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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重点文化出口企业和项目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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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近年来我国区域重点文化出口企业和出口项目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出口企业和出口项目不同的变化趋

势。讨论文化产品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结果表明，我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的数量和

质量在提升，我国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产品市场上的影响力日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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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极为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对外文化贸易可

以产生巨大的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且可以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并且有助于增进进口国对本国文化的亲近感、认同感，提升

本国的文化形象，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对外贸易。目前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存在巨大顺差，但是文化产品的对外贸易却存在严重

逆差。如何改善对外文化产品贸易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近年来国内各地区文化产品出口情况，针对区域文

化出口产品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为促进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提供参考。 

一、我国区域出口文化产业结构变化情况 

我国重点文化出口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其中以北京、浙江居多，以北京和浙

江为例，对比近年来不同区域重点文化出口企业和项目的变化。 

（一）主要区域重点出口企业的对比分析 

1．北京文化出口重点企业跨年对比 

2007－2008年北京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共 49家。在 21家新闻出版类企业中，杂志社和日报社仅占 5家，剩余 16家均为出版

社或者公司。央企在 49 家文化企业中占到将近 30％。2009－2010 年北京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共 55 家。与 2007－2008 年相比，

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总数净增 7 家，实际增加 13 家．并且这 13 家企业均为私人企业，如：北京柯瑞环宇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北

京四达时代通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从 2007－2008 到 2009－2010 年度北京文化出口重点企业中，新闻出

版类企业明显增加，且涌现出更多综合类、动画科技类的企业。北京的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结构已从偏重央企向带动私企、动画

科技类转移。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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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京文化出口重点企业跨年对比柱形图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2011－2012 年北京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共 71 家。与上一年度相比，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总数净增 16 家，

实际增加 35家．从主体上看，新增企业仍以私企为主，如：汉雅星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四达时代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完美世界（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并且 2011－2012 年科技动漫私企的增加较 2009－2010 年更为显著。可以看到，新闻

出版类和广播影视类企业是北京文化出口的支柱产业。 

2．浙江文化出口重点企业跨年对比 

浙江的支柱文化企业是动漫科技类和广播影视类企业。从 2007－2008 年度到 2009－2010 年度，文化艺术类企业所占比例

减少，新闻出版类、动漫科技类以及广播影视类企业数量都有增加，其中，新闻出版类企业增加最为显著。如图 2所示。 

 

图 2 浙江文化出口重点企业跨年对比柱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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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可以看到，从 2009－2010 年度到 2011－2012 年度，浙江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净增 2 家，实际增加 19 家。出口企业

的更替十分显著。许多旧企业退出，更多新企业涌现，如嘉兴求是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新闻

出版、广播影视和动漫科技类的企业稳步增加，所占比例基本成三足鼎立之势，而综合类的企业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综合类

企业出口产品有音像光盘、油画摄影等。出版类企业主要来自国营企业，而广播影视、动漫科技类企业主要来自私营企业。动

漫科技类企业中，以动画动漫企业 为主，网络游戏科技类为辅。 

（二）主要区域重点出口项目的对比分析（见图 3） 

 

图 2 北京文化出口重点项目跨年对比柱形图 

1．北京文化出口重点项目跨年对比 

对比发现，从 2007－2008 年度到 2009－2010 年度，北京文化出口重点项目中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类项目数量稳步增加，

维持其支柱地位；其中，操作项目的公司以央企为主。项目的内容以国粹、历史、传统民俗文化为主。同时，动漫科技类项目

比例明显增加，主要归功于各类网络游戏，如《完美世界》等。广播影视上，内容向反映现代中国生活、娱乐观念的商业片方

向转型，涌现出诸如 电 视剧《丑女无敌》等作品。在文化艺术上，各类舞台剧的表现内容转向现代科幻等非传统内容，如超

级多媒体梦幻剧《时空之旅》等等。总体上，各类文化项目的内容、形式更加丰富，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从 2009－2010 年度到 2011－2012 年度，北京文化出口重点项目显著减少：净减少 60 个，新增加 26 个，如：国产影视节

目译制交易平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美国布兰森白宫剧

院经营管理项目（天创国际演艺制作交流有限公司）等。相比 2009－2010年度，2011－2012年度各类电视运营项目的增加尤为

显著，并且这些项目中相当一部分是私营企业推出的，项目合作的对象也从非洲发展中国家转向欧美发达国家；而单项的电视

剧、电影的减少是项目总数减少的主要原因。各类网络数据库涌现出来，科技要素所占比重增加（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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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浙江文化出口重点项目跨年对比柱形图 

2．浙江文化出口重点项目跨年对比 

2007－2008年度，广播影视类项目是浙江文化出口的主力军。从 2007－2008年度到 2009－2010年度，广播影视类项目数

量稳定增加，动漫科技类和新闻出版类项目所占比例明显增加，尤以动漫科技最为显著，共增 12个，如：动画片《秦时明月之

百步飞剑》《秦时明月之夜尽天明》（杭州玄机科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大量动画动漫项目来自杭州企业。 

从 2009－2010 年度到 2011－2012 年度，浙江的文化出口重点项目内容完全改变。原先的 26 个项目全部退出，新增 16 个

项目，如：法国东方书局（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等。2009－2010年度的各类单项动画、电影、电视剧被 2011－2012年

度的各类大型基地、项目、数据库取代。广播影视和动漫科技类项目锐减，新闻出版成为主要力量。 

二、文化产品出口的作用和保障 

（一）文化产品出口推动经济发展 

促进文化产品的出口，对我国增强自主创汇能力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 2007－2008 年度到 2011

－2012 年度我国重点文化出口企业和项目的分析来看，出口文化产品的总量成上升趋势。其中一些省市，如北京、浙江，是文

化产品出口的主力城市。这些省市具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和丰富的文化、技术资源。这些优势省市对文化出口 的 贸 易 总 值 贡 

献 度 也 比 较 显 著。 从 2007－2008年度到 2009－2010年度，动漫科技类的文化出口产品比重显著上升。文化产业是自主

创新和技术含量最高的一个门类。高新技术进入文化产业，已经催生了新的文化产品，使文化产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大大超过

其他一些产业，统计表明，高新技术文化产品的品种年增加６０％以上，产值年增长３０％以上，等等。而动漫科技类产品的

产品附加值较高，表明科技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愈发明显。从 2009－2010 年度到 2011－2012 年度，虽然重点文化出口项目有所

减少，但项目性质已从单一的单方出口向与更多发达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转化。这些合作项目规模大，范围广，能够更有针对性

地改善文化出口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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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贸易进出口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文化产业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状况。而文化产业市场的供给需求存量及变量不仅影响着文

化产业本身，还影响着其他产业，如工业制造业、服务业等等。 

（二）文化产品出口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文化产品的走出去，将扩大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一方面，可以大力弘扬中国精神，提高中国影响力；另一

方面，可以持续扩大中国文化产品的海外市场。文化产品的高质量出口将有效带动我国文化产业的进步，从而促进国内文化产

品市场的发展，使更多的国人的文化素质和欣赏水平大幅提高，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三）文化政策环境是改善文化产品出口结构的保障 

文化政策的制定，一是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党和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方针、政策，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纲要，

进行宏观调控。二是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转换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着力培育文化市场的企业主体和战略

投资者，建设一批现代化的文化创意、制造、流通企业，扩大市场，服务人民。三是充分运用高新技术装备文化制造业，改造

传统文化生产工艺、模式，调整结构，大力创新，带动文化产业升级。制定和完善各种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鼓励国

资、民资、社会资本、外资积极投资兴办文化企业，规范市场行为，打击违法犯罪，保护知识产权，为文化产业发展创造良好

的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良好的文化政策环境是改善文化产品出口结构的保障。在更多的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同时，我国文化

的独立性、认可度和影响力也大大增强。这对保障我国文化安全，进而维护文化环境，维持文化独特性和生命力有着重要的意

义。 

三、结语 

从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２年，我国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数量在增加，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的结构在逐渐优化，文化

企业和文化项目的经营理念不断提升。我国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产品市场上所占有的份额在增加，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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