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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9亮点

“创意贷”助力

文化创意产业

银行方面在金融支持文
化产业方面亦有建树。早在
2010年，就挂牌“北京文化创
意产业金融服务中心”，成为
全国首家文化创意金融服务
专营机构。

作为文化部指定的首批
部行合作代表，北京银行目前
已成立多家“文化金融”特色
支行，并配备专业产品经理致
力于文化金融服务工作。树立
了“小巨人——— 创意贷”特色
文化金融服务品牌，近年热门
影视作品《步步惊心》、《龙门
飞甲》等都受益于该行提供的
资金运作服务。

截至2011年底，北京银行
已累计审批通过以文化创意
为特色的“创意贷”1600余笔，
发放金额逾270亿元，并与华
谊兄弟、中影集团等近650家
文化高成长性企业建立了紧
密的战略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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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企改制积极推进

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
节，中国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
积极推进，国有文化单位市场主体
缺失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到今年
为止，已经有一大批文化事业单位
初步完成了转企改制。转企改制的
第一反应就是带来了“鲶鱼效应”。

4月27日，人民网上市让资本市
场“惊艳”。与此同时，新华网、央视
网等其他10家新闻网站也在摩拳擦
掌，加快抢滩A股的步伐。用资本市
场杠杆撬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被誉
为文化传媒企业转企改制的一个

“里程碑”。
文化体制改革十年间，20%以

上的地方出版社、1/3以上的国有电
影制片厂、60%的报业集团、70%的
广电集团通过转企改制走向市场。
截至今年9月4日，全国文化系统承
担改革任务的2102家国有文艺院团
中，已基本完成改革任务的2038家，
占比超过97%。

文化体制改革交出了一份份漂
亮的账单：近一年多来，是河北30多
年来文化精品创作最多、影响最大、
回报最高的一年，再展“燕赵雄风”；
江苏省文化产业连续5年保持30%
左右的高增速，成为全国文化体制
改革的领跑者；安徽出版集团2005

年组建并同时完成转企改制，截至
2010年，集团总资产已过118亿元，
等于再造了5个出版集团……这样
的数字，在全国各省市比比皆是。

融资体制取得重大进展

文化体制改革需要大量资金的
支持。以往文化单位的发展要靠财
政资金的支持或者微薄的广告收
入，远远无法满足大发展的需要。融
资体制的改革成为整个文化体制改
革的一个亮眼之处。

2010年，中宣部、中国人民银行
等九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金融支
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

意见》，第一次提出来金融怎样对待
文化产业。随后各省市自治区都开
了金融与文化产业怎么对接的会
议。比如，北京市银行搞了个“创意
贷”，侧重于给节目制作之类的公司
进行贷款，适合创意产业的贷款。

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通过开展
银企合作、融资担保、上市融资等方
式实现要素集聚。骨干企业不断壮
大，在行业中的引领示范作用日益
显现。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全年艺术品拍卖成交额达
1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 . 2%，
蝉联全球中国艺术品拍卖成交额首
位；深圳华侨城集团2011年文化相
关主营业务收入达 6 1亿元。截至

2012年1月，全国累计有77家文化企
业成功上市，融资规模不断扩大，逐
步成长为A股市场一个新兴板块。

据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
心主任梅松表示，目前北京文化创
意产业的增加值已超过房地产、批
发零售、商务服务、交通运输等行
业，成为仅次于金融行业的第二大
支柱产业。北京市有文化创意类企
业5万多家，其中规模企业超过8000
家。仅截至2011年8月底，北京已进
入上市备案程序的文化创意企业就
达到42家。

市场准入开放获新突破

2003年6月文化体制改革试点
以来，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发布了一
系列文件，对非公有制资本开放了
一些投资领域。最重要的是2005年
国务院下发《关于社会资本进入文
化产业领域的决定》15号文，全面规
范了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的
边境和界限。

一系列政策措施调动了社会资
本进入文化产业的积极性。据文化
部统计，在文化部门管理的文化产
业中，非公资本创造的文化产业增
加值已占到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
一半以上，就业人数占到三分之二，
由社会资本和外资参与拍摄的电影
占总产量的80%以上。以公有制为主

体，社会资本和外资广泛参与的文
化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促进了
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健康和有序
发展。

民营资本进入文化领域取得了
显而易见的成果，2003年以前，中国
电影产量一直徘徊在100部以下，国
内票房不足10亿元；2010年，国产电
影产量则达到526部，票房超过100
亿元。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
生产国和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

在民营资本的强力推动下，新
兴产业也迅速兴起，成为文化产业
发展新亮点。动漫产值从2005年不
足 1 0 0亿元人民币，到 2 0 1 1年达
621 . 74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40%。
互联网和移动网络游戏市场2011年
达 4 6 8 . 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4 . 4%，国产游戏出口收入超过4亿
美元，同比增长76%。

宏观管理体制取得成效

宏观管理体制最大的变化表现
在全国在省、市以下的文化部门(广
电、新闻出版)多都合署办公。

为适应文化产业融合化的发展
趋势，按照中央指示，试点地区尝试
将文化、新闻出版、广电三个政府主
管部门合并办公，综合行使文化管
理职能。

不仅如此，文化立法工作逐步

加强。经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和《电
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营
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规
和部门规章的颁布，使我国文化管
理逐步进入法制化的轨道。

与此同时，文化部、国家新闻出
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等国务院主
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合作，先后创办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交易博览会、北
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交易博览会，
东北、中部、西部三个区域性的文化
产业博览会，形成了大型文化产品
流通和要素配置的平台。

文化体制改革不是“甩包袱”，

而是“闯新路”。不唯身份，不唯体
制，文化与资本以空前的热情和规
模走到一起。这样的结果是中国文
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
上升，日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显
示，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总产值预
计超过3 . 9万亿元，占GDP比重首次
超过3%。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04年至2008年间，文化产业法人
单位增加值年均增长23 . 3%，高于同
期GDP年均增速近5%。

本报记者 刘红杰 整理

4月27日，被形容为“中国官网第一股”的人民网在上证所上市。这是第一家在中国A股上市的新闻网站，第一家在A股整体上市的媒体企业。（资料片）

2011年中国传媒产业各行业市场结构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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