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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影视文化产业竞争力分析 

 

沈怡宇 

杭州润秀软件有限公司   

摘要：影视文化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近年来省政府高度重视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有利推

进了全省影视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浙江影视产业一路高歌前进。发展影视文化有利于浙江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

级；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促进其他相关产业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浙江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采取

了文献综合分析法、定性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介绍了浙江影视文化产业的现状、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

的问题，对浙江影视文化产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后，对浙江影视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提出一些相应对策。 

  关键词：浙江，影视文化，竞争力 

  一、浙江省影视产业现状分析 

  浙江影视产业的意义与地位。 

  1.1 发展影视产业对于浙江有着重大意义。首先，发展影视产业有利于浙江产业结构优化。当前，浙江正处于经济结构转

型的阵痛期，增长缓慢。浙江的产业结构多年来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资源消耗严重。而影视文化产业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知

识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因此发展影视产业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选择 

  其次，影视产业具有相当强的产业关联性，影视市场的繁荣能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影视产业价值产业链包含创意与影视

脚本创作、影视制作、营销发行、全球播映、衍生品开发等核心价值链环节。一部电影的成功不仅可以带来票房收入，还可以

通过电影衍生产品的营销来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三，影视作为一种能够包罗一国社会万象，宣扬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的载体，在娱乐观众的同时还能够起到传播价值取

向、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甚至政治思想的作用。如果浙江影视产业影响力足够大，便能通过影片宣传我省优秀文明成果，从而

提升我省形象和亲和力，全方位地改善我省的综合实力。 

  1.2 浙江省十分重视影视产业的发展。随着文化产业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为鼓励更多民营资本投资影视产业，浙江

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体系，这造就了“影视浙军”不断稳定发展的良好环境。在浙江省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影视产业依旧会是

浙江省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依旧会是浙江省的战略性产业，依旧将会受到省政府的重视。影视产业将会是具有巨大潜力的新兴

产业。 

  二、浙江省影视产业发展的特点 

  1.初步形成产业集群。象山影视城、西溪文化创意产业园、宋城集团„„来自文化部门的数据显示：浙江省围绕杭州、宁

波、温州等中心城市形成多个文化产业区块，并在全省形成 18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文化产业继传统产业之后，成为浙江复制

的又一张经济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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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影视机构以民营企业为主，以小企业为主。在影视机构方面，浙江影视机构超 660家，超过五分之一的影视机构聚集在

浙江，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其中超过 90%的影视机构为民营企业。据统计，浙江省注册资金在 100万到 1000万之间的社会民营

企业占到了总数的 70%以上，有业界人士将其比喻为影视产业的“小舢板”。 

  3.浙江影视产业发展速度快。就近 5年来看，2008年，浙江省制作的电影仅为 22部，到了 2012年达到了 40部，五年间增

长了 81.81%。2008年，浙江省制作的电视剧仅为 863集，2012年则为 2803集，增长了 224.79%。影视产品的增长速度大大超

过 GDP的增长速度。 

  4.社会化带动成效显著。浙江省不少影视拍摄基地的发展都带动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如横店影视城着力提升“影

视产业化、旅游品牌化、服务社会化”的发展水平，实现影视业、旅游业的齐头并进。2010年接待游客 841万人次，同比增长

21.88%；6年多来累计接待游客 360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每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旅游消费直接拉动了横店第三产业的发展，

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三、浙江省影视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 

  这一章主要从浙江影视产业的基本生产能力、国际市场占有率、国内市场竞争力、影视产业价值链成熟性四个方面来评价

浙江省的影视产业竞争力。 

  1.浙江省影视文化产业基本生产能力。虽然浙江影视产品制作数量位于全国前列，但实际上生产能力还是有待于加强的。 

  第一，浙江影视产业内部之间存在着失衡。尽管浙江制作的电视剧和动漫位列全国第二，但是电影制作却和先头部队有着

比较大的距离。 

  第二，具有完整产业链的大规模企业并不是特别多。浙江比较成熟的是华策影视，而华策影视涉及的产业主要在电视剧，

在电影方面还是不多的。但北京拥有中影集团、新画面影业公司、光线传媒等一大批具有完整产业链的公司，不得不说浙江影

视机构的规模和生产能力还有待于加强。 

  第三，浙江专业人才不多。人才也是影视产业生产能力的一大要素。浙江及其缺乏优秀的导演、编剧、影视制作人、漫画

家等人才。 

  2.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国际市场占有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即在开放的国际市场

上，某种文化产品出口额占世界该类产品总出口额的比重，比重越大，表明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越强。 

  在电影音像出口方面，2008年浙江省电影音像出口 493万美元，而北京则超过了 2亿美元，占全国 80%以上。 

  在电影票房方面，美国控制了全球 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生产的电影只占全球的 6.7%，却占全球总放映时间的 50%

以上。而浙江出产的电影的市场占有率却非常低，几乎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数字了。由此可见，中国、浙江的影视产品的国际市

场占有率根本无法和影视强国相比较，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3.国内市场占有率与影响力。浙江制作的电视剧、动漫、电影的数量可以说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但是，浙江制作的影视

产品的市场反响并不是非常好。 

  就以动漫电影来说，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与广东、上海等先锋部队还是有着不少的差距的。截止到 2013年的动漫电影票房

10强中，由广东独立制作的电影达到了 6部，广东参与制作的有 3部，上海则为 2部。而作为动漫大省的浙江，竟没有 1部制

作的动漫电影进入 10强，这表明了浙江动漫电影的市场反响不是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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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影视产业价值链的成熟性。目前，浙江影视机构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票房、广告和出售版权的收入，其对相关产业的带动

能力不足。浙江的一些影视公司也试着开发影视产业链，以影视产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品牌优势。但是，总体来说绝

大多数公司没有完整的价值链，其后期开发和营销依旧非常薄弱，和国内发达地区以及国外一些地区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5.浙江影视产业竞争力评价小结。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浙江影视产业的竞争力总体来说处于国内前列。浙江

省影视机构超 660家，占全国数量达到了五分之一，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并且形成了多个文化产业生产基地。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楚的认识到，和北京、广东等发达地区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和国外的好莱坞、日本等更是无法相提

并论。浙江影视产竞争力的不足主要可以表现在一下几点： 

  5.1 浙江省民营影视产业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内部规模经济不显著。浙江影视机构除了横店集团、浙江影视集团等几家比

较大的企业，超过 70%的浙江影视机构注册资金不到 1000万。企业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虽然浙江制作、发行的影视机构数量

众多，但由于规模较小，尚不能充分利用其资源、设备，更不用说在投资扩大规模了。 

  5.2 影视文化产业没有形成完整的价值链，盈利模式单一。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带动影视创作、制作、播映等

核心产业的发展，还可以带动外围产业、衍生品的发展。如迪斯尼的动画带动了主题公园的建设，图书的出版，衣服饰品等纪

念品的热卖。电影《变形金刚》带动了汽车的销售，汽车玩具的热销。但是，浙江的收入大多数来自票房收入，其对相关产业

的带动能力还是不足。 

  5.3 专业创意人才以及营销人才的不足。影视产业的竞争，不仅仅是产品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浙江影视机构存在着

专业人才的短缺。浙江影视机构的经营主要集中在投资方面，在剧本创作、影视发行制作、导演等方面及其匮乏。说到底浙江

影视机构缺乏大量优秀的的编剧、导演和制片人等影视人才。同时，营销人才也非常的短缺。 

  5.4 知识产权保护落后。影视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具有高投入、高回报的特点，其获得收入的来源主要有播映

权、图书音像版权以及衍生产品。衍生品市场的巨大，使得影视形象的版权更容易被侵犯、更加难以管理。而且在现有的政策

环境下，没有出台影视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使得影视作者或影视企业的利益无法得到根本的保障。 

  四、促进影视产业的对策 

  1.加强影视文化人才的培养。 

  第一，加强高校影视人才培养。首先，要利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培养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形成本专科生、研究生以及 MBA

等立体式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体系。在浙大、中国美院等学校开设影视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培养文化创意人才。同时，加

强实践基地建设，注重实践技能培养，推进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教育。第二，加强影视文化人才交流，大力引进优秀

影视人才。首先，打造创意园区、文化工作室等吸引大批的优秀创意人才的入住。同时采用减免房租等政府来吸引优秀影视文

化人才。 

  2.合理发挥政府的作用，以有利的环境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 

  2.1 政府要出台相关的政策支持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浙江省政府可以建立独立扶持机构，通过建立半官方的独立公益机

构，推动国家民族影视文化的发展，并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担负对影视业监督和扶持。建立专项扶持基金、资金，提供贴息无

息贷款，实行税收优惠等手段和政策优惠来支持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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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完善影视产业相关立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执法效率。一方面政府应该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规，以保证影视文

化产业发展的规范性。同时，要出台相关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知识产权，提高影视创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要加

强政府相关人员的执法效率和规范性，要严格的遵守相关规定，高效、合法、严厉的执行。 

  3.整合影视产业价值链，组建大型影视航母集团、培育龙头企业。 

  3.1 浙江影视机构应该要加大影视衍生品的开发力度，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影视产业的单一盈利模式，积极拓展价值链，培

育具有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促进影视产业价值链由低端向高端攀升。 

  3.2 打造影视集团，培育龙头企业。要抓好横店集团、华策影视等龙头企业建设，力争形成若干个实力雄厚、具有国际、

国内影响的大型影视骨干集团企业，保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使之成为“影视浙军”产业集群中的影视生产的主力军、影视精

品创作的主载体和集群品牌的主平台。 

  4.加快影视体制改革，民营与国有并重发展 

  一方面，吸引民营资本，在增强发展活力上求突破。通过宣传、服务、政策引导等各种措施，吸引不同成分的资本参与到

影视业发展中来。 

  另一方面，加快影视体制改革，通过国有单位产权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增强浙江影视业整体的

活力、实力和竞争力；通过市场运行机制.大力培育市场主体，鼓励国有与民营、民营与民营等影视单位的联合 

  五、结语 

  2012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浙江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然而，大气候难言乐观的背景下，影视文化产业则逆势上涨。

2012浙江省共制作电影 40部，电视剧 75部 2803集，位列全国第二，制作动画片 46部 2968集。影视作品获得奖项数量位列全

国前列。但是，这其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我们必须坦然的面对：影视产业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内部规模经济不显著，知识

产权保护落后，影视文化产业没有形成完整的价值链，盈利模式单一，专业创意人才以及营销人才的不足。对于存在的这些问

题，本文提出了一些政策来加强影视产业的竞争力：加强影视文化人才的培养，合理发挥政府的作用，以有利的环境提升文化

产业竞争力，整合影视产业价值链，组建大型影视航母集团、品牌化经营，大力支持民营和国有企业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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