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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金融发展报告2018》发布 

暨文化金融规范与创新研讨会  

杨群： 

各位专家，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对于金融，我

完全是外行。每个人都会花钱，我们出版社每天也在花

钱，可能这都和金融有点关系。所以，作为实务的工作

者我有一点感受，现从这个角度来谈一点看法。 

首先，祝贺《中国文化金融发展报告（2018）》出

版。感谢中国文化金融 50 人论坛的编撰团队对社科文

献出版社的信任和支持，能将这样一本关于金融与文化

发展的开创性的书交给我们出版，这使得我们的品牌图

书又多了一个品种。 

参加这个会也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过去说

出版的编辑是“万金油”，现在学科领域划分越来越

细，我们很难做到熟悉每一本书涉及的领域。所以每次

一本书的出版，或者有这样的发布研讨活动，对我们来

说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其次，总报告里面的三大领域和三大战略性命

题，尤其是三大命题，我觉得提的很到位。第一个命

题是文化产业的供给侧问题。刚刚金教授提到 2017 年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 35462 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

杨群 

社科文献出版社 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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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GDP 比重为 4.29%，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文化行业涵盖的范围很广，我们看到

今天书上写到的电影、艺术品、版权、创意和设计、传媒等等，都只是文化行

业的一部分。那么文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是什么关系，文化行业在整个

经济结构性改革里面居于什么位置？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思考。第二个命题是

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具体到文化，比如说金融和出版到底有什么关系，或者金

融在出版行业的发展、创新中能起到什么作用？这些也是我们亟需了解的。第

三个命题是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于各行各业各个领

域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命题。在这样一个社会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围绕主要矛盾实现下一步的发展。 

文化金融在未来发展中需要突破的三大领域是基础设施建设、机构专营化

运行和中心城市建设。现在很多城市把文化打造成自己的一个名片，希望通过

提升文化影响力来为其他领域的发展营造更好的氛围，吸引更多的投资。所以

我觉得总报告对三大命题和三大领域的深入阐述，非常有价值。 

再次，结合书的内容和自己作为出版业者谈一些感受。书的前言部分提到

了几个新要素：新文化、新产业、新金融、新政策。其中我对新文化很有感触，

明年是“五四运动”100 周年，“五四运动”是一个从旧文化到新文化的转变，

不单纯是西方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涅磐，是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变化，归根

结底还是中国文化在新时代有了新气象。所以说，“五四运动”带来了中国近代

社会一个重大转型契机。中国从传统社会逐步转型到近代乃至现代社会，政治

结构、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 1978

年，尽管我们建立了新政权，但是经济、社会种种方面，没有发生重大的本质

性变化，而改革开放之后的 40 年，我个人觉得从经济上、政治上等等方面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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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带来新文化的变化。我觉得这样一个认识非常有启发性。 

前言还说到，希望以金融创新来配合和引导文化发展。我们需要注重文化

精英与大众需求的平衡，实现多元化与个性化并重，同时清楚文化发展的天花

板与门槛在哪里。这点我特别有感触，出版单位大概是 2008年到 2010年进行出

版产业化。我个人是大部分赞同、小部分不赞同。因为出版行业不能一刀切，

要细化，至少学术专业出版、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等性质是不一样的。如果把

性质、门类不一样的东西以同一个标准去衡量，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对于出版行业来说，数量不少，但高精尖或者高端产品不多，这跟习总书

记在 2015 年讲的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资料，有高原没高峰”是一样的。我们出

版社去年出版新书 1373 种，老老实实说能拿得出手的有 10%、20%就很了不起了，

当然也存在评价标准不一致的情况。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情

况。高校在发展、科研院所在发展、国家对科研的支持力度在加大、学者的考

核更加严格，大家总要有成果的展现。过去一个学者一辈子出一两本书，我们

说著作等身是奇才，是青史留名的。但现在人们不到四五十岁，就可以出版很

多书籍。过去是十年磨一剑，现在是一年磨十剑；过去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手写，

现在利用电脑操作，写作速度大大提高。如今学术创作的科技在进步、手段在

变化，但也面临数量有进步，质量有待提高的现实，这是出版业的现状。 

主管部门今年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数量上进行控制，进一步在质量上

提升。所以，文化金融如何促进文化发展、促进文化高质量发展确实是值得我

们深思的问题。 

最后，在此感谢李扬老师，各位专家、学者对“皮书品牌”的信任和支持。

现在我们出版的“皮书”每年超过 400种，在各个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希望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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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者一如既往地给我们支持，我们也一定努力在出版、宣传、推广等方面

做好工作。 

以上是我的发言。谢谢各位！ 

 

主持人 杨涛： 

谢谢杨群总编,他从出版行业入手分享得很精彩!出版行业是文化产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一个重心。我特别赞同他说的一点，研究文

化金融最终肯定要服务于文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以文化金融的角

度考虑金融服务实体的重要着眼点。由此可以引出很多思考，如果说这种金融

创新活动本身可能存在问题和瑕疵，那么它所服务的文化产业也不一定是正面

积极的。就像当年邮、币、卡市场等炒作，后来能否真正对整个文化行业、对

实体经济带来好处，其实是存疑的。所以对文化金融的研究其实也是我们的安

身立命之本，就是最终能否给所依托的文化行业、文化产业带来更加正面积极

的一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