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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文化产业改革创新

湖南省财政厅

近年来，湖南省各级财政部门充分

发挥财政职能，通过政策、资金、

管理和服务等手段，在完善经济政策、

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和加快文化产业

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

较好成效。

政策引导，财政扶持，培育市

场主体

湖南文化产业之所以发展较快，

重要的一条就是思想比较解放，观念

比较新，当人们还在提倡“文化搭台、

经贸唱戏”的时候，湖南就提出了“发

展文化经济，建设经济文化”。“十五”

期间，湖南省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和政策措施，扶持、引导文化产业发

展。例如根据国家有关扶持政策，对部

分出版物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湖南

出版集团增值税先征后返资金2.63亿

元主要用于农村发行网点的建设和信

息化建设；湖南报业集团增值税先征

后返资金490万元，主要用于报社技术

改造和采编设施建设；全省各市（州）

宣传文化企业增值税先征后返资金达

7183万元，全部用于促进文化产业快

速发展。

同时，省财政筹措宣传文化发展

专项资金4.52亿元，其中安排省新闻

出版行业 2.34亿元，用于重点图书和

著作的出版补贴、农村图书发行网点

建设等；安排湖南报业集团4443万元，

主要用于印刷设备更新改造等。省财

政从2003年起连续三年给予湖南日报

社 1500万元的政策性补贴，从2005年

起连续三年给予省广电集团2.84亿元

特殊困难项目资助。各级财政部门在

加大直接投入的同时，通过实行一系

列财税优惠政策，扶持文化产业发展。

如对省广播电视媒体广告收入作为经

营收入对待，为其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和良好环境。

在发展文化产业中，湖南按照集

中优势、保护竞争、创造品牌、强力扩

张的思路，大力发展集团化经营，着力

培养产业突出、原创能力强且具备核

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从2000年开始，

先后组建了出版、 广播影视等六大文

化产业集团，按照大集团带大产业的

发展思路，通过整合资源、盘活存量、

扩大增量，使集团不断壮大，逐渐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通过 2000年

和2003年的报刊整治，湖南报业向集

约化和集团化方向发展，由原来几十

家报纸逐渐主要集中到湖南日报报业

集团和长沙晚报报业集团，形成了以

国有文化资本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

同发展的新格局。

出版行业通过资源整合，取得

规模效益

2005年，全省出版行业总资产达

到 156.7亿元，完成销售收入 134 亿

元，实现利润 10亿元，2000年以来年

均增长分别达到 12%、11% 和5%。湖

南出版集团从 2001年开始连续4年入

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最大企业集

团 500强，在全国文化产业企业 50强

中排名第4位，成为在全国有较大影响

的出版传媒产业集团。

1.精品力作影响较大。“十五”期

间，先后出版了《大中华文库》、《波期

经典文库》、《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爱

因斯坦全集》、《魏源全集》、《齐白石全

集》等一批具有重大文化积累价值的

优秀图书。《 大中华文库》还曾被国家

领导人作为国礼送给国际友人，为中

华文明走向世界搭建了文化桥梁。全

省共有26种图书获国家图书奖、“五个

一工程”奖和中国图书奖等国家级大

奖，21 种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获得

国家级奖励，在全国各省市中居领先

位置。

2.品牌图书形成独立方阵。2005

年，湖南科技出版社科普图书销售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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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全国第一，岳麓书社古典文学图书、

湖南文艺出版社音乐图书市场占有率

跃居全国第一，湖南少儿出版社“开心

作文”图书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三，湖

南科技出版社医学图市场占有率稳步

上升，已排名全国第六位。新教材开发

推广成效显著，已有 10科 19套、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湘版实验教材顺

利通过教育部审定，成功进入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近 3000个实验区使

用，年发行总码洋超过 8亿元，接近教

改前湖南省中小学教材 9 个亿的发行

码洋，几乎相当于新开拓了一个湖南

教材市场，在地方省份中位居前列。

3.立体产业初具雏形。湖南出版

集团规划建设的出版科技园占地 1500

亩，已经完成投资近 10亿元，一、二

期工程竣工投入运营，入驻企业达 11

家，年产值近 10亿元，初步形成了新

的产业集群。集团还于2001年创办了

《潇湘晨报》，短短4年就成长为全省发

行量第一、广告收入第一的最大日报，

也成为集团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于

2005年 10 月与红网实行战略整合。

4.集约经营显现成效。实行国有

资产授权经营的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资产为纽带，建立了母

子公司体制，初步建立了法人治理结

构。通过整合集团内部的发行、印刷资

源，组建了子公司，促进了规模效益的

提高。2005年，完成销售收入59亿元，

占全省新闻出版业销售收入的 44 % ，

集团总资产、净资产、用纸量、净利润

等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地方出版集团前

5名，综合实力跻身地方出版集团的第

一梯队。

广播影视业通过机制转换和体

制创新，促进了事业发展和产业壮

大

2000年成立的湖南广播影视集团

现拥有两个电视台9个频道、一个省级

广播电台 7个频道、一家广播电视报、

一家金鹰网站以及潇湘电影集团和金

蜂音像出版社两家影视节目制作单位、

8家公司，目前在节目制作能力、经营

创收、固定资产增值等方面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总资产达到 86.4亿元。目

前，湖南卫视作为湖南广电的旗舰已

覆盖全国所有省会城市，拥有近1亿有

线电视用户，近 5亿观众。

1.创新体制、整合资源，打造集

团旗舰品牌。一是湖南卫视成为当代

湖南的文化名片。2002年，省广电局

将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作为全局（集

团）的第一资源和核心竞争力，全力打

造形象品牌。大力加强频道专业化编

排，催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节目和栏目，

如《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等，曾

一度引领中国电视业节目创新的潮流。

在“以活动树品牌”的思想引领下，《超

级女声》等一批具有深度影响力和关

注度的节目脱颖而出，是湖南文化产

业探索的精彩一笔。二是湖南经济电

视台在省内电视媒体中异军突起。该

台首开电视业改革的先河，被业界誉

为“湖南电视现象的始作俑者”。2002

年9月，整合湖南电视台经济频道、都

市频道、生活频道整合为新的湖南经

济电视台，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成为省内收视率第一的地方地面电视

台。目前，3个频道的市场份额约占全

省的 1/ 3，其中综合频道因收视率常

年排名全省第一，2005年创收2.62亿

元，超过了许多卫星电视的创收。三是

广播电台实现了由冷到热的转变。湖

南人民广播电台现有的 4 个频道收听

率稳居广播密集覆盖区前四位，市场

份额超过全省广播市场的 3/ 4，交通

频道以 90% 的核心目标听众覆盖率在

全国交通频道中名列第一，经营创收

在全国交通频道中名列第三。通过加

大对传统节目的改造升级和对创新节

目的推广扶持，完成了乡村之声、生活

之声、音乐之声3个广播频道的筹建试

播，使广播媒体平台由过去的4个增加

到现在的 7个。2005年实现经营收入

过亿元，兴建了经济、交通频道两个户

外直播室，完成了立体声台数字化升

级工程，播控数字化改造工程也在加

速建设之中。四是潇湘电影集团焕发

出新的活力。2003年组建的潇湘电影集

团现拥有影视制片公司、潇湘电影院等

8个实体。不少精品先后在国内外获奖，

并连续四届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

2005年 12月，还成立了湖南潇湘电影

频道，成为全国第6家专业电影频道。

2.创新制度、规范管理，塑造新

的市场主体。一是统一集团财务和节

目营销管理制度。2002年，集团推行

“在宣传上垂直领导、经营上集团化管

理”的办法，成立了广告经营管理中心

和节目营销中心，推行新的财务管理

制度，加强了对电视剧等外购节目的

统一管理，开发盘活资源，大大节约了

生产和管理成本。二是建立“集团统一

管理、媒体自主经营”的广告管理机

制。既充分发挥了各媒体经营积极性，

又规范激活了广告经营市场，不断提

升了媒体广告经营效益。2005年媒体

广告收入11.77亿元。三是打牢产业基

础，延伸产业链条。在深圳挂牌上市了

“中国传媒第一股”——电广传媒，募

集资金21亿元，为事业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3.构筑新的平台、发展节会经济，

打造全国一流的广播影视节目生产基

地和影视娱乐游览胜地。从 2000年开

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以 1000万元买

断了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的永久性承

办权。5届金鹰节的成功承办，进一步

提升了湖南广播影视业的整体形象。

在发展节会经济的同时，还建设了湖

南金鹰影视文化城。目前，一期工程已

经基本完成，正启动二期工程，以影视

文化为内核，包括生产、科技、会展、

娱乐、旅游、休闲等诸多大文化要素在

内的金鹰影视文化城已具雏形，并凸

显出较大的经济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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