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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产业比较研究》

内容概要

《中西方文化产业比较研究》借助于严谨的理论梳理，力争构建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运用丰富的国
内外资料进行对比和深入探究。在研究中找到中西方文化产业发展的共性，发现现实中存在的差距，
遵循规律，结合实际，吸取西方先进的理念与实践经验，为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
空间和借鉴性实践运作平台。《中西方文化产业比较研究》以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学理论为指导，
从历史进程、发展现状、未来走势三个阶段，将西方与中国的文化产业进行全方位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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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吉发，1964年9月出生，陕西商洛人，博士，教授，陕西省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
任长安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兼任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陕西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长安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文化产业
与管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等学科领域的教学研究工作，累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
社科规划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等省部级相关课题20余项、主持省级精品课程1门、出版学术专
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先后荣获陕西省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陕西省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30余项学术科研奖励。 陈怀平
，1980年9月出生，湖北利川人，土家族，博士，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师、长安文化产业研究中
心副主任。主要从事文化产业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合作出版《文化
产业学导论》、《文化产业学》等著作6部，主持省部级文化产业与管理类课题8项，参与相关科研课
题2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多次荣获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人民政府、陕西省教育厅等单
位颁发的科研奖励。 李雯，1980年10月生，陕西咸阳人，博士，长安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
从事国际经济法、文化产业法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参与省部级文化产业类课题4项；在《西北法律
评论》、《法律与社会》发表数篇文章；参与编写及翻译《经济法》、《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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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历史进程篇 第一章 西方文化产业发展历程 第一节 西方文化产业的历史形成 一 西方文化产业产生的历
史背景 二 西方文化产业的萌芽条件 第二节 西方文化产业的发展 一 西方文化产业的成长条件 二 西方
文化产业的成熟条件 三 西方文化产业的全球扩张 第二章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 第一节 中国文化产业
的形成因素 一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动力 二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条件 三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背景 第
二节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轨迹 一 中国文化产业的成长 二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 中国文化产业的趋
势 第三章 中西文化产业的历史进程比较 第一节 中西文化产业的历史形成比较 一 文化产业形成动力比
较 二 文化产业形成条件比较 三 文化产业形成背景比较 第二节 中西文化产业的发展轨迹比较 一 中西
文化产业萌芽阶段的比较 二 中西文化产业发展阶段的比较 三 中西文化产业成熟阶段比较 发展现状篇 
第四章 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第一节 国外文化产业的研究主题 一 从理论到应用 二 从微观到宏观 三 
从国内到国际 第二节 国外文化产业的运行模式 一 国外文化产业开发 二 国外文化产业运营 三 国外文
化产业规制 第五章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第一节 中国文化产业的研究主题 一 理论到应用 二 宏观到
微观 三 从国内到国际 第二节 中国文化产业的运营模式 一 中国文化产业的开发 二 中国文化产业的运
营 三 中国文化产业的规制 第六章 中西文化产业现状比较 第一节 中西文化产业的研究主题比较 一 理
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比较 二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比较 第二节 中西文化产业的运营模式比较 一 产业开
发比较 二 产业运营比较 三 产业管理比较 未来走势篇 第七章 西方文化产业发展趋势 第一节 西方文化
产业的发展规律 一 生产动态进化是根本动力 二 产业升级规律是成长依据 三 市场供需规律是发展条件
第二节 西方文化产业的趋势分析 一 资源开发趋势 二 产业组织趋势 三 政策导向趋势 第八章 中国文化
产业发展趋势 第一节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 一 文化产业的生产发展规律 二 文化产业的产业升级规
律 三 文化产业的市场供需规律 第二节 中国文化产业的趋势分析 一 资源开发趋势 二 产业组织趋势 三 
政策导向趋势 第九章 中西文化产业趋势比较 第一节 中西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比较 一 生产发展规律比
较 二 产业升级规律比较 三 市场供需规律比较 第二节 中西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比较 一 资源开发趋势
比较 二 产业组织趋势比较 三 产业政策趋势比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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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19世纪后半期是纽约的工业区之一，遗存有大量独特精致铸铁工艺建造的工厂和
仓库建筑。在19世纪60年代初城市更新的浪潮中，苏荷面临被铲平的命运。美国政府本着保护历史资
源的初衷不惜修改现行法律取消原计划。1973年，苏荷更是被列为保护区，这是世界上也是美国首次
将工厂仓库区列为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法律保护的地区。 在国际资源方面，西方更是重视文化资源配置
的国际化。这也是由工业的大规模分工和全球性文化市场所决定的。由以往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和一
个国家内部的分工和协作，发展成为一系列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比如《日本经济新闻》和
《朝日新闻》从1996年2月起同时在香港开设卫星版，设在东京的报社总部每天将排好版的样报，通过
电脑和通信卫星传到香港，几分钟后，香港和日本的印刷厂几乎同时开印，再利用香港作为信息中心
的优势，迅速传播到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美国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实际上也是由7个国家的30
多家公司协作完成的。 在现代资源方面，西方与中国同样重视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因为文化产品中包
含的信息和知识越多，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就越强，文化服务的品种就越丰富，所以提高文化生产率的
关键之一就是以尽量低的成本获取尽量多的文化产业资源。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就收藏了200万件乐谱
、音乐家手稿档案，90多万件录音资料，6.2万件录像资料，2.8万件多媒体资料和30万份数字化影像资
料，及400个唱机设备。由于数字化革命强化了知识编码过程，各类资料、图像、音像等都可以编码化
，电子网络则将各种信息资源连接起来，大大加快了可用知识存量的增长速度和知识流量的流通速度
，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网络。美国学者J.W.豪斯指出：好莱坞从业人员大量收集世界范围内的知
识和信息资料，每投入100小时，约花费时间成本1500美元，形成的创意平均可产生效益7720美元。 
（2）资源开发手段相同。历史资源固然是越古老越有价值，但倘若不用现代的手法去开发，不加入
现代元素去吸引人们的眼球，这些珍宝有时也会像废铜烂铁一般躺在角落不被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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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西方文化产业比较研究》可作为高等院校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教科书，也是一本很好的文化知识
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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