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专题——文化产业发展方兴未艾

发挥财政职能  建设文化强省

丁云祥

陕西省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

不仅把“文化强”上升为全省战略，

还把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做大做强

文化产业作为“一把手”工 程强力推

进。省财政厅主动牵头，深入调研，

创 新思路，加大投入，大 力推进文

化产业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

了明显成效。

丰厚的历史文化、灿烂的革命文

化、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斑斓多彩

的宗教文化、壮美雄奇的山水自然文

化和具备相当实力的现代文化资源，

为陕西文化产品创新提供了取之不

竭、用之不尽的 源泉。经济的快速

增长、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政府

的高度重视、人民的强烈需求，为陕

西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而持久

的动力。结合陕西实际，财政部门在

扶持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确立了“基

础在文物、主 线在旅游、核心在创

意、突破在体制、依托在园区、带动

在项目、推进在板块”的思路，以实

施《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为

契机，以得天 独厚的文物资源为基

础，文化旅游为主线，加强创意、设

计及策划为核心，文化体制改革为突

破，拓宽投 融资渠道为保障，人才

引进培育为支撑，加快发展骨干国

有文化企业，扶持民营文化企业做

大做强，建设 若干文化产业园区或

聚集区，实施一批重大文化产业基

地项目，促进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一）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1.主动承担改革成本，妥善解

决改制单位职工待遇问题。文化体

制改革涉及人 员多，利益调整范围

广，稳定 压力大。为 了实 现平稳过

渡，省财政一次性投入资金 3.27 亿

元，通过由财政负担或财政和单位

共同负担提前退休年限内的退休费、

对自收自支改制单位离退休人员的

社会 保 障一次性 予以补助 等方 式，

实现了“使老人待遇不降低、还适当

增加，让新人看到改革带来的好处、

积极参与改革”的政策目标。

2 .支持组建文化产业投资控股

公 司，拓展文化企业投融资渠道。积

极 为改制单位拓展资金 来源渠道，

在文化体制改革全面启动之前，成立

了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注册资金 22 亿元，其中省财政出资

4 亿元。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有限

公 司组建伊始，就抢抓国家扩大内

需的机遇，参与省直文化单位体制

改革，策划实施了一批重大文化产业

园区、基地项目，以项目为依托支持

转 制单位发展壮大。目前，正计划

投资 30 亿元，在演艺单位集中的西

安文艺路，与陕西演艺集团携手建

设陕西歌舞演艺基地。

3 .创新支持方式，引导文化企业

增强发展活力。对艺术表演团体实

行财政补助与演出场次挂钩的动态

投入 机制，在改善艺术团体设 施条

件的基础上，将原有的公 用经费由

直接投入变为购买演出服务，按演出

场次予以补助。同时安排专项资金，

对院团超 规定场次 演 出给 予补贴，

对基本演出场次补贴不足部分进行

弥补，鼓励院团多演出、多创作。改

革以后，7个省级艺术表演团体年均

演出场次达到 1963 场，较改革前增

加 643 场；年均演出收入 1000万元，

较改革前增加 500万元。同时，综合

运用贷款贴息、以奖代补等多种扶

持方式，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推

动改制单位加快内部机制建设。

4.整合专项资金，集中财力办

大事。一方面继续加大投入，一方

面积极推进专项资金整合，发挥资

金聚集效应，重点用于对改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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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力作的奖励、政府购买公 共文

化产品以及文化 场馆建设 补助 等，

引导改制单位加快建立市场化运行

机制。

5.构建新型的国有文化资产管

理、监督与运营体制，强化国有文化

资产监管。过去，国有文化资产主管

单位既未对经营者进行资产授权经

营，又未制定具体的资产增值目标，

更缺乏有效的资产运转监管机制，

文化单位对外投资随意性强，国有

文化资产运营效率普遍低下。经过

深入调研，陕西省提出了“清产核资、

摸清家底，理顺关系、明确权责，分

类管理、层级授权，加强考核、突出

效益，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监管

思路，把规范国有资产变动管理和

强化企业运营绩效考核作为工作重

点，制定了《 省属经营性文化单位考

核暂行办法》和《 省属文化企业国有

资产变动管理暂行办法》，加强对国

有文化资产的监管。

（二）扶持文化产业载体壮大

1.支持重点园区建设。以项目为

载体，落实资金 1.06 亿元，重点支

持了曲江新区西安秦腔剧院有限公

司精品剧目创作、大明宫遗址公 园

遗址保护及IM A X 文化教育影院建

设、西安高新区动漫游戏创作及动

漫技术研发服务平台建设等，提升

重点文化产业园区影响力。

2.加快培育骨干国有文化企业。

落实资金 1.05亿元，支持新华发行

集团西北出版物物流配送基地建设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数

字电视整体转换项目；帮助陕西演

艺集团解决注册资金及流动资金不

足问题，帮助西部电 影集团解决影

响企业发展的相关问题。

3.支持民营文化企业做大做强。

积极为民营文化企业创造良好的政

策环境，在重大文化精品专项资金

安排上向民营影视企业倾斜；将大

唐西市博物院、关中民俗博 物院等

民营博物馆纳入财政扶持范围，截

至目前，累计向关中民俗博物院拨付

扶持资金 230 0万元、向大唐西市博

物院拨付扶持资金 120 0万元。

4.支持“ 大 戏、大 片、大 剧、大

作”。从 20 07年起每年安排 30 00万

元支持“大 戏、大片、大剧、大作”

创作生产，支持了《 大秦岭》、《 大秦

帝国》、《 望长安》等精品力作，打造

了陕西特色文化品牌。实施了重大

文艺题材创作面向全国招标制度，

2009 年首次面向全国开展了重大文

艺精品剧本征集活动，共征集影视

剧剧本 380 部。

（ 三）文化产 业体 系 建设 初见

成效

通过不懈努力，陕西文化 产业

得到了迅猛发展，初步形成了以陕

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陕

西 演 艺 集 团 等八 大 文化 产业 集 团

公 司 为 龙 头的陕西文化 产业发展

新 格 局。20 0 9 年，陕 西 文化 产 业

实现增加值 22 4 亿 元，比 2 0 0 8 年

增长 21.0% ，占 G D P 的比 重 达 到

2.73% ，对 G D P 增长贡献率为 5% ，

拉动 G D P 增长 0.68 个百分点。同

时，文化 单位效 益有 了较 大提 升，

2 009 年，陕西广电网络传媒股份有

限公 司 实 现 利 润 750 0 万元，同比

增长 52 % ；陕西出版 集团实现利润

4530 万元，同比增长 45% ；陕西新

华发行集团经营收入达到 21.98 亿

元，同比增长 9 % 。

1.文化与旅游结合日趋紧密。依

托秦始皇 兵马俑 等文物资源打造了

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深入 挖掘唐文

化资源，兴建了曲江文化旅游新区；

融红色旅游、祭拜朝祖、黄土风情、

黄河风光、民俗文化为一体，打造了

延安旅游景区；集山岳观光、宗教

文化、休闲娱乐为一体，开发了“天

下第一险山”华山旅游景区；以建设

合十舍利塔为核心，打造了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佛教文化旅游圣地法门寺

旅游景区。

2 .广播影视 业快速扩张。建成

了覆 盖全省城乡的现代化广播电视

信息网，组建了省、市、县三级贯通，

具有现代企业性质的陕西广电网络

公 司；省电视台、广播电台业务 已

延伸到西北其他省份。全省影视制

作机构达到 170 余家，其中民营影

视机构占到 了 98% ，影视综合 生产

能力居全国前列，“影视陕军”独树

一帜。

3.演 出 业发展 态势良好。全省

艺术表演团体达到 111 个，艺术表

演场所 106 个，演出经纪机构 39家，

2008 年 共 演 出 2 万 多 场 次，观 众

1905 万人次，演出收入 1.5 亿多元，

推出了《 长恨歌》、《 仿唐乐舞》、《 梦

回大唐》、《 大唐赋》等唐乐舞系列。

4.动漫游戏等创意产业迅速兴

起。创意企业数量以年均 70—102 %

的速度增长，目前西安高新区文化

创意产业园区创意企业数量有 2000

多家，年销售收入 超过 80 亿元。其

中，动 漫、游戏制作企 业 达 140 余

家，从业人员近万人。

5. 文化 产 业 结构发 生积极 变

化。核 心 层、 外 围 层 和 相 关 层 的

产 业 增 加 值 所 占 比 重 由 2004 年

的 59.8% 、20.9% 和 19.3% 变 化 为

200 8 年的 47.9% 、28.1% 和 24.0% 。

民营文化企业蓬勃兴起，文化系统

中民营文化企业机构数占 82% ，从

业 人 员 数占 73% ，年 收 入 占 82% ，

年增加 值 占 80% ，年上 缴 税 金 占

97% ；文物仿制和销售单位基本上

都是民营企业。

（作者为陕西省财政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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