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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民营文化企业扶持体系构建研究+

倪良新8，程瑞6

(安徽经济管理学院a．研究咨询部；b．培训中心，安徽合肥 230059)

摘 要：近年来安徽民营文化企业发展不断加快，贡献不断增强，发展环境不断改善。在扶持体系

建设上，初步形成了配套政策体系、产业发展基础，但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组织支撑体系不协调、政策

支撑体乐不系统、要素保障体系不到位、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强化认识，明确

总体思路，采取扶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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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安徽民营文化企业总体上处于发展较快

阶段，截至2013年4月20日。安徽省民营文化企业

已达16 073家，占全省文化产业的96．8％，其在繁

荣活跃文化市场、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扩大社会

就业、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从理论和政策层面予以关注。

一、安徽民营文化企业扶持体系现状

(一)基本构建民营文化企业配套政策体系

民营文化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观念的解放、认识

的深化和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指引。从国家层面

来说，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文化

产业”概念，2009年国务院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

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十二

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

济支柱产业。就安徽省而言，早在2003年的“861

计划”中就将文化产业列为安徽省八大支柱产业之

一；2009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建设文

化强省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强省建设的

指导思想、基本目标和发展思路；2013年2月21

日，安徽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的意见》，5月6日召开全省民营文化企业发展大

会，6月9日，省文化强省领导小组印发《关于促进

民营文化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这些举措对于推

动民营文化企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基本建立民营文化企业发展产业基础

“十一五”期间，安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30％以上，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远高于全省

GDP增速，约占全省GDP的4％，成为安徽经济发展

新的增长点。全省现有民营文化企业16 073家，从

业人员27．9万人，总资产达804．2亿元，主营收入

754，7亿元，分别占到全省文化企业的96．8％、

86．1％、76．5％和82％。安徽省民营文化企业已完全

覆盖文化产业所有类另日。目前，安徽省民营文化企业

呈现创新力度加大和竞争实力提升的特点，研发投入

力度不断加强．全省47家文化赢新制造类民营企业

的研发投入是全省规模以上文化高新制造类企业平

均投入的2．25倍。设计服务类民营文化企业数量在

不断增加，占全省总数的33．9％。据《我国31个省市

区文化产业竞争力实证研究(2008—2010)》结果显

示，ZOIO年，安徽省文化产业在全国竞争力排名为13

位，高于同期安徽GDP在全国排名。

(三)基本进入民营文化企业提速发展阶段

按照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

后，文化消费将有一个较长的持续快速发展阶段。

安徽省2010年人均GDP突破3 000美元，标志着

安徽省文化消费将进人持续快速发展阶段。2003

年以来，民营文化企业提速发展(见表1)，平均每天

诞生3．7家。2009年至2011年期间，则上升为每

天诞生4．4家、6．5家和7．5家。目前，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限额以上批零业和服务业中，民营文化企业

共有991家，期末从业人员、主营收入、总资产分别

占至U 42．7％、73．7％和65．4％。特别是其中的民营．

文化企业100强，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44．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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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安徽省民营文化及相关企业开业时间分布情况

Table 1 The opening times of private cultural enterprises of Anhui

(四)基本形成民营文化企业行业地域特色

安徽省民营企业主要分布在文化产业及相关企

业lo大类别中，按单位数由低到高的顺序为：广播电

视电影服务0．85％，文化专业设备的生产1．67％，新

闻出版发行1．94％，文化艺术服务1．94％，文化信息

传输3．69％，工艺美术品的生产6．14％，文化产品生

产的辅助生产15．28％，文化用品的生产15．6％，文

化休闲娱乐服务19．58％，文化创意和设计33．3％。

按期末从业人员由低到高的顺序为：广播电视电影

0．82％，文化艺术1．29％，文化专业设备的生产

1．9％，新闻出版发行1．9％，文化信息传输3．47％，

文化休闲娱乐服务9．78％，工艺美术品的生产

12．5％，文化创意和设计15．83％，文化产品生产的辅

助生产19．41％，文化用品的生产33．09％。从单位

数、期末从业人员数、主营收入和资产总额等指标来

看，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文化产

品生产的辅助生产以及文化用品的生产等占较大比

例。在发展民营文化企业过程中，各地依托本地的山

水人文资源和独特优势，初步形成了一些特色产业，

如合肥、芜湖等地的动漫制作、演艺娱乐、出版发行，

黄山、宣城等地的文化旅游、文房四宝和工艺品生产，

安庆、宿州等地的地方戏、马戏演出，阜阳的柳编、蚌

埠的玉器等，都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二、安徽省民营文化企业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安徽省民营文化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 安徽省民营文化企业整体实力较弱 尽管近

年来安徽省民营文化企业发展迅速，但横向比较来看

还相对落后。早在2009年，浙江省民营文化企业已

达4万余家，投资规模达到1 300亿元以上，从业人员

75万人，而安徽省直到2013年4月份只有16 000多

家民营文化企业，从业人员只有27万人，从规模以上

民营文化企业户数看，只有浙江的1／40。从100强

看．有66家企业主营业务收入、78家净资产不足亿

元。与产业链完善、集聚性强的浙江民营文化企业相

比．安徽民营文化企业产业呈零星的“点”状分布，规

模小而集聚性较弱，导致竞争力有限。目前，全省民

营文化企业户均从业人员17人、资产500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470万元，仅相当于全省法人企业的68％、

26．2％和43．7％。全省120个文化产业中民营文化

企业覆盖了117个，其中拥有规模以上企业的行业只

有74个，有近4成的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空白。

2 安徽省民营文化企业产业层次偏低 安徽省

民营文化企业主要集中在传统手工艺、传统戏曲、马

戏表演、印刷、出版发行、教育等领域，而广播电视电

影、文化信息与传输、文化创意与设计等领域内民营

文化企业数量不足、规模较小，进而导致利润附加值、

对需求满足程度较低；有形的文化工艺品、文化装备

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且呈分散状，而无形的设计、创

意，基于高科技的文化生产企业数量与规模上严重不

足。民营文化产业结构失衡，加工型企业多、创新型

企业少，低端产品多、高端产品少，单打独斗多、集群

发展少，产业结构有待于提升。

3安徽省民营文化企业区域发展不均 从全省

100强的分布来看，民营文化企业地域分布不均衡，

如动漫、影视制作、演艺娱乐、出版发行等集中于合肥

和芜湖，黄山、宣城等地则是文化旅游、工艺品生产等

集中地，安庆、宿州等地则是地方戏曲、马戏演出类文

化产业较多，其外，阜阳的柳编、蚌埠的玉器等形成特

色。而皖东、皖西地区民营文化企业发展明显不足。

从单位数来看，合肥(5 258个)、阜阳(1 367个)、芜湖

(1 255个)、宣城(1 076个)、滁州(1 074个)等民营文

化企业发展相对较快，而淮北(289个)、铜陵(252个)

和宿州(207个)则相对发展不足。

4安徽省民营文化企业经营困难重重 民营文

化企业多为规模小的中小型企业，自身资金储备有

限，而融资渠道少、品种较为单一，民营文化企业又是

以品牌价值和知识产权这类无形资产作为资产存在

形式，信用等级不高导致其在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困

难，投融资服务体系的缺位增加了民营文化企业的融

资难度。据统计，超过半数以上的民营文化企业都反

映过融资困难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调查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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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非常难的占21．83％，认为资金比较难的占

35．21％。两者合计为57．04％。文化产业本就面临

人才不足的困境，而民营文化企业人才匮乏的现象更

是严重。安徽省民营文化企业认为劳动力获得非常

难的占4．2％，比较难的占34．5％，两者合计达到

38．7％。认为管理人才获得非常难的占12．0％，比较

难的占38．7％，两者合计为50．7％。认为专业技术

人才获得非常难得占16．90％，认为比较难的占

44．37％。很多民营文化企业负责人反映文化人才培

养不够重视，培养的人才也难以胜任岗位需要。一些

经过企业培养的人才流失较为严重；既懂文化，又懂

经营管理的人才严重缺乏；领军人物、文化大师等高

端人才培养不够。

(二)安徽省民营文化企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障碍

1 文化产业总体发展环境有差距 文化产业

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安徽省经

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中等。2012年数据显示，安

徽省经济增长较快，GDP增长12．10％，增速位居全

国第九，但GDP只有17 212亿元，在全国排名14

位，只有广东的30．16％，江苏的31．83％，山东的

34．41％。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安徽为

21 024元，居全国第16位。(2)安徽省服务业相对

落后。服务业整体落后也会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

2010年，安徽省服务业增加值为4 143．3亿元，分别

比湖南和湖北少2 105．8亿元和l 751．1亿元。“十

一五”期间，安徽服务业增速放缓，年均增长率为

10．8％，为“八五”以来去年增速最慢的时期，由原来

高于全国6个百分点转为低于全国1个百分点。

(3)城镇化水平偏低。城镇化对于文化产业发展具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12年，安徽省城镇化水平为

46．5％，与全国差距为6。1个百分点。

2 安徽省文化消费水平有待提升 2009年安

徽人均GDP是2000年的3．43倍，但是居民的文化

消费并未像GDP那样实现同幅度增长。2008年，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消费为1 358元，上海

为2 875元，山东为1 277元，安徽为1 160．】5元。

3 安徽省民营经济总体上发展不足 截至

2012年底，安徽省私营企业30．38万户，户籍人口

为6 902万人，每万人拥有企业数为44户，远低于

江苏省的175户和浙江省的163户，也低于中部省

份湖北省的55．9户和江西省的50户。另外，规模

以上企业仅1．6万余户，所占比例不足10％，营业

收入高、综合实力强、行业影响大的民营企业集团更

是寥寥可数。在2012年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安

徽仅有4家企业入选，远远落后于江苏的108家、浙

江的1 42家，与中部地区相比也排在后面。

4 民营文化企业扶持总体上不够 (1)缺乏

民营文化企业扶持理论基础。由于我国扶持民营经

济和扶持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政策实践

也在不断探索中，因此扶持民营文化企业的理论研

究相对缺乏。对于扶持民营文化企业的价值和必要

性缺乏理论分析；对扶持民营文化企业的概念和内

涵缺乏系统研究；缺乏对民营文化企业扶持体系评

价和诊断，对于民营文化企业扶持现状缺乏实证研

究等。(2)民营文化企业扶持有待深入和细化。由

于发展和扶持民营文化企业的政策实践尚在探索之

中，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导对于扶持民营文化企业的

观念和认识还没有真正扭转过来。导致安徽在民营

文化企业扶持方面还存在总量不足，针对性和有效

性不强，对民营文化企业发展存在重要影响。

三、构建安徽省民营文化企业扶持体系对策建议

(一)正确认识民营文化企业挟持体系内涵

1 正确认识民营文化企业扶持必要性 民营

文化企业具有民营经济和文化企业双重性质。民营

文化企业多是中小企业，安徽民营文化企业以小微

企业为主，规模以下文化企业占到93．8％。研究和

分析民营文化企业扶持体系，需要分别从民营经济、

文化企业和中小企业三个视角分析其扶持的必要

性。文化产业需要扶持，其根源在于文化产业具有

很强的外部性，它通过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造、生

产、流通、传播、消费等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

行渗透、影响，促使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生变化

和建构；民营经济需要扶持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在民

营经济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发展过程中

存在歧视和偏见、面临着更多机遇和挑战；中小企业

需要扶持源于其“强位弱势”的本质属性，即总体上中

小企业是增加就业的基本场所、社会稳定的重要基

础、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泉，但个体上中小企

业却存在规模不大、实力不强，存在“小的需求”。

2 正确认识民营文化企业扶持体系内涵 民营

文化企业扶持就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明确职

责、分工合作，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等多维手段和措

施，通过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改善发展环境，从而促进

民营文化企业发展，以实现其经济政治、经济、文化和

社会等功能，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3 正确认识民营文化企业扶持体系特征 民

营文化企业扶持体系具有如下特征：(1)扶持体系

具有主体竞合、多维交互、层层递进、动态演进等特

点；(2)扶持体系需要坚持政府主导、市场推进、社

会参与总体思路，特别需要注意发挥政府示范作用

和杠杆效应；(3)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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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民营文化企业具有不同的扶持偏好，应注意分

类扶持、区别对待；(4)扶持体系要求供应层面与需

求层面在扶持方式、扶持内容、扶持时机、扶持程度

等方面匹配拟合；(5)扶持效果不仅取决于扶持主

体、扶持手段、扶持内容等变量，还取决于这些变量

之间的交互关系、拟合程度和传导路径。

(二)明确民营文化企业扶持总体思路

1 将发展民营文化企业上升到战略高度 世

界各国纷纷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重要战略，我国也

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于安徽省来说，当前需要

将发展民营文化产业提到战略高度。目前，面临结

构调整和经济转型，需要发挥文化产业推动转型升

级的作用；及时弥补差距，发挥民营经济对于居民收

入提升和经济总量争先进位作用。

2 以营造公平发展环境为重点 发展民营文

化企业的根本策略是改善和优化其生存环境。当前

支持中小企业政策的重点也在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

境。清理市场准入和前置审批，建立涉企维权机制，

合理配置公共资源。

3积极构建多维交互扶持体系 民营文化企

业扶持主体应该包括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等主体。

在构建多维交互的扶持体系时，需要注意发挥政府

引导和示范作用，转变政府扶持方式，支持行业协会

和中介组织发展。

4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 不能单纯

从经济角度强调文化生产的产业化和功利化，要让

文化企业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在追求利润的同时

还应使产品具有社会“正能量”。要认识到文化产品

进入市场是实现其经济价值的必要手段和过程。

(三)加快发展民营文化企业的具体措施

1 优化文化产业结构，营造公平的发展环境

各级政府要切实增强加快民营文化企业发展的责任

感和紧迫感，从制度层面进行文化产业的结构调整。

提高文化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即国有文

化企业从文化产业竞争性领域适度退出；提高民营

企业在文化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取消过多的民营资

本准人限制，做大民营文化企业规模总量。

2 扶持文化产业组织，推动投融资体系建设

提升文化产业行业协会的市场建设功能；发展专业

的文化产业金融中介机构；依托社会组织拓宽文化

产业投融资空问；促进金融、文化及社会各界的社会

组织合作；发挥文化类社会组织在文化产业园区和

基地建设中的主导性作用。

3创新文化产业机制，促进规模扩张和良性运

行应鼓励有实力的民营文化企业实施跨地区、跨

领域、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培育和发展一批主业突

出、成长性好、品牌效应明显、核心竞争力强的龙头

骨干企业，促进文化资源和要素向优势企业适度集

中。加强顶层设计和分类指导，扶持“专、精、特、新”

的民营中小文化企业发展。

4提升文化产业品牌，不断增强民营文化企业

竞争力 制定实施文化品牌发展规划；实施文化品

牌示范工程；建设有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园区；落实支

持品牌建设的政策措施。

5 培养文化人才，支撑民营文化企业持续、跨

越发展构建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和培训体系；重视和

发挥高等院校培养文化人才的优势；打造标杆社会培

训机构，形成文化人才培训品牌；完善人才引进、使用

与管理机制，营造有利于文化人才积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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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uilding the Support System for Private Cultural

Enterprises of Anhui Province

NI Liang—xin8，CHENG Rui6

(a．Information Section b。Training Center，Anhui Institute of Economic Management，Hefei 230059，China)

Abstract：With the rapid growth and growing contribution of private cultural enterprises in Anhui Province，the

support system，including support policies，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the cultural industry．However，there still ex—

ist some problems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government policies and social service．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issue further，define an overall development approach and take more support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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