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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产业导论》是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系统介绍文化产业的不可多得的通用教材。
适用于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及相关专业主干课程。
    该书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以文化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为基本支撑，认真审视和分析论述了文化产
业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管理决策理论及发展历程。
包括：文化产业及相关概念、世界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文化产业的经济运作规律、历史文化与
文化产业、科学技术与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体制与法规等八个部分。
    该书融合了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富有理论创新和个性化见解，颇具原创性和启发性。
同时，丰富生动的具体案例、深入浅出的行文风格，使本书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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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尚伟，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学广播电视研究所所长，中国广播电
视协会西部研究基地负责人之一，《西部电视》杂志副主编。

   曾在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工作九年。
近年来致力于文化产业、新闻传播、广播电视研究，提出了若干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观点，出版了《媒
体竞争论》、《百年“双城记”——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传媒》、《影视传播与大众文化》、《
广播电视新闻学》、《西部突围——中国电视文化战略》等著作，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广
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电视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七十余篇学术论文，获得全国性学术奖
励6项、主持国家社科项目1项，主持、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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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文化产业及相关概念　第一节 文化、文化产业、文化工业、文化事业、文化经济    一、 文化    
二、 文化产业    三、 文化工业    四、 文化事业    五、 文化经济　第二节 文化产业类别    一、 国际社
会对文化产业类别的界定    二、 中国对文化产业类别的界定  第三节 传媒:现代文化产业中枢    一、 传
媒业是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子类    二、 传媒业是文化产业资源整合的最佳平台    三、 传媒业是文化
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第二章 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历程　第一节 世界文化产业的萌芽    一、 文化
产业产生的历史土壤    二、 电子媒介的出现及文化消费需求的扩张    三、 世界电影业的发展    四、 其
他门类文化产业的雏形    五、 “二战”延缓了文化产业的形成  　第二节 世界文化产业的初步形成    
一、 工业型社会向服务型社会的转化与文化产业的形成    二、 人们的精神消费增长与文化产业的形成
   三、 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与文化产业的形成    四、 政府（主要是发达国家政府）的关注与文化产业的
形成  第三节 世界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    一、 文化产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二、 文化产业与高新技
术的紧密结合    三、 各国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    四、 文化产业的开放力度加大，多元民族文化的认
同与融合  第四节 世界文化产业的整合发展    一、 投融资主体多元化    二、 全球市场的产业发展理念   
三、 文化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    四、 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加剧第三章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
　第一节 中国文化商品与文化市场的起源    一、 文化生产与文化商品的出现    二、 晚清民国时期的文
化行业    三、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以前的文化事业（1949—1978年）  第二节 中国文化产业兴起阶
段（1978—1991年）    一、 文化娱乐业、 广告业蓬勃兴起    二、 文化事业单位的企业化转型  第三节 
中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0年）    一、 文化体制改革    二、 社会所办文化产业迅猛发展   
三、 文化市场及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四、 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文化产业异军突起    五、 文化产业成
为国民经济增长新的亮点    六、 国家对文化产业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第四节 战略性调整中的中国文化
产业（2001年以后）    一、 中国文化产业融入世界市场  ⋯⋯第四章 文化产业的功能、 特征与基本运
作规律第五章 文化产业的成长与扩张第六章 历史文化与文化产业第七章 科学技术与文化产业第八章 
文化产业的体制、 政策与法规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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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中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0年）1991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
济政策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文化经济”的概念，文化部在国务院统一布置下开始研究文化产
业政策。
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
《决定》指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发展第三产业对于优化国民
经济结构，深化体制改革，增加就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具有重大的战略
性意义。
随后出版的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编著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一书，明确起用了“
文化产业”的说法，这是我国政府主管部门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概念，也是我国政府部门首次对
文化“产业”性质的认可。
同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
第三产业，江泽民在报告中明确提到要“完善文化经济政策”。
以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我国文化产业化进程开始加快，增量领域的文化产
业规模不断扩大，存量领域的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进程逐步启动。
在文化管理体制、经营机制、投资体制等方面均有较大变革，加快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已成为社会各界
的共识。
国家也适时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
总体上，文化事业开始逐步向文化产业转变。
1993年12月8日，《中国文化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当时文化部领导的讲话，提出“在改革开放
中发展文化产业”，这是我国政府文化行政部门领导人首次全面阐述对于文化产业的政策性意见。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长。
比如，上海市人均GDP在1990年达到5 910元人民币，1992年则上升到8 652元人民币。
上海市居民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70％左右逐渐降低到60％左右，人均每年文化消费占总消费的比
重从80年代的4％以下逐渐增加到1992年的7.8％，成为市民家庭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无疑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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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文化产业作为当代人类社会新的财富创造形态，被普遍看作21世纪的朝阳产业，同时也成为衡量国家
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及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自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
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以来，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特别是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基本任务后，中国文化产业逐渐走
上了快车道并且不断提速。
发展中国的文化产业，迫切需要人们尽快澄清认识，理清思路，寻找到恰当的推进策略。
在一些从事文化产业管理、经营及研究教学的朋友们的多次催促和热情期待下，笔者不揣浅陋，组织
编撰了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文化产业导论》。
按照“实事求是、严谨创新”的要求，全书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以文化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为基本
支撑，认真审视和分析论述了文化产业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管理决策理论及发展历程。
全书分为八章，分别是：文化产业及相关概念；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文
化产业的功能、特征与基本运作规律；文化产业的成长与扩张；历史文化与文化产业；科学技术与文
化产业；文化产业的体制、政策与法规。
概念是理论的逻辑基础，历史是理论的事实基础，全书追求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前面三章可以看作是
基础的史论部分。
本书在注重文化产业本体论的同时，更侧重方法论的梳理，揭示文化产业的内在规律是全书的核心内
容。
第四、五章是集中对文化产业的方法论进行论述，而第四章侧重于对作为客体的文化产业的属性进行
相对静态的阐述；而第五章在此基础上，从文化产业的操作主体——政府及文化企业的角度，对操作
方法进行动态的全面的系统的论述，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归根到底靠市场主体——文化企业的发展来实
现，因此，文化企业的成长与扩张是论述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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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该书融合了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富有理论创新和个性化见解，颇具原创性和启发性。
同时，丰富生动的具体案例、深入浅出的行文风格，使《文化产业导论》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可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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