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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族，“创意产
业”、“文化创意产业”、“内容产业”、“出版产业”、“版权产
业”，尽管每个概念都有着特定的内涵，但他们毕竟是在一个
大的经济文化背景之下产生出来的，有着相同的“基因”；他
们尽管“性格”各异，但在相互作用之下，使得他们所依托的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竞争力或者说“软实力”得以迅速发
展。

在我国，文化产业已然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发展指标，
是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而在我国不同的地区，文
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现象，在文化产业相关研
究，包括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出版产业和内容产业等方
面的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选取了十年以来这方
面的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并作为对我国文化产业相关研究
地区差异分析的切入点，通过数据统计分析，从区域社会经
济文化语境的角度进行区域差异研究。

一、数据分析

首先将本文所选取的研究文章以及在进行数据统计中
所涉及的方面进行说明：

1、研究文章统计自1998年至2008年中国期刊网全文数
据库。

2、按照“题目”检索项中以“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
化创意产业”、“内容产业”、“出版产业”为检索词来进行精确
匹配的初级检索，然后再按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台、港、澳地区进行精确匹配的二级检索。

3、在二级检索中笔者的检索词不仅包括全国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还包括各省的省会、重要文化城市，如浙江省除
了检索“浙江”之外，还检索了省会杭州，以及浙江重要的文
化城市宁波；河南省数据包括郑州、开封、洛阳；广西壮族自
治区的数据包括南宁和桂林；云南省的数据包含昆明和丽

江；广东省的数据包括广州和深圳；福建省的数据包括福州
和厦门；甘肃省的数据包括兰州和天水、敦煌；内蒙古自治区
的数据包括了呼和浩特、包头、赤峰，等等。另外，在查询北
京的数据时，还包括了“首都”这个检索词，对首都文化产业
的研究计入北京的数据之中。

4、因为有些中小城市文化产业相关研究非常少，如娄
底、宜昌、郴州、安庆、宝鸡等，笔者无法将每个城市都检索
到，所以每个省份、自治区统计数据的精准性无法做到百分
之百。

5、由于笔者无法每一篇都完整阅读，所以其中会有一些
十分少量的文章属于重复的同一篇文章，也被重复统计的可
能性是存在的，但数量非常少，并不影响每个省市的整体情
况。

6、在这些文章当中，有少量的国内城市比较研究类文
章，如《四川、广西、云南三省区文化产业比较研究》，在统计
时分别统计在两个城市的数据当中。

7、其中一些文章的题目使用了“我省”、“我市”这样的表
述，而未写明省市的名称，比如在“文化产业”的3759篇论文
当中就有9篇标题中含“我市”，33篇含“我省”，由于多数为
各省市报告性和新闻性文章，本文在统计时未将这一部分统
计在内。

8、由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也并未包含全国所有的报
纸和出版刊物，有一些报刊并没有进入数据库，但是笔者认
为中国期刊网上所收录的文章完全可以代表我国当前文化
产业研究的现状。

我们先从数量上来看，十年来关于“文化产业”研究中各
省市研究的文章共计867篇，其中50篇以上的有四个省市，
分别为广东、云南、北京、湖南，而 10篇以下的，除了台、港、
澳之外，也有 7个省市之多：津、皖、琼、吉、宁、青、渝。按照
七个区域来统计，西南地区数量最多，东北三省文化产业研
究的数量最少，其次为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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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研究方面，在地方性研究的 331篇文章中，
仅北京、上海、浙江三个地区总和为 203篇，占总数的六成，
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创意产业研究都十分少。“文化创意产业”
研究的区域布局与“创意产业”相类似，也主要集中于北京和
浙江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东北和西北地区仍然处于劣
势状态。

我们可以从表 1的数据中看出，针对地方性的“内容产
业”和“出版产业”研究文章的数量本身就不多，在“出版产
业”研究的46篇当中，有15篇为台湾地区出版产业研究，而
大陆各地区出版产业的研究相当少，其中广西和北京的出版
产业研究文章数量居前。

从绝对数量上来分析，研究者普遍对“文化产业”这一概
念使用较多，一些主要城市，像北京的文化产业相关研究文
章，使用“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三种产业
提法的数量大致相当；而在上海，“创意产业”明显多于“文化
产业”，远远多于“文化创意产业”；在广东，“文化产业”研究
也明显多于后两者的研究，而在云南，对于“文化产业”研究
居于全国的前列，而其余相关方面的研究均属空白。

在对七大区域的总体比较来看，东北和西北地区在五项
“文化产业”相关研究方面均落后于其他五区，而单从数量上
来看，经济上并不处于明显优势状态的西南地区在“文化产
业”、“出版产业”方面的研究数量却领先于经济发达的华北、
华东、华南地区。

从上面简单的数据分析来看，我国在文化产业相关研究
方面存在着地区差域，这种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但又不完全同步，如地区生产总值比较高的辽宁、福建、河北
等省，其文化产业相关研究数量偏少，而像云南、陕西、广西
等省，尽管地区生产总值相对较低，但文化产业相关的研究
文章却相对较多。详细的情况可以比照下表。

表2：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与文化产业相关研究

数量对照表

（数据说明：1、各省市自治区GDP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地方

政府工作报告，http://www.ce.cn/macro/gnbd/dszl/zh/200603/02/t20
060302_6251590.shtml 2、各地文化产业相关研究数量为对于文化

产业、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出版产业、内容产业研究的文章数量

相加之和。）

数据只代表着一种表征，而在数据背后所隐含的形成数
据的真正推动力才是我们要努力探索的东西。差异的存在
是一种发展不均衡的表现，也不利于我国文化产业整体的提
升，以及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甚至影响社会和谐发
展的进程。透过数据，找到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以及对策，
是本文的目标。

二、造成区域差异的原因：理念与概念

一项产业，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都离不
开两部分的协调发展，一是实践，一是科研。文化产业研究
与文化产业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勿庸置疑，用理论
研究来指导实践的发展，还是用实践的经验来促进理论研究
的繁荣，其实两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然而，有人要问，那些
文化产业研究繁荣的地方都是经济发达的地方，我这里文化
产业不发达，怎么可能将这方面的研究搞上去呢？应该说，
产业发展的落后与产业研究的贫乏是有关系的，但这绝不是
必然的结果。笔者认为，产业研究的繁荣一样也会促进产业
发展，只有双方共同努力，相互结合，才能达到共赢的目标。

笔者认为文化产业区域性研究的丰富与贫乏的首要原
因来自于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理念创新。可以说理念是产
业发展的“总阀门”。2006年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推
开的第一年，一些省市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有了动作，而一
些省市在文化体制改革、解放文化生产力、抛掉传统的文化
事业发展观等方面还存在着理念上的滞后。理念的滞后不
仅导致了具体改革措施的不力，导致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停
滞，同时也导致了文化产业研究的贫乏。

对概念认同的不一致也是造成文化产业相关研究区域

区域

总篇数

华北

华东

华南

华中

东北

西北

西南

省、自治区、
直辖市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上海
山东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福建
海南
广东
台湾
香港
澳门
河南
湖北
湖南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陕西
宁夏
甘肃
青海
新疆
广西
四川
贵州
云南
重庆
西藏

文化
产业
3759
58
4
15
33
17
25
42
37
40
6
10
19
8
85
3
4
0
39
35
54
15
1
30
48
8
15
4
12
45
43
21
79
7
12

创意
产业
1332
105
9
3
2
2
71
7
5
27
4
1
9
0
16
5
13
2
3
5
9
3
0
10
5
0
0
0
0
4
5
0
0
6
0

文化创
意产业
437
81
0
2
2
0
6
7
2
13
1
0
5
0
4
4
7
0
1
3
7
0
0
4
3
0
0
0
0
2
0
0
0
2
0

内容
产业
120
0
0
0
0
0
2
0
1
0
0
0
0
0
0
2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出版
产业
375
5
0
2
1
0
0
0
1
0
0
3
0
0
1
15
0
0
1
1
3
1
0
2
3
0
0
0
0
6
1
0
0
0
0

合计

6023
249
13
22
38
19
104
56
46
80
11
14
33
8
106
29
24
2
44
44
74
19
1
47
59
8
15
4
12
57
49
21
79
15
12

表1：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台、港、澳地区文化产业相关研

究文章篇数统计表（1998－2008、7）

省市自治区

（产值降序）
广东
山东
江苏
浙江
河南
河北
上海
辽宁
四川
北京
福建
湖北
湖南

黑龙江
安徽
山西
江西
广西

内蒙古
陕西
天津
吉林
云南
重庆
新疆
贵州
甘肃
海南
宁夏
青海
西藏

地区生产总值(单
位：亿元)（2005年）

21701.28
18000
18000
13340

10535.2
10116.6
9143.95
8015

7385.1
6814.5
6487

6484.5
6473.61
5510

5375.8
4100
4070
4016

3822.8
3673
3665

3614.92
3400
3100
2680
1942
1894
903.6
599.4
543

250.4

文化产业相关研究
数量
（篇）
106
56
46
80
44
22
104
47
49
249
33
44
74
19
11
38
14
57
19
59
13
1
79
15
12
21
15
8
8
4
12

排序

2
9
12
4
13
17
3
11
10
1
16
14
6
19
27
15
23
8
20
7
24
31
5
21
25
18
22
28
29
3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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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的原因之一。在我国，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各个区域
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要
措施。由于各区域地理、人文、经济等具有各自的特点，经济
发展上也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发展文化产业的侧重也自然有
所不同。“文化产业”是一个范畴很广的概念，不仅有核心产
业，还包括了大量的外围和相关的产业，从上游的创意、设
计、构思开始，直到下游的延伸产品的开发推广，形成了一个
长长的产业链。而造成文化产业研究区域差异的原因之一
就是对“文化产业”概念认知和认同程度的不一致。

根据很多学者的观点，“文化产业”一词最早出现在
1947年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著的
《启蒙辩证法》一书中，80年代传入中国。2003年文化部将
文化产业界定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
性行业”；2004年国家统计局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界定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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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正
式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由于国家整体规划对大力发
展“文化产业”的倡导，也使得在研究领域对“文化产业”区域
性研究数量占绝对优势，尤其是以对北京、广东、云南地区文
化产业研究的数量为多。而由于区域特点不同，有些地区传
统的文化产业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内容的开发以及产品与服
务的创新成为发展的新亮点，因此，一些地区在发展文化产
业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以“创意产业”为主的发展战略。比如
上海，从表 1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上海创意产业研究的数量
要比上海文化产业研究的数量多出两倍。而在北京，由于历
史文化底蕴浓厚，有些专家的提出了在北京发展“文化创意
产业”的构想，将文化与创意相结合，并不是单纯追求创意经
济，同时强调文化元素，因此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数量
要比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数量多得多。而对于“内容产
业”和“出版产业”的概念，来自于其他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提
法，比如日本将我们所说的文化产业称为内容产业，而在美
国则强调版权产业。而版权产业是一种带有法律范畴的概
念，有关地方性版权产业的研究十分少，笔者检索了十年中
版权产业的期刊文章共 51篇，其中只有新疆和四川各有一
篇研究其地方版权产业的文章。所以本文在进行文化产业
相关研究的统计时未将“版权产业”研究列入其中。

三、缩小区域差异的策略

1、政府牵头，举办国际性或地方性文化产业博览会，或
者出版产业交易会等，利用会展平台推动区域文化产业的发
展，并将区域文化特色推广出去。比如，我国的东北和西北
地区，都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源，目前文化经济还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文化的经济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区域文化消费市场
有待于扩大，消费者对于文化产品的热情还不够高。在这种
情况下，充分利用和开发区域特色文化资源，打造有地方独
特性的文化品牌，逐渐转变传统的文化事业发展思路和模
式，才能与文化产业发达地区的差异逐渐削平，同时也会促
进文化产业研究的繁荣。

2、在政府部门和各大高校建立起研究文化产业的专门
系所，一方面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另一方面加强文化企业
与研究部门和机构之间合作。通过对文化企业的深入了解，
加强对本地或本区域内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的研究。

3、用最短的时间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科学研究
本来就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科学研究的优
秀成果尽快应用于文化产业的生产环节当中，用来指导文化
产业的未来发展，以研究促产业发展。

4、加强地域特色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差异化研
究，以研究成果的广泛发布来扩大区域文化产业的知名度，
提高文化品牌的影响力，来弥补实践上的滞后，并带动产业
实践的快速提升。

5、展开相类似地区文化产业研究的合作，比如少数民族
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闽南地区、长三角地区等等，加强
这些区域的合作研究，共同探索区域内文化资源的特点，加
强对话交流，促进某种文化产业圈的形成，并促进文化产业
集群化发展。

6、支持鼓励出版区域性文化产业研究书籍或研究报告、
发展报告、战略分析等出版物，在这方面，北京、上海、广东、
湖南、四川、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均有文化产业的相关研究
出版物，广州、成都、昆明、深圳等城市也出版了研究城市文
化产业的书籍。有关部门对这方面的支持也会无形中激起
研究人员对当地文化产业研究的兴趣。

实证分析

（紧接第30页）从而将漩涡越卷越大，最后促进政府就公众
所关注的问题做出回应。

四、结语

时代在进步，社会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随着媒介技
术的发展，人类传播和交往的方式也在日益复杂化，同时也
就预示着媒介、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着变
化。议程设置并不是孤立地在复杂的社会体系中运行，它
也是一个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动态过程。实践催生理
论，理论指导实践，两者始终相互交替、相伴而生。具体情
况在变化，议程设置的主体和客体以及设置议题的方式也
在不断发生着转化。议程设置理论向我们展示了在有关农
民工问题的产生、发展和解决中，政府、媒介和公众各自所
处的位置，所持有的态度，所发挥的作用，为我们提供了一
些启示，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对于农民工问题，
各方应该如何看待问题和矛盾，应该如何去缓和、梳理和解
决矛盾，在保证实现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和保障农
民工的生存权利，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国家各项
发展战略方针的实施。总之，加强对议程设置的研究和理

解，对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B.科恩：《新闻媒介与外交政策》[M]，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

社,1961年，第13页。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216页。

①

②

更正
2009年 2期《新闻界》杂志刊登的西安工业

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刘磊、西北大学传播系硕士研
究生白大陆合作撰写的《19世纪美国商业广告
名片的“昙花一现”》一文，目录中页码标注有误，
标为“173”，应为“175”，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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