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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民营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王宏顺

2005 年，国务院 先后颁布了《 关

于鼓励 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

有制 经 济发展的 若 干 意见 》和《 关

于非公 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 干

规 定》，对民营企业 进入文化领 域

做 了专门规 定，2006年颁布的《 国家

“十一五”时期文化 发展规 划纲要》，

明确了文化产业中长期的基本发展战

略，开放投资准入门槛，积极鼓 励民

营企业进入文化产业。几年来，各地

积 极引导民营资本加 盟文化产业建

设，初 步形成了以 公 有制为主体、多

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文化体制格

局，为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民营文化企业较其他成熟行业和

国有文化 企业起步较晚，其发展除了

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环境等因

素外，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也非常重

要。因此，对民营文化 企业应在财政

金融支持政策上加大力度。

一是根据 文化产业 发展的需要

进行政 策调整，加 大财政 支持力度，

提 高扶持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各 级

财政要视 财力安排专款，设 立“ 文化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采取贴息、补

助、奖励 等方式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对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项目可给

予重点扶持。对民 办 非营利性 文化

机构 举办的公 益性 活 动，财政视情

况可给予适当补贴。财政支持的着眼

点应更 多的放到有利于降低企业创

业与创新的风险上来，重点支持处于

种子期、初创期的企业，支持技术开

发初期的原始创新，形成鼓励 创新的

良好社会氛围。

二是拓宽融资渠道，吸收社会资

本，实现多元投资，建立以 增强产业

实力为宗旨的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支

持社会效 益较 大的共性技 术、关键

技术和前瞻性技术的研发，选项集中

于可提高我国文化 整体竞争力的战略

产业和重点发展项目。同时，建立风

险投资机制，发展社会风 险投资机

构，逐步建成以 社会资本为主体的风

险投资体 系与风险投资基金，形成风

险投资的多元投入结构。对于重点公

益性 文化建设项目，应确保资金及时

到位。鼓励民营文化 企业自筹资金进

行公 益性 文化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对

有困难的单位 财政应给 予一定的贷

款 贴息。

三 是 加 大税 收 政 策对民营文化

企业的支持力度。首先，改 革现行增

值税政 策，加 大对民营文化 产业的

优惠力度，要有针对性 地给予增值

税优 惠政 策。其次，实现 直接优惠

向间接 优 惠转 变。直接优惠方式侧

重于事后优 惠，有较 大的局限性，而

间接 优 惠侧 重于事前优 惠，有利于

体现政府推进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的

政 策导向，有利于形成“政 策引导市

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有效优惠机制，

也有利于公 平竞争。目前我国主要以

直接 优惠方式为主，随 着文化 产业

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提升，这一

优 惠功能逐渐减弱，并已成为科技

发展的障碍。可以借鉴国际经验，采

取加 速折旧、投资抵 免、亏损弥补、

费用扣除等间接 优 惠方式，激 励 企

业 更多地投 入科技和设备更新，促

进科技 发展。第三，实现企业优 惠

向项目优 惠转 变。根据 文化 产业的

特点，通过项目优惠，刺激具有实质

意义的文化 项 目的大发展。对文化

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 其当年主营

业务收 入超过企业 总收 入 70% 的，

按 15% 税率征 收企业 所得税。社会

力量兴 办的各种文化企业，在税收

减免 方面与国有企业一视 同仁。实

行新办企业税收管理优 惠措施，企

业建设期内的一切 收费按 最低 标 准

执行或免收；三年免征 企业 所得税，

第四 年至 第五 年给予 20% 的 奖励。

文化产品 出口 可按 国家现 行税法规

定享受出口 退税政 策，文化劳务出

口 境 外收 入不征 营业税，免征 企 业

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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