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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分类标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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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启动，为了与世界文化产业发展接轨，为了释放文化生产力

以推动我国文化产业更快发展，2004 年国家统计局颁布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几年来，文化产业

分类标准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行业融入到文化产业中，

文化产业分类标准的局限性日渐明显，亟须对之进行调整、修改和补充，从而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准确统计

文化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此外，2009 年 9 月 26 日国务院又发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

有关文化产业的战略规划，文化产业分类标准必须更好地契合战略发展内容，以便科学地指导各地文化产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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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文化产业分类标准出台的背景

“文化产业” ( Cultural Industries) 概念最早于 1940 年代由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霍克海默和阿

多诺提出，当时被称之为“文化工业”。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仅创造了一个新概念，而且也预示了一

个巨大的新产业的诞生。尤其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化产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兴起。
由于文化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各国都把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政策提

到议事日程上来，以提升国家竞争力。如韩国 1998 年正式提出了 “文化立国”的国家战略，带动了

包括动漫游戏产业等在内的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
文化产业在全球的快速发展，使得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产业和对外贸易中的独特地位越来越凸

显，1985 年，为了搜集统计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早建立了文化产业分类标准，制定了统计框

架，并于 1993 年作了进一步修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框架把文化产业定义为，以艺术创造表

达形式和遗产古迹为基础而引起的各种活动和产出，具体包括文化遗产、出版印刷业的著作文献、音

乐、表演艺术、视觉艺术、音频媒体、视听媒体、社会文化活动、体育和游戏、环境和自然等十大

类。① 这一概念和分类标准成为规范各国文化产业统计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随着全球文化产业兴起的势态，以及各国纷纷依照本国文化产业分类标准制定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政策的现实，我国如何与国际接轨鼓励振兴文化产业成为国家和政府必需考量的问题。200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要 “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

文化产业发展。”2001 年 3 月，文化产业发展正式被纳入全国 “十五”规划纲要。2002 年 11 月，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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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① 为了落实十六大有关精

神，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国启动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这项工作需要将经营性文

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两部分分离，从而释放文化生产力，此外测度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也

急需构建一个评价指标体系。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对文化产业缺乏科学、统一的分类标准，各地区、
各部门在对文化产业定义和范围的界定上区别很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状况

的认识、国家出台针对性较强的产业政策以及对外贸易情况的科学统计。为此，2003 年 7 月，成立

了由中宣部、国家统计局、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文物局等单位参加的 “文化产

业统计研究课题组”。课题组在现有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基础上，制定了 《文化及相关产业分

类》标准，并通过国家统计局于 2004 年 4 月 1 日颁布实施。
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产业概念和分类标准，将文化产业的概念界定

为: “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将文

化产业分为核心层、外围层、相关层。

二、我国文化产业分类标准实施的现实意义

几年来，文化产业分类标准的制订和实施对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一是文化产业概念和分类标准的制订和实施将文化产业所涉及领域大大拓展，从而得以制订全国

性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战略并付诸实施，使得 5 年来文化产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例如，在文化产业

概念和分类标准指导下， 《国家 “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影视制作业、出版业、发行

业、印刷复制业、广告业、演艺业、娱乐业、文化会展业、数字内容和动漫产业等列为九个重点发展

的文化产业门类。几年来，在规划纲要和各项政策的支持下，我国文化产业获得迅猛发展。据统计，

2004 年我国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 3340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2. 15%，从业人员 996 万人，占我国全

部从业人员的 3. 8%。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07 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

2007 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 6%，据此推算，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大约是 6412 亿

元。2004—2007 年，全国文化产业增长速度在 17% 以上，比同期 GDP 增速高达 6—8 个百分点，文

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②

二是伴随着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导向，文化产业概念和分类标准的确立，极大地激发了

各地发展文化产业的热情，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步伐。截至 2007 年，我国已经形成长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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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三大文化产业带。其中，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 6 省市的

文化产业资产拥有量均超过 1000 亿元，合计占全国文化产业总资本的 66%。同时，全国共有 23 个

省提出打造文化强省的计划。①

三是文化产业分类标准的确立，对于有关机构分门别类、有针对性地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和措

施，科学指导文化产业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从 2006 年到 2008 年，文化部分别发

布了《文化部关于网络音乐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网吧及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

知》《文化部关于扶持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三个政策性文件，就网络音乐、网络游戏以及

动漫产业等网络服务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了分析和指导，对上述行业的发展具有导向性作用。
四是通过对文化产业内部的科学分类，再加上与之紧密相关的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体系的不断完

善，便于我们对各行业进行初步的统计和分析，了解各行业经营的状况以及各行业在国民经济总结构

中的地位，使得能够合理调整产业内部结构，实施资源优化配置。

三、联合国有关机构及有关国家对文化产业概念的延伸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技术的创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化产业的概念和文化产业统计框架的局

限性越来越明显。其文化产业概念并不能涵盖体现个人创造力、技能和才华以及知识产权为一体的创

意产业。同时，因文化产业概念设计的文化产业统计框架在实际操作中无法搜集关键统计数据，所以

无法测度文化产业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有鉴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在进行文

化贸易统计时，都采取了“创意产业”或“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并重新确定了分类方法。
由联合国贸发会议等机构编著的 《2008 创意经济报告》中，使用了 “创意产业” “创意经济”

等概念。指出，“文化产业是创意产业的分支; 创意产业是创意经济的核心”，并对创意产业的定义

进行了概括: “一是使用创意与智力资本为初始投入的产品与服务创作、制造和销售的循环过程; 二

是由一系列以知识为基础的活动构成，不仅侧重于艺术，也从贸易与知识产权中创造潜在收入; 三是

既包括有形产品、也包括无形的拥有创意内容、经济价值和市场目标的智力与艺术服务; 四是处于手

工艺、服务和产业部门之间的交界处; 五是在世界贸易中构成了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领域”。创意产

业被区分为九类，包括: 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文化场所、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出版和印刷媒体、视

听产业、设计、新媒体、创意服务。②

各国对文化产业概念的定义和分类则更多地体现其战略思考以及政策导向性。1997 年，英国成

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创意产业在英国被定义为: 源于个体创造力、技能和才华的活动，而

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利用，这些活动可以发挥创造财富和就业岗位的潜力。英国的创意产业共包括

13 个门类，分别是: 广告、建筑、艺术和古董市场、手工艺、设计、时尚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

件、音乐、电视和广播、表演艺术、出版和软件。1995 年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净收入大约是 250 亿英

镑，到 2001 年，英国创意产业的产值高达 1125 亿英镑。③ 韩国文化产业被称之为 “内容产业”
( content industry) ，具体行业门类有: 影视、广播、音像、游戏、动画、卡通形象、演出、文物、美

术、广告、出版印刷、创意性设计、传统工艺品、传统服装、传统食品、多媒体影像软件、网络以及

与其相关的产业。1999—2003 年这 5 年间韩国文化内容产业的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约 27. 7%，而 2002
年韩国的 GDP 增长率仅 6. 1%，到 2003 年，韩国的文化产业总产值已经占 GDP 的 5%。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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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现有文化产业概念和分类标准的局限性

一是现有分类标准没有将文化事业与产业、经营性与非经营性完全区分，带来了数据统计的困

难。2004 年 4 月 1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的 《编制说明》中，把新闻服务、
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归入文化产业核心层。但构成这些核心层的

行业并不全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产业。相当一部分的新闻单位、广播电视机构属于事业单位，主要

收入来自国家财政或享受国家财政资助; 同时，文艺创作与表演行业被归入文化艺术服务，而不少国

有艺术表演团体目前仍然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支持，还算不上文化企业。由于分类标准界限不清晰，不

仅失去了统计学意义，同时也带来了统计困难。国家在各年度发布的统计公告以及统计年鉴中，都未

将文化产业计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同时也很难测度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二是各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无法作出比较。由于现有文化产业分类标准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

展，因此不少地方在发展文化产业时，都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以及政策导向对其内容作出调整，如北

京使用文化创意产业概念、上海使用创意产业概念，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均与国家统计局公布概念有较

大不同，这使得各地区发展情况无法作出横向比较。
三是现有文化产业概念和分类标准不能清晰表现文化产业发展方向，不能全面考察不断发展的文

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不能支持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规划。我国现有文化产业的概念、
分类标准已经不能全部涵盖日益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比如，我国的文化产业概念主要从产业的角

度、从所提供产品及服务的精神文化性质着眼，只要是为社会公众 “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
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产业，都归属于文化产业。而一些体现知识创新、智力创造的产业却并不能

包括在内。将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创意产业分类和我国文化产业分类比较，发现我国文化产业分类未包

括设计、创意服务、新媒体。事实上，这些产业在我国都获得了快速发展，以新媒体产业中的数字内

容产业为例，目前在我国已经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据艾瑞咨询公司 ( iResearch) 发布的中国移动

增值数据显示，2008 年中国移动增值产业 ( 短信、IVR、无线音乐、手机电视、WAP 和手机动画等)

市场规模达到 1251. 3 亿元，而 2004 年这一产业的市场规模仅有 491. 6 亿元。
文化产业概念和分类标准还在于能够支撑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如在日本文化产业主要指内容产

业，这一概念也支撑了文化产业法律和战略规划的制订。2004 年日本颁布了《内容产业促进法》，同

时内阁会议决定将内容产业划入 《创造新产业战略》。① 这些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使得日本成为文化

强国。2009 年 9 月 26 日国务院公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意味着发展文化产业已经从理论层面上

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这个规划中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力发展重点文化产业包括，文化创

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产业。并强调

了发展新兴文化业态，指出采用数字、网络等高新技术，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升级; 支持发展移动多媒

体广播电视、网络广播影视、数字多媒体广播、手机广播电视，开发移动文化信息服务、数字娱乐产

品等增值业务，为各种便携显示终端提供内容服务; 加快广播电视传播和电影放映数字化进程。现今

的文化产业概念和分类标准尚未包括这些战略内容，需要及时作出调整。

五、北京、上海关于文化创意产业或创意产业概念分类标准的探索

随着文化产业在全球的兴起，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大量人才集聚的北京、上海等城市迅速将文化

产业作为本地区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这两个城市在确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同时也突破了原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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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概念和分类标准，参考发达国家模式将创意内容放在了重要位置或凸显位置，极大丰富了文

化产业内涵、产业分类特征，不仅便于政府制定战略发展规划，同时也能够科学统计文化产业对城市

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2005 年北京正式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并于 2006 年 12 月发布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

类标准》，这个分类标准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 82 个行业小类和 6 个行业中类纳入北京市文化创意

产业范围，并将“文化创意产业”定义为: 源于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是指以创作、创造、创新为

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公众提供文化体验

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其范围包括: 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软件网络及计算

机服务、广告会展、艺术品交易、设计服务、旅游休闲娱乐和其他辅助服务等 9 大门类。上海市则于

2004 年提出发展“创意产业”的规划，“创意产业”具体是指以创新思想、技巧和先进技术等知识

和智力密集型要素为核心，通过一系列创造活动，引起生产和消费环节的价值增值，为社会创造财富

和提供广泛就业机会的产业，主要包括研发设计、建筑设计、文化艺术、咨询策划和时尚消费等几大

类，并涉及诸多行业。
北京市和上海市关于“文化创意产业”或 “创意产业”的概念和分类标准都结合了各自城市发

展的特点，并能够体现政府所鼓励发展的重要行业和领域。同时，为开展文化产业研究或文化产业统

计制度奠定了基础，为监测和评价文化创意产业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提供了依据。2005 年以来，北

京市和上海市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文化产业发展，如，北京市出台了 《北京市促进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等; 上海市出台了

《上海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实施纲要》、《上海市加快创意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这些政策措施都

极大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逐年增高。( 见表 1、表 2)

表 1 2005 年—2007 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 ( 单位: 亿元)

项 目
增加值 占 GDP 比重%

2005 2006 2007 2005 2006 2007
文化创意产业 700. 4 812. 1 992. 6 10. 2 10. 3 10. 6
文化艺术 32. 0 35. 6 39. 4 0. 5 0. 5 0. 4
新闻出版 114. 7 134. 2 140. 9 1. 7 1. 7 1. 5
广播、电视、电影 77. 9 73. 2 102. 1 1. 1 0. 9 1. 1
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 265. 0 333. 0 429. 9 3. 8 4. 2 4. 6
广告会展 50. 5 48. 1 57. 7 0. 7 0. 6 0. 6
艺术品交易 8. 6 8. 4 10. 4 0. 1 0. 1 0. 1
设计服务 75. 1 81. 8 105. 3 1. 1 1. 1 1. 1
旅游、休闲娱乐 38. 0 48. 8 51. 4 0. 6 0. 6 0. 6
其他辅助服务 38. 6 49. 0 55. 5 0. 6 0. 6 0. 6

资料来源: 北京市统计年鉴 2007、2008。
表 2 2005 年—2007 年上海市创意产业重点行业增加值变化情况 ( 单位: 亿元)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增加值
增长率

( % )
增加值

增长率

( % )
增加值

增长率

( % )
总计 549. 4 17. 9 674. 59 22. 8 857. 81 27. 2
1. 研发设计创意 240. 8 19. 6 287. 91 19. 5 361. 63 25. 6
2. 建筑设计创意 98. 7 11. 9 118. 71 20. 2 126. 63 6. 7
3. 文化传媒创意 49. 4 19. 9 57. 29 16. 0 65. 28 13. 9
4. 咨询策划创意 136. 8 19. 6 182. 7 33. 5 269. 02 47. 2
5． 时尚消费创意 23. 6 13. 5 27. 98 18. 6 35. 24 25. 9

资料来源: 上海市创意产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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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北京市和上海市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和创意产业的分类发现，北京市将原来国家分类标准涵盖

于内，并增加了软件服务、工业设计等科技创新内容以及有关知识产权服务的内容; 而上海市的分类

只包含了部分原来国家分类的内容，同时也增加了科技创新、创意设计等内容。在进行产业数据统计

的时候，北京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实质上与文化产业是同一概念而上海市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则分别进

行统计，再对照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 ( 见表 3 ) 和上海市创意产业中心提供的数据 ( 表 2 )

可看出，两者重叠部分很大，这极易引起概念混乱。
表 3 上海市文化产业增加值 ( 单位: 亿元)

指标 2005 2006 2007
总计 ( 亿元) 509. 23 581. 38 683. 75

文化服务业 307. 82 358. 08 437. 30
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 42. 08 49. 07 54. 19
广播、电视、电影服务 24. 17 29. 31 31. 85
文化艺术服务 17. 71 19. 31 20. 59
网络文化服务 58. 19 69. 33 84. 67
文化休闲娱乐服务 82. 26 99. 33 125. 83

文化相关产业 201. 41 223. 30 246. 45
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生产 148. 48 164. 17 182. 49
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销售 52. 93 59. 13 63. 96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上海市生产总值比重 ( % ) 5. 56 5. 61 5. 61

资料来源: 上海统计 2008 年鉴。

北京市和上海市在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还参照欧洲、香港等地的做法编制了文化创意指

数。文化创意指数客观评估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为政府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

供决策参考。以北京文化创意指数为例，它由投入指数、成果指数、贡献指数、环境指数、人才指数

5 部分组成，其中 2005—2007 年北京文化创意投入指数分别为 95. 75、215. 36 和 229. 21，2007 年投

入指数比 2005 年提高了 1. 4 倍，在五大类指数中增幅最高，显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明显的政

府驱动型特征。而近年来北京市政府大规模的投入也证实了这一点。从 2005 年至 2007 年，北京市文

化投入分 别 达 到 11. 38 亿 元、14. 07 亿 元 和 21. 17 亿 元，占 当 年 财 政 支 出 的 1. 54%、1. 57% 和

1. 85%。文化投入年均增长率为 36. 38%，超过了市财政支出年均 24. 5%的增长率。①

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被运用到各项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多的行业加入到文化产业中来，因此文

化产业的分类应该是动态的、开放的体系，其标准的制定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此外，文化产业

的分类标准必须与技术、创新等保持紧密联系，还应与国家产业政策导向，需要大力扶持的行业有

关。根据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状况，国务院公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结合北京、上海等文

化产业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城市的经验与教训，同时参考联合国有关机构以及发达国家有关文化产业内

涵和标准，应对现有我国文化产业分类标准和目录尽快进行调整、补充、修订，使得我国文化产业发

展规划和各地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制订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统计数据更加科学、准确。其主要修改

方向为: 应将文化创意、设计、新媒体、数字内容、动漫产业放入文化产业核心层，并制订文化产业

指数，可对全国各地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横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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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洋: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强劲增长》，《北京日报》2008 年 12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