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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武汉市居民文化消费水平近年来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发展不足且整体消费水平等偏低。

根据相关调查并结合武汉市统计年鉴运用比较分析等方法对武汉市居民文化消费方面存在的消费总量不足且增长

缓慢、消费结构失衡、消费观念落后等现状以及文化市场管理方面存在的文化产业发展滞后、文化产业进退制度不

完善等现状进行了具体分析并简要分析了其原因。最后提出培养文化消费习惯以提升文化消费理念、调整文化消费

结构以提高文化消费层次、加大对文化产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以寻找新发展模式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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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汉市居民文化消费的现状分析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相关文件指出,“构建更加优质的文化产业”,“对文化业态进行翻新,对文化消费进行引导和

推动”,武汉的文化产业想要获得长足发展,必须得到政府的扶持。近年来武汉市渐渐拥有了娱乐市场、互联网文化市场、电影

市场、音像市场、演出市场、美术市场、文物市场等,文化经营项目涵盖了文化市场现有经营单位共 3474家,网吧 1473家,音像

批发零售单位 344家,音像制品出租单位 28家,文艺演出团队 14家,文化艺术培训单位 50余家。 

1.1居民文化消费总量不足且增长缓慢 

2016年,武汉市居民文化消费支出的总量不足 300亿元,虽然纵向比较的角度来看,总量发展速度比较快,但是与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等一级城市有着不小的鸿沟,就算是与杭州、长沙、南京等二线城市比较,差距很大。除了总量偏中下,武汉市居民文

化消费比重增长也相对缓慢。据统计,2016年与 2014年相比,虽然武汉市居民在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娱乐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消

费支出呈加速上升趋势,恩格尔系数呈缓慢下降趋势,但城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仍然处于 80%,远远

落后于衣着、食品、交通通信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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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居民文化消费层次较低且结构失衡 

从文化消费支出结构来看,大部分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文化消费娱乐享受,而发展消费支出相对不足。社会绩效的

发展促进了文化市场的繁荣,但在享受文化消费和娱乐消费的热潮中,出现了大众文化消费的庸俗化现象。娱乐、趣味性的消费

增加,各种娱乐场所和参观者,高层次的精神消费内容很少见。总体而言,从文化消费热点来看,知识文化形式消费少,休闲娱乐消

费少,普通市民和高端文化消费比例较大,发展型、知识型和智慧型文化消费发展还不够。因此,目前武汉的文化消费水平不高,

消费等级和消费质量有待提高。 

1.3文化消费观念有待进一步提升 

武汉市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费理念并没有跟上时代的风向,部分居民中存在偏向物质消费和娱乐休闲消费,不太在意精

神文化消费和知识文化消费,喜爱享乐,不注重长远。休闲娱乐消费在文化消费中仍占很大比重,如上网、看电视、看娱乐书、打

麻将、盆景和花卉等。调查还显示,普通民众对文化消费支付的认识不正确,觉得应由政府免费提供。文化消费在武汉还没有成

为居民的流行趋势。特别是文化消费局限于文化娱乐,忽视了自我教育、体育健身,习惯了享受公共文化资源。不愿意投资其他

文化消费,宁愿出国度假,但不愿意去发现和欣赏本土景点的美丽。 

1.4文化消费主体分布不合理 

武汉市居民消费呈现出许多明显的特征。一是年龄的特征。老年人通常更注重参加文化活动和体育锻炼,特别是团体活动,

投入更多时间和金钱;年轻人很少参与体育锻炼更集中于 K歌、上网、看电影、跳舞、旅游等。二是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城市居

民的文化消费类型多种多样,而且支付能力也很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品的供给相对较弱,消费类型集中、单一,主要是看电视和

上网,消费能力相对较低。 

2 武汉市居民文化市场管理的现状分析 

2.1文化产业发展滞后 

近年来武汉市文化产业获得较大发展,但与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达沿海城市的文化产业规模相比,差距仍然极大。在国

内,武汉市文化产业还没有进入“第一军团”,发展还不够快。此外,武汉文化资源的使用与整合、规划的实施与完善、人才的使

用与引进、文化优惠政策体系的建设与实施都是不够的。文化体制改革任重道远。此外,政府缺乏公共文化投资,文化投资分布

不均,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较低,是城市居民缺乏文化消费的原因。 

2.2文化产业相关人才稀缺 

武汉市文化产业方面的相关人才比较稀缺。例如,动漫产业相关衍生产品的发展滞后,这也限制了相关产业的盈利能力。此

外,展览和表演等新兴产业的人才相对稀缺。尤其是出版和发行的作品质量相对其他行业的员工比较来说,动画、动画游戏,还有

广告设计的人才资源是分布不均匀的,在职人才在戏剧表演现象和传统产业更加严重。 

2.3产品差异化程度低,同质化竞争严重 

当前武汉市文化产业同质化严重。以报纸行业为例,武汉两大报业集团旗下有四个品牌的市民报角逐激烈。各家报纸为了增

加发行量抢占更大的商机、增加自己的读者群体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通过大量发布广告等手段冲击竞争秩序和市场规则,导致

低价倾销。报纸市场的同质竞争如市场定位的趋同、报告内容的趋同、栏目设置的趋同、商业行为的趋同等日益激烈。如果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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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无序甚至恶性竞争,则会造成巨大伤害。 

2.4文化产业进入和退出制度还不够完善 

武汉市文化产业进退制度均不完善。民营企业进入文化企业存在所有权障碍、行业壁垒、区域壁垒等。由于部门来源、产

业来源、地域出身和所有权的限制,这些来源已经成为进入文化市场的基本条件或“潜规则”,这样导致私人资本、社会资本以

及国外资本受到相当大的限制,退出制度也不完善。 

导致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如下:一是因为居民自身的观念并未跟随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与时俱进,也与部分居民自身传统

落后的文化思想观念有关。二是武汉市居民的文化消费层次和能力比较低有待提高。三是武汉市文化产业缺乏相应的政策等方

面的支持。四是武汉市文化产业体制及机制不完善。文化产业的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仅仅依靠来自政府等方面的资金是

远远不够,需要改革文化产业的现有体制、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吸引社会、民间以及国外资本投资到文化产业中来。 

3 提升武汉市居民文化消费及文化市场管理的策略 

3.1提升文化消费理念,提高文化消费层次和文化消费能力 

以健康消费作为文化消费的一大理念,从培养文化习惯和引导文化消费入手,采用大众宣传等办法对武汉市居民产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让他们意识到健康文化消费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同时,在健康消费的基础上要知道如何更加合理地消费。通过舆论导

向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念,提高文化消费者的审美水平,使更多人注重精神领域的追求。要抑制和打击不健康的消费行为,破除封建

迷信,遏制色情、暴力、盗版等,引导消费者支出的结构合理化。重点发展武汉市居民和农民工的文化消费需求,继续建设公共文

化设施,丰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美化图书馆、博物馆等相关文化场所的环境,进一步培育文化艺术、健身体育等文化消费市场。

为了增加公民的文化消费能力,政府应该增加文化投资,使用政策和奖励措施,比如发放文化券的折扣券,鼓励业绩业务单位为公

众实施低价票,向社会弱势群体赠送政府门票,减少税收减免。合理引导消费,激发市民消费文化的意愿。 

3.2加大对文化产业的财政支持力度 

文化产业作为核心竞争力在改变国家经济发展格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和地区要提升软实力必须支持文化产业,提

升综合竞争力和核心实力更是离不开文化产业。武汉市政府必须积极调整支出结构,增加投资在公共文化事业上,并确保资金对

重大文化活动和文化项目、艺术画廊、文化中心、图书馆等的有效利用。调整支出结构也需要被各地级政府积极响应,在整合现

有文化基金的基础上,建立文化产业发展基金。在武汉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中需要加强财政支持力度。为公益性文化机构的日常工

作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可支出一定数量的资金采购图书馆书籍。加大对基层文化设施、配套设备和维护、保障信息网络畅通等

资金的投入,重要的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民间艺术应该被列为保护的重点对象。实施文化事业单位和捐赠文化事业的税前扣除政策,

包括文化中心、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等。 

3.3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寻找新发展模式 

文化产业特别是广播影视、报纸、杂志出版、广告设计产业,是科技含量高、投入高、设备重、消费高的产业。可以加大力

度发展多种多样的民营文化企业,发展高技术含量的现代文化娱乐项目。武汉市政府必须将民营文化企业纳入武汉地方产业发展

规划中,利用武汉的文化资源,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步伐,生产更多优质文化产品。武汉必须在“同城文化消

费”和“同行业文化消费”中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应放手发展非公有文化企业,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资本以股受让、合资合作方

式参与国有文化企业的改组、改制,鼓励私有资本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建立文化企业,对信用担保体系完善,鼓励金融机构对民间

文化企业支持,提高对私企的贷款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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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积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发展、创新文化产业 

武汉政府必须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发展文化产业。在不违背各种形式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况下,鼓励个体、企业和

社会团体建立自己的文化机构,合并和收购商业性质的文化单位,发展城乡文化产业,在规划和建设方面,土地使用、税收和费用

政策、专业职称评估和其他方面的处理方式与国有文化单位相同。建立公共福利文化产品和商业投标制度,鼓励社会各界平等参

与文化产业竞争。大力发展文化市场,吸引人才,吸纳有实力的劳动者扩大就业。鼓励有能力的个人、团体和企业发起设立地方

性文化发展基金和各类文化投资公司。吸引外资和外商投资文化产业项目,建立中外合资文化企业。奖励、补贴和利息补贴等可

用来刺激社会资本投资。重视文化创意中小企业和团体,支持原创作品,保护知识产权,出台鼓励和支持各类文化研发机构的政

策。加强引导,强调创新,促进产业链延伸,优化文化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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