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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文化产业发展问题调研

赵 金

历经多年努力，云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组织保障体系初步
建立，政策保障机制渐趋完善，产业基础架构开始形成，文化旅
游、民族演艺、珠宝玉石、民族民间工艺等行业走在全国前列。
但就整体而言，依然存在资本积累不足、经济总量小、核心产业
弱、人才缺乏、技术落后、品牌匮乏、市场开拓不足等问题。为
此，由我牵头，省文产办及相关部门参加，就云南文化产业发展
面临的资本、技术、人才、品牌、市场五大问题进行了调查
研究。

一、资本问题

( 一) 现 状
从产业发展角度而言，资本是指广义的资本，既包括市场主

体的资本金，也包括通过上市融资放大的资本增量，还包括企业
可以用于发展的各类长、中、短期债务融资，以及政府的扶持性
投入等。资本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任何
产业的发展都以资本投入为基础，任何产业的繁荣都以资本积累
为条件，文化产业也不例外。

从资本的来源看，文化产业的资本投入包括社会资本投入、
国有非文化企业投入、省外资本投入、企业上市融资、私募股权

云南文化产业发展问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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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战略合作融资、银行信贷、政府财政投入等。云南文化产
业资本投入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

1. 社会资本投入不足
云南省民营经济远不如沿海地区发达，社会资本总量小，对

文化产业的投入明显不足。现有民营文化产业主要分布于民族民
间工艺、珠宝玉石、商业演艺、文化旅游、休闲娱乐、非媒介广
告、文化传播等领域，而这些领域的大部分资本来源于改革开放
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同行业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或小型的
有限责任公司。这些领域往往都不是科技含量高、经济附加值大
的核心产业，占全省文化产业的比重较小，从而导致云南省文化
产业经济总量小、竞争能力弱。由于文化产业属于新兴产业，客
观上存在投资回收期长、专业要求高、运营风险大等特性，主观
上投资人对文化产业不熟悉，从而导致社会资本对进入文化产业
望而却步，其他行业的民营企业转行投入文化产业的很少。虽然
政府的政策宣传已引起部分企业对文化产业的关注，但大多停留
在举棋不定的观望状态。从表层看，热衷于文化产业的企业不
少，但通过深入细致分析，许多投资人的关注点不在文化本身，
而在于文化产业项目可能带来的地产价值。

2. 产业转移性投入不足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成功培育了烟

草、生物、旅游、矿产、电力等支柱产业，这些产业已基本完成
资本原始积累，并且实现了较大的经济总量，一些领域甚至在全
国或亚洲处于领先地位。按照一般市场规律，在国家宏观经济结
构和企业发展战略调整中，部分工业企业会基于发展战略的考
量，转移一部分投资到文化产业等新兴产业领域。但迄今为止，
云南省支柱产业领域中的大型企业、驻滇央企，涉足文化产业的
投资还很少，尚缺乏对文化产业的深入了解和政策的引导和
激励。

3. 省外资本投入不足
虽然云南省每年文化产业招商引资签约数量可观，但存在一

些明显的问题: 一是签约项目多，落地项目少。近年来平均每年
签约项目为 30 ～ 40 个，协议引资 300 亿 ～400 亿元，经初步调查
匡算，每年实际落地项目大体只占签约数的 15%左右，实际到位
资金只在 10%左右。落地项目中投资较实、额度较大、开发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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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是深圳华侨城、浙江宋城集团等。二是复合项目多，纯文
化产业项目少。招商引资项目大多属于文化旅游、文化地产、古
镇开发等领域，而属于出版、传媒、电影、电视、动漫、创意、
信息、科技等领域的项目少，签约项目的主体大多与房地产紧紧
联系在一起，这既反映了文化产业投资的规律，也说明了文化产
业投资的严重局限。三是引资对象中，大型实体企业集团少，具
有独立投资实力的实体经济组织少，制造业领域的企业少，没有
列入世界 500 强和中国 500 强的企业。在每年签约的投资商中，
大多属于从事服务行业或专司资源开发商业运营的企业，这些企
业与云南省签订协议后，往往还有一个二次招商的问题，一旦二
次招商不成功，签约意向即会落空。

4. 信贷资金规模小
近年来，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有关发展文化产业的

政策影响下，驻滇金融机构产生了对文化产业的浓厚兴趣，关注
度不断提高，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力度不断加大，信贷资金规模
有了较大的提高 ( 参见表 1 和图 1) 。

表 1 驻滇银行支持云南省文化产业融资情况汇总表
( 单位: 亿元)

项 目

2011 年 2012 年

本年新增
投放

年末余额
占本年新
增贷款投
放比重

本年新增
投放

年末余额
占本年新
增贷款投
放比重

表内投放 49. 46 143. 87 3. 2% 85. 92 193. 56 5. 0%

表外投放 11. 00 112. 47 0. 6%

合 计 49. 46 143. 87 3. 2% 96. 92 204. 81 5. 6%

然而，对于拉动云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而言，依然存
在很大的局限性: 一是贷款余额总量小。2012 年文化产业贷款余
额为 204. 81 亿元，仅占全省贷款余额 14 144. 38 亿元的 1. 4%，
与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相适应。二是发展不平
衡。云南省 24 家驻滇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文化产业贷款业务
的银行只有 17 家，2012 年文化产业新增贷款余额超过 5 亿元的
银行仅有 5 家，部分银行 2012 年新增贷款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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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驻滇银行对云南省文化产业年度新增融资情况

5. 证券市场发育迟缓
云南省文化产业融资方式单一，除了通过银行业金融机构进

行信贷融资外，没有有效利用证券市场融资，企业债、中期票
据、短期融资券等债券融资以及公司上市融资还没有实质性启
动，保险资金尚未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究其原因，一是缺乏专业
的资本运作团队。无论是大型国有企业，还是中小民营企业，对
证券市场知之甚少，这也与云南省通过证券融资的金融环境发展
较为滞后有关。二是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证券融资市场化程度
较高，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公开、透明、规范有较高的要求，而云
南省大多数文化企业的财务管理达不到要求。三是企业赢利能力
不强，对证券市场的吸引力不够。文化产业的行业分布比较复
杂，地方特色文化产业小、散、弱特征明显，市场主体组织化程
度较低，许多属于小型的有限责任公司，有的甚至是个体工商
户，行业缺少必要的整合。以演艺业为例，本来云南演艺的知名
度较高和市场影响力较强，但多为单个企业甚至单个产品单打独
斗，没有形成合力，整体赢利能力受到限制。云南演艺业的资产
重组、市场整合显得尤为紧迫。从核心产业而言，国有文化企业
承担着引领行业走向证券市场的重任，但省属国有文化企业法人
治理结构建设和产业内在素质提升的任务还很重，资产规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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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拓展、产品创新、赢利水平都有待进一步提升。目前省属国有
文化企业都还在证券市场外徘徊。

6. 政府财政投入仍然有限
一般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利

益的特殊产业，产业投入是市场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但对于
既具有社会效益功能又具有经济价值，而且起点较低、体量弱小
的文化产业，需要政府给予必要的扶持帮助，以发挥财政资金
“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投入。在省委、省政府
的高度重视下，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从每年 2 000 万元增加
到 2013年的1. 4亿元，并且每年新增2 000万元; 各州市文化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每年合计 1亿元左右，但全省共计不足 2. 5亿元。这
个规模对于扶持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难免显得捉襟见肘，在专
项资金的使用上存在重点不突出，有限的资金引导功能发挥不足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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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云南省文化产业增长情况

由于资本投入不够，全省文化经济总量增长受到局限。按照
2003 年云南省制定的地方统计口径，云南文化产业增加值和占生
产总值的比重快速提升。2012 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 635 亿
元，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6. 1%。

2012 年，中宣部、国家统计局印发了 《文化及相关产业分
类 ( 2012) 》，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概念做出了新的定义，对涵盖
的内容做出了调整。国家统计局在此基础上修订了 《文化及相关
产业统计制度》，要求各省 ( 区、市) 统一核算方法和口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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