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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产业教程/文化产业丛书》编著者孙连才。
《文化产业教程/文化产业丛书》从文化产业的概念、特征及分类入手，系统梳理了文化产业竞争力评
价、文化产业区域经济发展、文化产业商业模式、文化产业投融资和文化产业政策与国家安全等方面
的知识内容，为文化产业专业构建了理论学习与研究的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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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连才，1973年12月出生于河南省封丘县，九三学社社员，工商管理硕士、管理学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MBA兼职导师：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高级合伙人、历任战略委主委、武汉运营中心总
经理、文体传媒行业中心总经理：中国MBA联盟第一、二届顾问委员会秘书长、第四届主任委员：第
十二届湖北省青联委员。
　　深度主持参与河南报业集团战略规划、中材集团全面预算、湖北金洋股份薪酬绩效、宁夏瀛海集
团集团管控、安阳烟草标杆管理、重庆大晟资产经营集团战略规划、重庆兴荣资产集团战略规划、吉
林维多利农业战略规划、湖北交投“十二五”战略规划、河南安信投资担保战略规划等几十个管理咨
询项目。
　　在《管理世界》、《北大商业评论》、《销售与市场》、《经理人》、《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产经新闻》、《新财经》、《董事会》等报纸杂志发表文章40多篇。
　　研究方向：文化产业、企业战略、人力资源、企业集团管控等。
　　编著出版：《企业集团管控》、《战略视角下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管
理工具箱：60个经典管理工具、模型和方法》、《企业战略系统制定》；参与编著教材《新编管理会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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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文化产业的概念与内涵
　第一节 文化产业的定义
　第二节 文化产业的内涵
　第三节 文化产业的特征
第二章 文化产业理论
　第一节 文化产业理论流派
　第二节 文化产业经济学及相关理论
　第三节 国外文化产业的发展
　第四节 国外文化产业的实践经验
　第五节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第六节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与未来
第三章 文化产业定位
　第一节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
　第二节 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
　第三节 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与作用
第四章 文化产业与文化资源
　第一节 文化资源的含义与特征
　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分类与作用
　第三节 文化产业分类
第五章 文化产业竞争力
　第一节 文化产业竞争力
　第二节 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理论基础
　第三节 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原则和方法
　第四节 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系统
第六章 文化产业的核心：创意
　第一节 心理学对创意的影响
　第二节 发生认识论与创意产生
　第三节 水平思考法与创意产生
　第四节 创意产生的源点和生成机理
　第五节 个人创新与创意团队
第七章 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
　第一节 文化产业集群
　第二节 区域文化产业的特征
　第三节 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
　第四节 区位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因素
　第五节 文化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途径
　第六节 文化产业区域空间特性
　第七节 文化产业区域空间形态
第八章 文化产业的商业模式
　第一节 商业模式的选择原则
　第二节 文化产业的商业模式
　第三节 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的实施
　第四节 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的选择和再造
第九章 文化产业投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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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文化产业投融资
　第二节 文化产业的投资特性与融资特点
　第三节 文化产业融资方式
　第四节 文化产业生命周期与投资组合
　第五节 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第六节 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运作方式
第十章 文化产业政策与国家文化安全
　第一节 文化产业政策的含义和作用
　第二节 西方国家文化产业政策及管控模式
　第三节 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及问题
　第四节 国家文化安全与对策
附录
　附录一：《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附录二：《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附录三：《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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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特指受国家行政机关领导，没有生产收入，由国家经费开支，实行经济核算，提供非物质生产
和劳务服务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和单位，例如学校、医院、
演艺团体、研究机构等。
　　8.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各级政府、企业法人、社团法人或者公民个人出资以及以上述法人和自
然人的某种合资形式依法举办，依法自主运作，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
体育等方面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独立法人。
　　9.以特定的公共利益为目标，提供公共服务的非营利性的公共组织⋯⋯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不包括民主党派等政治组织）、民办非企业等单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事业单位”是我国特有的提法，是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
，对非政府机关、非企业组织、非群众团体的社会公共服务型事业组织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
　　“事业单位”一词本身并不含有强调所有制和举办主体的意义，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所有
事业单位都由国家举办，属于全民所有，少数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也大多按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进行
管理。
但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事业单位不断发展壮大，有必要对其进行管理，对事业单位非营利特征的认
识也不断深化。
最初的定义主要是从经费来源（国家财政）、活动领域（文化、教育、卫生等）、成果形式（无法以
货币表现）概括事业单位的非营利性特征。
随着事业活动形式的多样化、事业产出的多样化、事业组织的多元化，部分劳动成果可以用货币表现
价值，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以非营利或者公益性阐释事业单位的特征。
　　事业单位的活动领域相对稳定，以教育、科技、文化等为主要活动领域。
正是这种活动的稳定性，使事业单位始终有特定的空间维持其组织特征的连续性，并由此产生一个特
定的概念：事业。
　　按照传统的说法，事业是一种行业性概念或者行业集合概念，实际上就是事业单位活动的领域。
结合上述对事业概念的探讨，本书认为文化事业是指为提高民众精神文化素养、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
求，由国家或社会组织提供文化产品或服务的公益性（或准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及其所开展的各
项活动。
它不以营利为目标，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纪念馆等。
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事业主要是指与文化产业相对应的公益性（或准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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