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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野下我国文化贸易转型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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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文化贸易“由逆转顺”的大背景下，如何优化文化贸易结构，推进文化贸易转型

发展是一个重要课题。文章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梳理了我国文化贸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观点的提出，分析了其重大意义，提出了供给商品结构、供给主体结构和供给渠道三个主要改革

内容，并从产品创新与品牌打造、供给模式创新与外贸供应链整合、文化产业组织创新与企业创

新主体作用发挥、文化治理模式创新与鼓励创新氛围营造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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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还有

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理念与意识形态的传输、碰

撞和渗透，它是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之

一。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大发展，尤其是

“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持续推进，我国对外文化

贸易也取得较快发展。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统计研究

所发布的报告《文化贸易全球化：文化消费的转变

——2004—2013 年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国际流动》指

出，早在 2010 年，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就已经取代美

国成为世界第一
[1]
。2016 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

总额达 885.2 亿美元，其中出口 786.6 亿美元，实

现顺差 688亿美元
[2]
。 

文化贸易“由逆转顺”，标志着我国的文化产品

和文化服务逐渐走向世界，逐步获得认同。但在这

些宏观数据背后，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文

化贸易总体顺差，但文化服务贸易逆差、文化输出

逆差的现象，以及文化影响力的区域局限性问题仍

然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理念和理论，打破文化贸易中低效率均衡与结构

性锁定效应，优化文化贸易结构，加快由文化贸易

大国向文化贸易强国的转变，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一、文化贸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 

2015 年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着力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并进行了专题研究和专门部署。此

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深入到我国经济生活的

各个领域。在商务部 2016年底印发的《对外贸易发

展“十三五”规划》和文化部 2017年初印发的《“十

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中，均提出要贯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

对外贸易、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各省市

也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扎实推进文化领域、对外贸

易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辽宁省在《文化领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中对文化领域的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专门的部署；安徽省在《促进

特色演艺精品出口行动计划（2016—2020 年）》中，

明确指出要推动对外文化贸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各级政府积极推进文化产业和对外贸易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不少专家学者也加强了对这

些领域的深入研究。如范周等人提出了文化产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着力点、落脚点和支撑

点
[3]
；戴翔等人对外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

性、内涵、目标和对策等进行了研究
[4]
。但学术界关

于文化贸易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涉及较

少。为什么要推进文化贸易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改什么，以及怎么改？这些问题尚有待进一步

研究解决。 

二、文化贸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一)优化文化贸易结构的需要 

众所周知，美国的文化产业出口主要以高附加

价值的版权和创意设计产品为主，而我国则以低附

加价值的文化制造业为主，主要借助规模和成本优

势。《文化贸易全球化：文化消费的转变——2004—

2013 年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国际流动》报告显示，我

国出口的文化产品主要集中在“视觉艺术和工艺

品”，金制珠宝和配件占文化产品出口的 46%，居第

一位；其次是雕塑和塑料装饰物，占 10%。我国虽然

在文化产品贸易额上占据世界首位，且文化贸易总

体顺差，但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仍然是处于劣

势地位。因此，推进文化贸易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加大文化内容的开发力度，促进符合国际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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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与创意产业产品”等核心文化产品与服务

的出口，促进我国文化贸易的商品结构优化。 

（二）减少文化折扣，培育文化贸易竞争优势的需要 

距离是阻碍文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这里的

距离不仅指地理距离，更重要的是指文化距离和精

神距离。由于文化差异和文化认知程度的不同，受

众在接受异质文化产品时，其兴趣、认同度、理解

程度等都会大打折扣，产品价值会大大降低。因为，

任何一种文化产品的内容都源于来源地的某种文

化，对于那些在此种文化中生活的受众无疑会具有

较强的吸引力，而对那些不熟悉者来说，其吸引力、

认同度、理解度则会大为降低。由于文化折扣的存

在，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不仅“走出去”难、国际

市场占有率低，而且也被“扣”掉了部分市场收益、

“折”掉了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5]
。因此，推进文

化贸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世界通行的话语体

系，拉进国外消费者的心理距离，“讲好中国故事”，

从而不断培育我国文化贸易的竞争优势。 

（三）适应全球文化消费转型升级的需要 

伴随着全球经济的转型发展，文化消费领域正

在发生巨大变化，从总体上看，全球文化消费需求

开始从以中低端文化产品和服务为主的基本文化消

费，转向逐渐注重产品和服务品质与体验价值的发

展型消费, 以及更加注重个性化与精品化的享受型

消费。而相关数据显示，与美国、英国、日本和韩

国等文化强国相比，我国当前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

文艺精品太少，在全球文化贸易份额中，我国文化

产品占比不到 4%，这与我国经济总量和文化资源丰

富度是十分不相称的
[6]
。因此，推进文化贸易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促进文化贸易产品的转型升级，针对

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加强文化精品与服务的供给，

不仅能适应全球文化消费转型升级的需要，还能获

得更高的产品附加值。 

（四）扩大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需要 

我国文化产业的原创力不足，产业的成熟度及

国际竞争力较之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出口的文

化产品大部分处于品牌缺失，甚至贴牌生产的状态，

缺少中国文化印记，表现文化输出逆差的现象。从

长期来看，这不利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

也不利于我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此外，我国 63%的文

化产品出口到亚洲地区，出口地区和文化的国际影

响力仍具有一定的区域局限性。加强文化贸易的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文化贸易中文化产品和服务

的原创力，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核心文化产品与

服务向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必将进一步扩大我

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三、文化贸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 

文化贸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在文化贸易

领域，从提高有效供给的角度出发，以改革的办法

来推进文化贸易结构的优化，扩大文化产品与服务

的出口，增强贸易主体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中的竞

争力。文化贸易结构，涉及到多个方面，但从供给

侧角度来看，至少涉及到“供给什么？谁来供给？

如何供给？”这三个主要问题。因此，文化贸易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可以从文化贸易的供给商品

结构、供给主体结构和供给渠道与模式三个方面的

改革来予以理解。 

（一）文化贸易出口商品的结构性改革 

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是国际文化贸易的主要内

容。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统计体系（2015）》中将文

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分别分为核心层和相关层两个部

分，如表 1 所示。核心层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一般

处于文化产业的上中游，大都属于内容产业，其产

品与服务的附加值高，竞争力强；而相关层文化产

品（除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一般属于文化产品及

设备的生产制造，处于文化产业的下游，其附加值

比较低，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不强。 

表 1 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统计体系（2015） 

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统计目录 我国文化服务进出口统计目录 

第一部分  核心层 

一、出版物 

第二部分  相关层 

二、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 

三、文化用品 

四、文化专用设备 

第一部分  核心层 

一、新闻出版服务 

二、广播影视服务 

三、文化艺术服务 

四、文化信息传输服务 

第二部分  相关层 

五、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 

六、其他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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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贸易的商品结构来看，我国在文化产品

的相关层，尤其是文化制造业具有相对比较优势，

但在文化产品核心层和文化服务领域仍处于劣势地

位。这不符合我国文化资源大国和经济大国的地位，

不利于我国文化贸易的长期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拓

展。从供给侧的角度，改善文化贸易的商品结构，

就是要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逐渐打造一

批国家文化品牌，加强有效文化内容的生产，不断

提高文化核心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输出比重。 

（二）文化贸易供给主体的结构性改革 

文化贸易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关键是供给主

体的结构问题。文化贸易中只有供给主体充满市场

活力、形成与时俱进的竞争力，才能源源不断地向

国际市场提供有效供给，激活市场需求，创造消费

动力。从表 2 中可以看出，2014 年，国有企业核心

文化产品出口额仅占出口总额的 3.7%，不及外资企

业的 1/10。 

表 2 我国 2014 年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情况（按企业性质划分）单位：亿美元 

项目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贸易总额 243.20 220.42 22.77 

国有企业 15.25 8.26 7.00 

外资企业 103.31 95.48 7.83 

集体、私营及其他企业 124.63 116.68 7.95 

数据来源：《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概览-2015》，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年 5 月第 1 版 

我国核心文化产品的出口由集体、私营及其他

企业和外资企业主导，国有企业所占分量极少。这

与国有企业作为我国文化企业主力军的地位是不相

称的。从供给侧的角度改善文化贸易的主体结构，

就是要在充分发挥外资企业、私营企业文化贸易作

用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国有文化企业的改革，提高

国有文化企业的国际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力，增加

国有文化企业文化产品的开发，提高其文化产品的

出口总额，使其在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中能处于“三

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 

（三）文化贸易供给渠道、供给模式改革 

外贸增长的新动能，不仅取决于供给什么，同

样取决于怎样供给。2014 年，我国核心文化产品出

口中，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占 34.2%；文化服务输

出总体呈弱势形势；出口市场比较集中，前 15位出

口市场出口额占比达到 76.3%。在文化贸易中，由于

缺乏供应链运营的话语权和控制权，导致中国文化

企业更多地集中在文化制造业出口，但还不能创造

出更多的原创文化产品与服务，更掌握不了最好产

品的销售渠道。 

随着国际文化贸易的发展，新领域、新模式和

新技术不断涌现，个性化、分散化的文化需求特征

在国际文化消费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因此，在

文化贸易流通领域，在巩固传统文化贸易模式的同

时，努力发展新型贸易业态，创新文化贸易出口模

式和供给渠道，打造外贸供给方式的结构多样化，

显得尤为重要。 

四、推进文化贸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举措 

文化贸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靠创新驱动，

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推进文化产品创新，打造自主文化品牌 

文化消费是可以被引导和创造的，关键在于经

营主体如何以优质、有效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激发境

外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推进我国文化贸易商品结构

的优化升级，一是要有计划地加强对需求端，也即

国际文化消费市场的具体研究，了解各国文化消费

领域的思维体系，了解不同国家对国际文化消费的

热点与兴奋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及输出的各个

阶段，均采取融合性策略，以需求端的思维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缩短文化距离，减少文化折扣，加

强有效供给；二是要充分利用我国悠久历史和传统

文化等丰富的文化资源，逐渐打造一批国家自主文

化品牌，鼓励创新，加大文化内容的开发和生产力

度，引导文化产品的多样化发展，实现由低附加值

的工业制成品输出为主向高附加值的文化创意产品

和文化服务输出为主转变。 

（二）推进供给模式、供给渠道创新，整合文化贸

易供应链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化的发展，国际文化消费市

场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文化贸易的新技术、新模

式也不断涌现。推进文化贸易的供给模式、供给渠

道创新，一是要稳步推进文化资本输出，由过去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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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文化产品输出逐渐向文化产品与文化资本输出

并重，通过资本输出，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文化管

理模式和机制，赚取国际文化市场的超额利润。二

是要政企联动，构建国际文化贸易合作体系，建立

健全双边、多边政府间文化贸易对话与合作机制，

通过文化自贸区、保税区、海外文化交易中心等文

化贸易平台和服务平台的建设，创新文化交流、文

化推介形式，拓展文化交流与合作空间，打通国际

文化流通渠道；通过跨国文化企业和文化资本的输

出，逐步整合文化贸易领域的供应链，参与国际文

化贸易规则的制定，增强文化贸易的话语权。 

（三）推进文化产业组织创新，充分发挥企业创新

主体作用 

改善文化贸易的主体结构，充分利用不同类型

企业的优势，加强对外文化贸易的优化发展，一是

要由单纯的文化商品、文化服务走出去策略向文化

企业与文化产品、文化服务走出去并重的策略转变，

支持和鼓励一批文化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文化企

业拓展海外文化市场，扩大境外优质文化资产规模，

将它们培育成大型跨境文化公司，有效整合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的各种资源。二是要加强对外文化企业

协作会等互助平台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渠道、

信息等资源共享，实现抱团发展。三是要加强高素

质文化经营人才、技术人才的培养，提高文化企业

的内生创新能力，不断开发和生产出国际市场需要

的文化创意产品，提高国际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四）推进文化治理模式创新，营造鼓励创新、支

持创新的良好氛围 

文化贸易的转型发展源自于国内文化产业的转

型升级。在推进文化产品、文化供给模式和文化企

业创新发展的同时，也需要推进政府宏观管理模式

的创新。一是要推进政府职能由文化管理向文化治

理转变，加大文化治理制度的变革力度，加强文化

人才培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社会诚信体制的建

设，营造良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环境，促进国内

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二是要出台一批支

持和鼓励外向型文化企业自主创新的扶持政策和优

惠政策，促进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整合创新资

源，避免创新孤岛，形成创新合力，实现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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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s cultural trade tran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FANG Chun-jie 
(Business College,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Hefei 230088, 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cultural trade being "reversed", how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cultural trade 
and promote the transition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rade is an important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t makes clear how China’s cultural trade’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came into being, and 
analyzes its significance. It emphasizes the three main contents of the reform: the supply of commodity structure, 
supply structure and supply channels. Lastly, it puts forward specific reform measures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product innovation and brand building, supply mode innovation and foreign trade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in the 
the cultural industry,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 culture, and the main role of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encourage innovation atmosphere. 
Key words：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cultural trade; transition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