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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第一章

导论

1.怎样理解文化与经济的基础性关系?

2.什么是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

3.文化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

什么?

4.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是什么?



文化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形态和重要现

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通过文化经济实

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文化发展的经济性推进，是

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的文化行为和经济有为D 研究文

化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揭示文化经济对于现代社会

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丰富人们关于文化和

经济的理论系统与政策系统，实行新的社会文化和盟

民经济发震模式，文化经济学正曰益作为一门新兴的

交叉性学科成为一个崭新的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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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经济的基础性关系

导

论
文化和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翼，是社会系统的两大子系统。文

化经济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精神和知识作为财富

之摞的特殊存在方式。探究文化与经济的一般关系，就是研究文化经济

学的前提，也是展开关于文化经济问题理论思考的基础。

一、文化与经济的共生、同构、互动和一体化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决定文化的发展;文化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支配和影响着历史运动。这是关于文住与经济关系的一般理解。

然而，从文化和经济的发生来看，经济与文化本来并不具有这种关

系。"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钉的

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①作为人的本质存在的一

种体现，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它{门都是人作为自然界本身的一部分，为

维持和繁衍自己的生命存在商生产人所必需的消费品的历史过程中产

生的结果。在这里，劳动具有特别重要的、决定其他一切方面的意义。马

克思说，动物只生产它自己，它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而人黯再

生产整个吉然界c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朝需要来塑

造，商人则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

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有意识的生产活动直接把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

区别开来。吃育意识的生产活动，包含人的全部活动的目的性。这种目的

性不仅使人的活动成为一种有意义的过程，而且使得这种有意义的过程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29 页，人民出旅社， 19750
②马克思 :0844 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 ， 50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0



的结果也是有意义的。因此，这个过程所产生的哪怕是一块最粗笨的石

头，它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存在。正是这种"有意味的影式"存

在，才使得它既是经济的，也是文住的。说它是"经济的

的物质形态的玫变满足人类为自身生命存在的物震需要，而任何又对才子这

一过程结果的储存，都是可以形成财富的:说它是"文化的

载着人类对于生命对象的理解租思考，记载着思想、意识甚或情感的过

程，是精神对于物质所曾经达到的一种理解和把握的文明高度的象征。

因此，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来说，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也都是文化活动，

都具有文化意义，同时也就使得文化本身从它一开始就内蕴着经济的因

子，商经济也内蕴着文化的国子。今天，人们对早期人类社会所达到的文

明程度的把握，并不是它们所留下来的作为观念影态的东西，再是"最

粗笨的石万"。因为迄今为止的人类所有的考古史证明"没有一只猿手

曾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勾才新、 18石器文化时代的划分，

其依据就是人类打制石器所达到的精致度和丰富度。因为正是这样的石

刀，开始了人类创造自己生命形态的文明史，商人类对"任何物种的尺

度"的把握的思维的历史过程、形式美的认识，进市引发的整个人类精

神世界的生动展开和飞越的全部信怠，也就记载其中了。今天的人类是

凭借着它们来解读、认识和了解自己历史的。因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

上，文化和经济作为人的生命行为和生命力存在方式的过程系统和体

现，统一地存在于罔一的对象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形成了一

种原初形态的文化经济共同体，即文化经济一体化。这样，经济就不仅是

财富运行的过程，商且是人以文化促动物质形态的改造和应用的过程，

即在用"内在居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的同时，戴予经济发展以内在动

园，推动了对象的发展。丽文化在作为经济的内在因素的同时，也随着经

济的发展而发震。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化与经济

的关系就表现为以共肉体或一体化为特征的互动关系。离开了这样一种

关系性存在，文化和经济作为属人的存在形态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价值

和根据。真正自觉的、合吕的的、现代意义上的以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

消费手口流通为主捧特征的文化经济活动，黯是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到一

定i阶段后才出现的. ~p在人类自觉地发现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经济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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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509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之外的一种财富之源，以及成为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后才出现的。

由于人类一切为生存和发展而发生的经济行为都具有文化的意义

和意味，它们也就都是文化行为。文化在经济中的存在，不仅存在于人的

行为过程中，而且存在于人以劳动将自己对象住了的物质财富之中。因

此，在这一文明进程中所形成的经济结构，都是人类文化生长的物质表

现形态一一物质文明，这种文明形态的每一次提升，都是当代意义上的

文化形态第一提升的结果。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佳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书中所揭示的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经

济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所要回答的正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气盾与

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而以精神生产为主要特征

的人类文化行为一一精神的行为，则是在这同一生长过程中文明表现的

另一种形态一一精神文明。这一文明形态的符号系统和意义系统，全面

展示了人在进有物质文明创造过程中的思想、意识、感情及精神世界体

系。正是这种浸透于物质对象之中、又远过物贯对象的存在形式的深刻

变动而表现出来的意义世界和形态系统的存在，捏人与动物世界本贡地

区别开来了。这就决定了人类社会在生长过程中，文化和经济的演进的

同步性、文化结构与经济结构在质的规定性上呈现出一种力的同梅关

系:农耕文化与自然经济相适应，工业文化只能是以蒸汽抗革命为代表

的大工业经济的产物。而每一次经济结构的革命性变动，必然伴随着一

次巨大的文化革命。同样，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又必然给

经济结构的革命以历史趋势的指引。这种力的同构关系，决定了文化发

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即一定的经济结构必然有存在其中或建立

其上的文化结梅一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一定的文化结构又必然埠

以其特殊的形态一一知识和心理结构，以及由这两者构成的全部意义系

统一一生动地表现经济结构全部的丰富性，并随着经济结梅的运动变化

而发生与之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辩证运动。经济结构实质上是一种文化

的结果，这是文化与经济发震的全部历史动力学依据。正是由于这种同

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力学运动，才使经济在发展过程中 a益生

长出文化园子一一一种关于存在意义的心理学指向，不断地向文化领域

全方位地交叉拓展，致使大经济现象中的文住含量日益突出，在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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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面上形成广泛的经济的文化现象气一切以人为本，文化附加莹构成

了一殷商品重要的价值成分，不仅形成了文化的商品产业群，商旦出现

了诸如技术美学和人类工程学这样关于技术人文的科学研究系统和学

科群;才使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日益生长出大经济困子一一一种关于价值

的经济学指向，不断地向经济领域全方位地交叉生长，致使大文化现象

中的经济含量日益突出，在大文化的层次上影成了广泛的文化的经济现

象"买楼还珠"精神消费的需求实现了对于物质消费需求的本体性超

越，使得一切关于知识和美的精神文化创造获得了财产和财富的价值认

同，以文化的经济价蕴为追求目标的产业一一文化产业道运而生，从而

在全新的意义和层面上形或了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这是文化与经济的

历史学，是文化与经济在历史的运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关系和基

本规律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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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增长和经济恙量增长

"文化增长"是在现代文化经济背景下的一个文化概念和经济概

念。它既是关于文化经济总量的增长，也是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当代转

变，因而是综合性很强的集合穰念，更深刻地反映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就文化本体论意义而言，任何形态的文化增长首先是对人类在精神

层次上所获得的一种历史整体性提升的过程趋势及所达到的文明高度

的描述，而这种增长无论是就自身的物化成果所创造的价值，还是就它

通过对人力资源素质的整体提升后转变为生产力(实摆上是对生产力

主体的结构性革命)所创造的价值，它都是可以给社会带来直接的经济

数量的增长。这就使文化增长本身在意义上具有双重属性。

文化经济总量增长与文化力水平密切相关，是指以文化产品的生

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为核，岛内容的文化产业所创造的经济给值在递升

过程中所反缺的数量比例关系c这种数量比例关系反映的是文化经济增

长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蔚占的比例，以及由这种数量的比例关系所揭示

的文化经济发展趋势。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文化经济专门统计指标。仅以

上海为销， 1996 年上海文化产业总产值为 28 1.80 亿元人民币， 1997 年

①宋太庆:{知识革命论 >.15 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 0



为 353.21 亿元， 1998 年为 378.60 1;乙元。增加值分别是 :1996 年为 123.10

亿元， 1997 年为 148.82 亿元， 1998 年为 158.97 亿元;增加值率分别是:

1996 年为 43.70% ， 1997 年为 42.40% ， 1998 年为 42.0%。文化产业增加

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此重分别为: 1996 年为 4.20% ， 1997

年为 4.40% ， 1998 年为 4.30%。①由于上海国内生产总值 (GDP)每年都

以 9%以上的增长率在增长，文化产业所反映的文化经济在 GDP 增长中

的数量在碗就处在一个相当重要的增长位置上，它成为上海国民经济重

要的新的增长点之一。 20 世纪 90 年代贡期，英国文化产业年产值接近

6∞亿英镜，平均发展速度是国民经济增长率的爵倍;澳大科亚文化产

业年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美国则早在 1993 年以文化产业为

核，岛的版权业产值就达 2386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7%0

正是这种数量关系厨显示的文化经济在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中的分量，随

着这种数量关系，以及由这种数量关系的运动所表现的文化增长在经济

增长中比例关系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趋势，作为知

识价值存在形态的文化的经济价值被人们普遍地发现了。 20 世纪 90 年

代起，国际社会普遍地加大了对文化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的揭整，制定

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1997 年美国制定了《北美行业分类系统》

( NAIC剖，突出强调美居以"信息为依托的经济"战略，出版、电影、音

像录制、有线电视节目分镜等当代文化产业的核心成分全部包括在内;

1997 年作为欧盟轮值主露昌的芬兰，成立文化产业委员会， 1999 年发布

《文化产业的最终报告~ ， 20∞年，在芬兰的结议下，欧洲文化产业发震

的框架性合作计结启动。②中国也在 2001 年 3 丹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把文化产业列入国家

发震战略体系，睫确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目棒，这就使以知识经

济的扩张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产业经济成为自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成为当

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

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注重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的投入，商对

知识和技术等文化要素和文化力量的投入对生产的影响，一般认为是外

在的。 20 盘纪 50 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索络通过实证研究ìiE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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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2001 年上海文化发展蓝皮书 >.218-219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0
②《中理经营·论坛导科 > , 2001-05-22 0 



了技术进步是增长的主要摞泉;与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于 1979

年共同获得诺员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 1955 年

发表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首次系统地提出了知识的增长和运题是

决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直接原因的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提示了这样

一种现实:知识可以提高投资的回报，而这反过来又可以增进知识的积

累。知识可以通过溢出效应，在几乎不增加额外投资的情况下反复利用，

以减轻资金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压力。这就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现代转变提

供了全新的理论模型，郎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靠投资和就业的增加，市是

靠技术和知识的投人。而文化经济无论是作为技术样式的存在〈数字艺

术) ，还是作为知识形态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蛊示其在经济增长

方式转变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文化前加值被普遍看做是提高产品和服

务的授资回报的重要手段。文化经济成为衡量新经济增长影态的重要指

标体系之一。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增长为主向内涵增长为主的转化，也

就历史地成为经济增长方式的当代影态和当代趋势。

同经济增长一样，文化增长是属于社会运动过程中的自我发育程

象，部一定社会、一定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综合国力的发展，主要是通过

包括经济和文化的总量增长在内而体现出来的。当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

的实盾就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西方

有关综合国力研究的各种理论中，无论是美国学者克莱因的"国力方

程"\，还是臼本企划厅提出的i测罢崩i量综合国力的"三大要素

张按其体要素来区分，还是按实力的彭态来区分，文化作为体现"战略

意匮

一个重要的指标系统CP①因此，增强综合国力，不仅要大力加强经济实力，

而旦要提高和发震文化力，要主如日大文化增长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中的速

度和力度。文化增长既同原有的文化传统、文化积累和文化经济基础有

关，也同经济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有关:班同经济发震的速度、规模等经

济总量增长有关，也与一定时期的文化经济政策有关。研究文化增长，必

须综合地考察梧关的各种因素。我国和其他国家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历史

表明，文化增长与经济总量的增长基本上呈同步增长的趋势，一个国家

或地区，当人均 GDP 突破 3000 美元，经济结构向高度化提升时，经济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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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硕风: (综合屋为新论}， 6-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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