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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9-2009年是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快速发展的十年，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政策快速转型的十年
。
文化产业政策十年是造就中国文化产业飞速发展的十年，同时也是促进中国新文化变革的十年。
这个十年构成了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发展史和文化政策发展史。
造成中国当代文化政策这一深刻变革的是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是国际社会的深刻变革。
全球化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轨迹，也改变了中国发展的道路。
中国积极应对全球化、参与全球化，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塑造全球化，并且以此在重建新的国际政治
、经济、文化新秩序的同时建构中国自己。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它的一个标志。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划分中国当代文化政策运动分期的一个界标性事件。
文化产业政策的选择与制定翻开了当代中国文化政策发展史的崭新一页，从而使得当代中国文化政策
运动从单一的意识形态运动走向同时包括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等在内的综合多样的新文化政策运动。
这个十年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文献生成与运动，具体和生动地记载了中国文化政策的建构过程。
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这一过程，以为我们更好的参与国际文化新秩序的重建，建构和缔造具有世界意义
和现代性的中国文化产业的制度创新体系和政策创新体系，具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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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1999——2009年我国广播电视产业政策发生发展的宏观背景　　一、我国广电体制发展的
历史概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广播电视一直处于事业体制的规制之下，直到1956年，中央广播事
业局在全国的广播体系中扮演着中心的角色。
而从1957年开始，广播电视由中央领导变为由各部门、各地方领导。
1982年中央广播电视局撤销，广播电影电视部成立（1998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取代广播电影电视
部）。
1983年中央下发37号文件，地方广播电视部门由各级人民政府和广播电影电视部双重领导，但以同级
的政府领导为主，在这之后我国的广播电视系统一直都呈现条块分割的特点和模式。
这段时期我国广播电视在事业体制下担当着党和人民喉舌的任务，广播电视产业的实践活动和相关政
策处于空白的状态。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1992年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广播电视的体制中心开始由事业体
制转向产业和事业体制并重的格局。
一方面广播电视的事业性质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内容制作和舆论导向方面必须严格遵守宣传纪律
。
另一方面产业化的进程也不断加速，21世纪初期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既顺应了全球化的趋势，又
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
加人世贸组织意味着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将与国际社会有更多的联系与合作。
广播电视覆盖面广泛，传播迅速，生动直观，受众层次多样，因此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的优势很明显
，在我国也是受到严格监管的文化领域。
广播电视并不包括在我国的“人世”承诺内，但是国际广播电视产业依然会通过其他相关产业在产品
和产业运作方式等方面推动我国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包括广播电视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是我国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的一项重大任
务，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广播电视产业化的进程，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
发展的意见》，针对广播电视领域提出了产业化的发展方向。
之后，各类的广播电视产业政策纷纷出台，并在数量上于2004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值，这些产业政策在
市场化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充实.形成了现在的广播电视产业政策架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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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文献研究综述（1999-2009）》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胡惠林先生承担的教育部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是对近十年来
我国提出的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及其研究文献的梳理。
本书从专业的视角整理了我国近十年来提出的有关文化产业政策。
本书共分为七大政策进行描述：广播电视产业政策、电影产业政策、演出产业政策、图书出版产业政
策、文化娱乐业政策、动漫产业政策、网络文化产业政策。
每一章讨论一个文化产业政策，从该政策的提出背景、研究状态、内容构成、实施现状四个方面分别
阐述各个文化产业政策的现状和需要加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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