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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影视产业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与文化产业政策有着正相关的联系。浙江的文化产

业政策经历了两个转变，并对浙江影视产业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了未来浙江影视文化产业政策的努

力方向：即需要重视政策之有效性，需要利用好民营影视资本，需要培育自下而上的文化发展途径。 

【关键词】文化产业政策；影视文化产业；浙江 

当下，影视产业发展蒸蒸日上，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指标。发

达国家对文化产业政策的探讨，主要立足于调整文化产业关系，规范文化产业活动，解决多文化冲突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则

更多地关注自身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扬，以及如何利用文化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就影视产业而言，无论哪一种情形

都要求用文化的思维来看待自身资源，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1  文化产业政策与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区域文化产业是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出现的，以区域为基础，在一个有产业链或者小型集聚形态的具体行政区划

内进行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再生产、存储、分配、传播及反馈的活动，并以此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
①
。 

文化产业政策与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文化产业的市场需求、资源特点、产业结构布局和区位优势等因

素决定了其产业政策的指导方向，并促使各地结合本区域特点制定出相应的区域文化产业政策，推动区域内的文化产业发展，

进而改变该地区的文化产业政策环境。同时，这种改变会直接影响到产业政策的调整，即处在政策内部的区域文化产业政策及

其“上位政策”——文化产业政策两者相互影响，互为补充，促使适应性较强的新政策出现。从图 1 可以简明看出文化产业政

策与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之间关系。 



 

 2 

 

当文化产业政策发生变化时，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文化产业政策推动区域文化

产业的发展，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又会改变文化产业政策环境，继而引发新的政策调整。 

2  浙江文化产业政策的两次转变及其影响 

浙江的文化产业政策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变，带来了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的逐步转型，并促进文化产业向文化创意产业深

入。这种转变对浙江的影视产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策红利的驱使下，一大批文创产业聚集区拔地而起，民营资本大

量进入影视市场，人才、资源不断向浙江靠拢。 

2.1  浙江文化事业逐步向文化产业深入 

浙江素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就开始了“自觉”将文化作为产业的发展之路。1986 年，在全国各

地的文化领域依旧采用政府“大包大揽”的模式下，6 个杭州市属艺术表演团体第一次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文化“副业”养

文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②
。这些文化生产者市场意识的觉醒，激发了随后出现的各地文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1996 年 12 月，

浙江省委、省政府发布《浙江省文化发展规划（1996-2010 年）》首次出现有关“文化产业”的表述。世纪之交，在政府和市场

的双向推动下，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开始了对文化体制改革和政府文化管理体制的自觉探索。 

随着创意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方兴未艾，党的“十七大”全面部署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到达了新的

历史高度。2013 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的

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这是我国首个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印发的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省级专项政策。之后，加快发展动漫产业、

影视产业的政策文件陆续出台，杭州、宁波等地市政府设立了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持力度。一系列

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的出台，无疑给浙江这片广播创意种子的文化土壤提供极好的养分，培育出文化强省建设

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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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浙江文化产业政策促进影视产业的稳步快速发展 

影视文化产业规模迅速扩大。随着体制环境和产业政策的逐渐改善，浙江影视业进入稳步快速发展期，成为“十一五”时

期浙江带动全省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2005-2015 年，浙江影视制作机构数量翻了三番，位居全国第二，浙产电影、电视

剧的数量和质量均走在全国前列。尤其在 2014 年浙江推行“营改增”后，不仅为影视业总体减税，而且加快了影视产业分工

精细化，仅浙江省东阳市就成立了 192 家事影视要素服务的工作室，其中专门从事艺人经纪的艺人工作室 183 家。2014 年浙

江一般纳税人影视企业平均税负为 3.5%，合计减税 3.9 亿元。 

民营影视产业得到长足发展。2002年，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新的《电影管理条例》，鼓励民间资本、民营企业等进入影视行

业。浙江省也配合国家影视产业新政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制播分离政策、院线制改革等都为民营影视产业发展提供保障，

一大批国内知名影视企业在浙江茁壮成长。2015 年，A 股市场上纯影视类上市公司共 7 家（华谊兄弟、华策影视、长城影视、

光线传媒、华录百纳、新文化和唐德影视），其中注册地在浙江的上市公司占了 4家。目前，浙江民营影视企业已占全省影视制

作机构的 90%。 

影视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数量的迅速增加。截至 2014 年 6 月，全省共有各类文化产业园区（基地）146个，分布在杭州、

宁波、温州、金华和台州等地，以影视制作、动漫游戏、工业设计、印刷业、文具生产和艺术品业等为主，其中影视基地的集

聚效应最为明显。浙江省拥有各类影视拍摄基地 20 多个，国家级影视动画从业基地 2个，教学研究基地 3个。横店影视产业

实验区、中国（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影视剧拍摄基地。

浙江省作为全国影视摄制和产业集聚基地的龙头地位已经形成。 

3  对未来浙江影视文化产业政策的建议 

影视文化产业要想持续健康发展，首先离不开产业政策的实效性，相关政府部门必须重视公共服务和产业环境，杜绝隔靴

搔痒的举措；同时，政策的制定必然因势利导，需要结合浙江的经济文化因素，制定具有浙江特色、符合浙江发展的政策，有

效地利用、引导好民营资本。 

3.1  注重产业政策实施的因势利导 

无论是文化体制改革，还是市场主体培育，都应成为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利器。浙江的现实特点是民营文创企业占据绝大

多数，中小微企业又占了其中九成，这些中小微企业正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力量，也最迫切需要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如果政

府资源能向中小微文创企业倾斜，那么必将有助于这些极具开拓创新意识的企业的发展，也将有助于浙江创新精神的培育。在

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同时，政府要实施更积极、更 开放、更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依法严 厉打

击侵犯知识产权和 制假售假行为，维护文化市场秩序。 

3.2  注重对民营资本的积极引导和有效利用 

未来，民营资本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影视产业中，这就需要我们抓住改革机遇，整合优势资源，对民营资本进行积极引导

和有效利用。民营资本进入影视业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利益驱动的特点，需要有序引导。既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灵活的运行机制

和明晰的产品定位优势，走特色发展之路，又减少盲目投资和恶性竞争，营造各影视基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格局。此外，

通过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的规划，综合政府、中介、金融、科研和高校等机构的支撑，吸引影视、院线与动漫、网游、音乐等

相关产业民营资本的聚集，通过相互协作，加长衍生产业链条，促进创意经济、新媒体、互联网金融与影视业无缝对接，进一

步培育壮大影视业持续发展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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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注重培育政府主导型和资源型并重的产业发展途径 

对于新事物的鼓励和包容是区域文化创意产业不可缺少的要素。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初期，坚持政府主导型的产业发展模

式是快速发展文创产业的最佳途径。只有通过浙江政府自上而下的模式，才能尽早实现人才、科技、资本和项目等各要素的快

速集聚，尤其是一些大型文化硬件设施向国际接轨。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下而上的发展途径。文化产

业的内容具有相当明显的地域特点，这就需要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让文化既能迎合大众需求又显现出区域特色，求同存异，

在不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下，在不同组织方式团体中，都能有效表述自身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下，多元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文

化需求自下而上的表述与回应已经成为区域文化的关键部分，这也是浙江建设文化大省不可回避的内容，是文化政策要积极建

立的一个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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