

度,通过牵头成立文化创投基金、放宽企业贷款限

制、担当商业贷款授信主体和助力众筹孵化等多种

途径提振文化市场投融资信心。 当文化市场增量资

金充足、投融资体系逐步完善时,政府应在把控文化

资本安全的前提下“让位”于有效市场,在协调各渠

道良性资本进入文化市场的同时降低参与程度。 二

是有为政府要重视对自身权力的监督和约束,若政

府占据着资本配置的主导地位,文化市场极易发生

贪污腐败、资本配置效率低下及决策失误等政府失

灵问题,因此在处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关

系时,应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金的控制程度,优先将

资本和资源归还到文化市场当中,通过政策法规协

调有效市场投融资体系的建设。
(三)打造有效市场创意生态圈,有为政府应成

为坚定守护者

创意成就创新、激发创业热情,文化市场中产品

创新和服务内容创新是产业发展立足的根基。 我国

“十四五”规划中重点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

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2021 年,李克强总理在

全国“两会”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创新”两字出现

45 次之多。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规模和产量进

一步扩大,但产品的市场影响力不足且内容原创力

不够仍然是突出的问题,因此,构建以 “创意—创

新—创业”为核心的创意生态圈已成为今后我国文

化产业发展的关键。
文化创意来源于有效市场的需求,同时又助力

有效市场的更大发展。 文化产业创意生态圈的构建

前提是赋予市场以统筹、配置、集合和选择创意要素

的权利和自由,要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到发展前景广

阔和产品附加值较高的创意研发当中。 同时,打破

文化创意市场的发展边界和企业成长的固有格局,
为创意驱动提供土壤,释放企业家的创新动能,利用

产业融合、企业联动、科技赋能等多种方式激发文化

企业和从业者的创新潜力。 要将有效市场作为区分

“抽象创造力”和“实际创业者”的检验标准,衡量创

意创新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水平,进一步开拓创

业发展空间,形成文化产业“创意—创新—创业”的

良性循环生态圈。
文化市场的创意灵感、创新活力和创业积极性

需要有为政府“进退有度”的坚定守护。 “进”是指

通过颁布政策法规保障文化市场创意生态的形成,
并加大人才、土地、财税等多项扶持政策对于文化创

业的扶持力度;“退”是要以“放管服”和进一步开放

市场准入为契机,在确保创意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守
护文化市场的创意自由和创新潜力,避免行政手段

主导文化市场的创意生态建设。 总而言之,要通过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助力我国文化产

业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确保“十四五”规划文化产

业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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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Efficient Marke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Zhang Shengbing　 　 Song Wenting

Abstract: Interaction logic between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efficient market has been form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Through exercising the decision-making,enforcement and supervision rights,effective government
determines the cours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safeguard the fairness of cultural market. “Effective”signifies that gov-
ernment could activate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guide the expectation of market. While ensuring smooth and or-
derly market operation,the government has to prevent the policy risks causing by misplacement or dislocation. Efficient
market i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rket's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stimulate the innovative vitality of the cultur-
al industry,using market -oriented means and operating mechanisms to efficiently distribute the limited cultural re-
sources and production factors to the industry,which has promising growth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so as to form a
healthy,orderly and efficient cultural supply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14 th five-year plan,to guarantee the optimal oper-
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logical boundary,role definition and 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efficient market.

Key words: Cultural industry; Effective government; Efficient marke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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