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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文化产业面临的困境及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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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文化产业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是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和谐发展 

的必然要求。文章主要论述了衡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并就如何加快推进衡阳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 

策，以实现文化强市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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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逐渐发展起来 ，大致经历 

了2o世纪 80年代开始的萌芽阶段、9o年代起步探索阶段和 

本世纪的培育发展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明确 

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的重要任务，文化产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目前国 

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对文化产业的分类标准，根据我国文 

化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产业分类标准，文化产业被界定为： 

“向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活动，以及与这些活 

动有关联的集合，它主要包括提供文化产品(如图书、音像制 

品等)、文化传播服务(如广播电视、文艺表演、博物馆等)和 

文化休闲娱乐(如旅游景区服务、室内娱乐活动、休闲健身娱 

乐活动等)，同时还包括与文化产品、文化传播服务、文化休 

闲娱乐活动有直接关联的用品、设备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以及 

相关文化产品(如工艺品等)的生产和销售活动”。⋯文化产 

业是一种特殊产业，它融文化和经济为一体，在精神文明和 

物质文明这两大领域同时发挥着重大作用。 

一 衡阳文化产业现状分析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今世 

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 

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入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 

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 

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繁荣”。L2 随着我国对文化 

产业的日益重视和文化产业的逐步壮大，文化的产业属性越 

来越强化，经济中文化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经济文化化的 

趋势也开始显现。近些年来，衡阳文化建设一改过去依靠国 

家投入的单一投资渠道，围绕产业谋发展，文化生产力获得 

了极大解放。 

(一)文化生产力初见成效。衡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文 

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在这片土地上，文物古迹和革 

命纪念地遍布城乡，有古文化遗址、古墓群、古建筑、古石刻 

等不可移动文物844处。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拓展文 

化旅游业，促进衡阳文化产业的发展 ，恢复和重建了石鼓书 

院、船山故居、湘南学联、罗荣恒元帅故居、天下第一碑之称 

的岣嵝碑、中华民族的母亲嫘祖墓等一批历史文化遗址。尤 

其是作为中华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其旅游业已成为全国 

4A级风景名胜区，2OO6年门票收入已突破 1亿元，综合旅游 

收入达 1O亿元。口 同时，修建沿江风光带，力争做强电影产 

业、拓展演出产业、做大艺术培训产业、发展旅游娱乐产业。 

目前，以进步电影超市为龙头的电影业、以艺校为龙头的艺 

术培训业、以红旗大剧院为龙头的演艺业三大文化主体市场 

已初步形成。 

(--)文化基础设施得以完善。文化基础设施是先进文 

化衍生和发展的主阵地，也是反映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 

群众生活质量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近些年来，衡 阳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多方筹资， 

改、新建了一大批文化基础设施，逐步形成覆盖全市的文化 

设施网络。一是以市区和县城为中心，搞好博物馆、图书馆、 

影剧院、体育场馆、活动中心、会展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发 

挥市区和县城的文化辐射功能。二是加强农村基层文化设 

施建设，实现乡乡有文化站、村村有活动室。这些为全市人 

民参加文化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活动场所，为发展衡阳文化产 

业创造了良好的平台。 

(三)文化产业初具规模。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已成 

为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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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文化产业发展迅速，为衡阳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 

促进作用。2OO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衡阳市从 

事文化及相关产业的法人单位共有759个，其中从事文化服 

务的有 359个，从事相关文化产业的法人单位有 400个，从 

业人员共 23107人。文化产业个体户共 1640户，从业人员 

3674人。经济运行方面，2004年衡阳市从事文化及相关文 

化服务的经营性法人单位 492个，为该行业单位的64．8％； 

非经营性单位仅为 35．2％，表明了衡阳市文化及相关产业的 

单位已由“输血型”向“造血型”转移。经营性单位拥有资产 

158816．8万元 ，年经营性收入 222768．9万元；其中，文化产业 

个体户拥有资产共 10419万元，实现经营性收入 10732万 

元。_4 由此可见 ，衡阳文化产业 已经初具规模，进入了新的发 

展阶段。 

二 衡阳文化产业面临的困境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衡阳文化产业取得了不少成绩 ，但 

由于受发展水平、经济实力、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文化 

产业的发展仍然显得力不从心，文化资源优势未能得到充分 

发挥，与省会城市长沙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与市委市政府 

提出的战略目标也还有一定的距离。具体表现在文化产业 

总量规模偏小，市场机制不完善，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效 

益都有待提高。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 

如下 ： 

(一)概念模糊，管理欠缺。 目前 ，世界各国都还没有统 
一 的文化产业分类标准，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文 

化产业的分类“既涉及文化概念本身概念的模糊性和多义 

性，又涉及各国政策的制定和调整、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 

国文化历史的差异等诸多方面的原因”。[5 在我国，文化产业 

的分类问题也是争论纷纷，各执一词。直至 2OO4年，文化 

部、国家统计局才正式从产业分类和统计的角度给出了文化 

产业的定义和分类标准。该标准中，文化产业涵盖的部门涉 

及到社会经济三大产业的各个行业，形成了大文化产业的格 

局。但是，从行政管理的层面看，我国对文化产业的管理职 

能分布于各个行政管理部门中，如文化厅、体育局、旅游局、 

新闻出版局、文管局、广电厅等等，这些部门都有文化产业的 

行政管理职能。像国内大部分省市一样，衡阳文化产业管理 

体制是分散的、交叉的、缺乏统一协调的文化产业领导部门 

和产业政策，这势必造成政出多门、多头领导、各自为政的产 

业管理形式，势必会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市场运作上， 

有关经营主体的市场准入、市场竞争、市场推出规则尚未规 

范。这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既难以形成文化产业经营的 

合力，又使经营单位在工作中无所适从，从而加大了文化产 

业的经营难度。 

(二)思想观念滞后，运行机制不活。虽然提倡解放思想 

已多年，但在文化发展方面仍然思想老化，观念陈旧，还没有 

把文化的商品属性与先进性有机统一起来，没有充分认识到 

文化的经济属性，把文化融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文化体制 

改革难度大，“等、靠、要”问题突出，市场适应能力弱。文化 

企业的经营者多数文化程度较低，知识面狭窄，知识更新不 

够，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知识掌握较少，缺乏资金运作、市 

场营销和管理方面的技巧，缺乏投资和风险管理的能力，尤 

其是许多文化艺术机构的人员普遍缺乏营销能力。许多文 

化企业和个人的创意很好，但由于缺乏把握商机的营销能力 

而不能很好地实现经营的目标。 

(三)资金投入不足，结构欠合理。政府投入文化方面的 

建设资金十分有限，目前衡阳市涉及文化产业的单位绝大部 

分是国有单位，靠的只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单一、有限，现 

有的文化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有机整合，没有形成文 

化产业链、产业群，产品科技含量较低，缺乏市场竞争力。经 

济增长点一直集中在农业和工业上，而且文化产业又是近些 

年逐渐发展起来的，还没有形成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 

增长点。全市在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单位和个体户中，从事新 

闻、书报刊、电影制作和文艺表演的单位25个，占总数的3． 

3％；从事文化产品销售的 169家，占总数的22．3％；从事其 

他服务的565家，为总数的 74．4％。文化资源的闲置、浪费 

现象比较普遍，对文化产品的推广策划和市场运作乏力。 

三 促进衡阳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 

文化产业被视为二十一世纪的“朝阳产业”，在国内外发 

展十分迅猛，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文化产业的兴起，为 

一 些经济资本相对较弱而文化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提供 

了新的发展机遇。衡阳的历史文化特色不要说在湖南，就是 

在全国也比较突出。文化特色突出的衡 阳，应该把握机遇， 

充分挖掘和开发文化资源，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把文化产 

业打造成衡阳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一)实现文化观念创新，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 

进衡阳文化产业发展，必须改变不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传统 

文化观念，实现文化观念的创新。“文化产业的市场化运作 

能够使人民群众在享受文化产品的同时有更多的选择 自由， 

而选择自由度的增加会进一步刺激文化产品的生产，同时又 

进一步刺激文化消费，进而使文化产业的生命力持续旺盛， 

影响力不断扩大”。_6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由过去的“办文化” 

向现在的“管文化”转变、由直接管理 向间接管理转变，把文 

化市场的管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确定文化企业的市 

场主体地位。目前，衡阳市从事文化产业经营的主体大多处 

于半事业、半企业状态。“半事业”是指 国家拨一部分款，保 

证基本的事业经费；“半企业”是指文化产品可以进入市场流 

通，单位有少量的经济收入。这种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状 

态，使文化单位经营无大风险，无需想尽办法去开拓市场，导 

致文化单位的员工缺乏创新意识和危机感。为此 ，政府对文 

化的管理方式应当由单一行政手段的管理机制转变为行政、 

法律、经济、舆论监督等多种手段并行的综合管理机制，对文 

化企业的管理实行政事分开、政企分开，使各类文化组织成 

为具有独立利益的、自主经营的文化事业实体或社会文化团 

体，而不再是文化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政府要对文化产业发 

展进行规划，及时发布产业政策、动态、市场供求信息，努力 

打造文化产品和项目的交易平台；要建立健全文化创新战 

略，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创新环境，实施激励文化创新机 

制，设立文化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投入专项资金扶持文化创 

新；鼓励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推进高新技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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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与文化产业的结合，培植开发与高新技术密切结合的项 

目，提高文化产业生产和服务的科技含量。 

(二)打造文化品牌，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衡阳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促进衡阳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必须加强 

研究，大力培育特色文化品牌。特别是加强对衡阳历史文化 

遗产如南岳宗教文化、船山思想文化、石鼓书院文化、蔡伦科 

技文化等的研究、保护、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充分发掘本 

地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业，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如耒阳温 

泉；常宁印山、天堂山、西江；衡阳县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等 

都为衡阳市文化产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湖湘文化 

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要紧密围绕 

湖南省文化产业的整体战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实施从“引 

进来”向“走出去”战略转变，制定和实施文化与文化产业的 

“走出去”战略，实行“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的改革开放新 

格局。要放宽市场准入政策，鼓励 民营资本对文化产业投 

资，在现有政策已许可民营资本流入的文化产业行业，市政 

府应予以支持，多元投入、多元发展来拓宽文化产业的发展 

空间；要有效利用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列；要扩大政府 

财政投资，发挥政府投资的杠杆和导向作用。这不仅能解决 

文化产业市场资金运行的“瓶颈”问题，还能大大丰富文化产 

业结构，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推进衡阳文化产业发展， 

必须对全市文化资源进行大整合，培育和造就一批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和文化创新能力、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 

文化产业集团。市政协委员谭明生在讨论“十一五”规划纲 

要时说，衡阳文化产业发展，要发挥三个优势。一是要恢复 

建设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宋代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的石鼓书 

院，拓展衡阳的文化内涵；二是要加大对船山思想精神的宣 

传，促进湖湘文化的弘扬和继承；三是要加速对市群众艺术 

馆、衡阳市图书馆、衡州大剧院等大型文化设施投入建设。 

(三)营造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培育复合型文化人才。为 

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 

知》(国发[2000141号)，衡阳要适时出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的优惠政策和实施办法》，通过增加财政经费投入的政策、税 

收优惠的政策、用地倾斜的政策、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政策、分 

配及激励政策等，为衡阳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宽松的 

政策环境。发展文化产业和其他产业一样，人才是关键，这 

也是文化竞争力的核心所在。人才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战 

略问题 ，人才就是资源，人才就是资本 ，人才就是品牌。文化 

企业的管理者既要具备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创新能 

力，又要具有文化艺术素养和艺术创造力。为此，政府和文 

化产业各部门要打破各种条件的限制，建立灵活的人才引 

进、培养和使用机制。一方面要与教育机构合作，培养、打造 

和拥有一批真正高层次、高水平和高质量的文化产业管理人 

才队伍；另一方面可以组织一批权威的个人和单位组成文化 

产业技术性指导委员会，利用讲座、培训、刊物、咨询等形式 

为文化产业提供智力支持。要积极发现和保护民间文化艺 

人，发挥他们在传承民间文化艺术领域中的作用；要培养和 

引进文艺名家、文化研发人员，鼓励他们多出原创性作品，提 

高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要大力培养文化经营管理人员、 

文化企业家、传媒家等各类文化人才，促进文化产品的传播， 

从而为加快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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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nnna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Hengyang’S 

Cult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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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culturalindustryistheimportant approachinflo~ shing socialist culture and satisfying people’s demandfor spi~- 

itual culture．It is also the necessity ofpromoting the coordinat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eP．onolnic society．The article mainly 8cus8es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0f Hengyang’s cultural industry，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吼temlel啪 on how tO promote 

dly the development of Hengyang’s cultural industry 80 as to realize the m 删 goal 0f culturally strong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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