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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学（第2版）》

内容概要

《文化产业学（第2版）/ “十二五”普通高等院校文化产业管理系列规划教材》以文化产品为核心建
构文化产业学理论体系，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文化产业的基本运动规
律和当代中国文化产业运动发展及其基本内容和发展特点，分为上、下两编，共十二章。本书是作者
长期从事文化产业实践、研究、教学的经验和成果积累，不但内容充实全面，而且体例规范、结构严
谨、叙述清晰。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政府文
化管理部门、文化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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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学（第2版）》

作者简介

胡惠林，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办公室主任，上海交通大
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文化产业与管理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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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作为科学的文化产业学的理论建构
学习目标
导言
第一节中国文化产业研究兴起的背景
一、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文化建设的形态性变化
二、“冷战”后国际文化关系的变动与世界文化力量格局的重组
三、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全面挑战和历史要求
第二节文化产业概念的学理品格与学科基础
第三节文化产业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及本质
一、文化产业学的学科属性与研究对象
二、文化产业与文化产业学的本质
第四节文化产业学的理论系统架构与研究方法
一、文化产业学的理论体系架构
二、文化产业学的研究方法
本章小结
思考题
参考书目
上编
第一章文化经济运动与文化产业发展
学习目标
导言
第一节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一、文化经济运动的历史形态与变迁
二、现代文化产业形成的动因与历史条件
三、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阶段
第二节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
一、增长方式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
二、文化增长对于经济增长方式革命的价值
三、文化产业是经济增长方式革命的必然选择
第三节文化产业与未来文化经济的发展
一、文化产业是改变人类社会存在方式的力量
二、视觉文化时代诞生了视觉文化经济
三、虚拟存在的文化方式与虚拟文化经济
本章小结
思考题
参考书目
第二章文化产业的概念、特征与基本规律
学习目标
导言
第一节文化产业的概念及其内涵
一、文化与文化产业
二、产业与文化产业
三、文化产业的定义及其内涵
四、文化产业与文化产业文化
第二节文化产业的属性与特征
一、文化产业多重属性的内容与形式
二、文化产业多重属性的形成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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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产业多重属性与文化产业价值运动的多重性
第三节文化产业运动规律
一、文化产业运动规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二、文化产业运动的特殊规律
本章小结
思考题
参考书目
第三章文化产品与文化产业
学习目标
导言
第一节文化产品的定义与构成系统
一、文化产品的定义
二、思想产品、艺术品与文化用品
三、文化产品的演变与系统生成
四、文化产品建构社会精神秩序
第二节技术在文化产品演化中的作用
一、经济长波理论与文化产品的演变历程
二、技术是文化产品产业化生成的重要规律
三、文化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对应性关系
四、文化产品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非对称性
第三节文化产品建构文化产业
一、文化产业是文化产品生产的系统性表现形态
二、文化产业是文化产品资源化规律的演化形态
三、文化产品价值属性建构了文化产业社会属性
本章小结
思考题
参考书目
第四章文化产业与现代社会运动
学习目标
导言
第一节文化产业与现代社会构成的文明方式
一、文明方式构成的历史性尺度
二、文化产业对于现代文明社会建构的意义
三、现代文明传播的科学媒介
第二节文化产业与现代社会的文化关系
一、作为社会结构的文化结构——文化社会关系
二、作为经济结构的文化结构——文化经济关系
三、作为政治结构的文化结构——文化权利关系
四、作为文化结构的文化产业结构——文化关系
第三节文化产业与现代社会发展道路
一、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
二、文化发展模式与社会发展模式建构
三、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发展道路选择
第四节人口、就业与文化产业
一、人口与就业——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
二、人口、就业与文化产业关系的形成
三、人口、就业与文化产业的互动模式
本章小结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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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第五章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
学习目标
导言
第一节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
一、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制约性
二、意识形态作为存在和科学的对象
三、意识形态作为权力形态理论的变迁
第二节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产业
一、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实践性
二、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的矛盾运动
三、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产业权力
四、文化产业与中国意识形态建设
第三节文化产业与先进文化的实现方式
一、先进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和概念
二、先进文化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同构关系
三、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本章小结
思考题
参考书目
第六章文化产业与文化贸易
学习目标
导言
第一节现代文化视野下的国际文化贸易
一、国际文化交流的商品形态和市场方式
二、世界文化发展的经济学动力
三、现代经济运动的存在方式
第二节文化产业与全球国际文化贸易体系
一、文化产业发展与国际文化分工
二、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全球国际文化贸易体系
三、国际文化竞争下的国际文化贸易
第三节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国际化道路
一、中国入世与文化产业创新体系建设
二、国家文化外贸制度建构
三、文化“走出去”战略创新
本章小结
思考题
参考书目
第七章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
学习目标
导言
第一节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增生
一、全球化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
二、全球化是现代国家关系中新的国家安全机制
三、入世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变化
第二节当今世界的软实力竞争与国家文化安全主题
一、国力理论的演变与全球化时代的新国力观
二、软实力的提出与世界竞争战略形态及安全重点的转移
三、WTO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规制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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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文化产业具有特殊的国家文化安全意义
一、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与外延
二、当代社会存在的新政治经济方式和文化形态
三、现代国际社会重要的意识形态霸权和重要的较量形态
本章小结
思考题
参考书目
⋯⋯
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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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胡老师立志很大，试图以思辨的方式构建自己理想中的文化产业学科，但却难免显出“才大难为
用”的尴尬。如今的事实是文化产业缺乏一套属于自己的科学研究方法，本身的学科建设也乱作一团
，这或许是由交叉学科的先天不足所致吧。#壹陆掃葉#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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