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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潜力无限 

夏斌 

 

文化产业虽然不是七大新兴战略产业，但文化产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紧密相

关，而且成为潜力最大的消费领域，文化产业正在成为未全面挖掘的最后一座金

矿。 

其业态包括图书出版、移动媒体、电视广告、网络媒体、有线电视电影、动

漫、网游等。近年新兴文化产业如网络动漫、网游、数字影视等出现快速增长趋

势。但相对于其他产业，文化产业在 A 股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大约 20 家上市

公司中，依然缺乏国内大型传媒企业，不少是过去几年经过重组整合而成。据统

计，目前文化企业仅占整个 A 股市场上市公司总数的 1%，市值仅占全部 A 股总

市值的 0.6%。据研究，我国内地娱乐及媒体行业在未来较长时间的行业增长速

度将大大超过全球行业水平。 

把握文化产业的投资机会，基本上就是从几个角度进行挖掘： 

 

一、一批新上市传媒类公司，这类公司已经具有先发优势，通过有效募集资金

后，适逢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期，将具有较强的行业竞争力。 

如天威视讯、奥飞动漫、华谊兄弟、中青宝、生意宝、时代出版、皖新传媒、

出版传媒、东方财富等。此外，还有一批早期上市公司的，如歌华有线、电广传

媒、中视传媒、东方明珠等。从成长潜力看，出版业、有线网络业的潜力来自于

跨地域的整合，长期以来，我国的出版、有线电视有着强烈的区域划分，在新的

文化产业体制下，打破区域限制应该是一个重要突破口，因此，这些优势公司一

旦实现跨区域购并整合，其成长力就将迅速体现。 

在较长时间内，文化产业的成长价值来自于做大规模，特别是具备复制能力

的公司，能够迅速异地扩大，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如歌华有线 600037，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在北京形成了一张覆盖

全市 18 个区县的大型有线电视传输网络，有线电视注册用户为 413 万户，发展

高清交互数字电视 30 万户，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这是一家目前上市公司中

最具规模的有线网络公司，已具备异地扩大能力。今年年初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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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了《银企战略合作协议》，将获得 20 亿元的融资额度，为公司推广数字化转

换、横向整合其他省有线电视资源、纵向整合上下游产业链提供了可靠的资金支

持。 

 

像中视传媒、东方明珠、电广传媒、天威视讯等具有大股东背景支持的公司，

也是值得关注。此外，今年还会更多传媒类公司上市，关注新上市传媒公司所带

来的机会，如中国出版集团等。 

 

 

二、重组整合角度看，伴随产业发展政策的逐步明确，文化传媒业有可能迎来

一轮大规模的产业重组整合。 

一直以来，文化企业存在融资瓶颈。随着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银行、财

政部、文化部等九部委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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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资金瓶颈有望出现重大转变。其中上市融资是重要组成部分。据文化部对

300 家民营文化企业的专题调研结果，56.7%的企业认为融资困难，超过 80%的

企业主要依赖自身积累。现实情况是，众多国有文化产业类公司要实现上市融资，

大多数存在经营独立性不足、部分资产受政策限制不能上市等问题。改制整体上

市是一个最好的路径，但需要时间。 

比较快速的方式是采用借壳上市。实际上，目前上市的传媒类上市公司中

不少都是来自于借壳上市，比如华闻传媒、新华传媒、广电网络、博瑞传播、时

代出版。这种方式下，通常是借壳上市后，通过多次定向增发等形式逐步实施资

产注入，最终实现整体上市。整体上看，目前这些重组型传媒类公司，资产质量、

营利能力都保持良好上升趋势，在良好的行业背景下，仍然值得中长期持续关注。 

像新华传媒 600825，数年前借壳“华联超市”重组转型传媒产业，实际控

股股东为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后续资产注入仍然可以预期。年初公司四家传媒经

营类公司获所得税减免。 

三、音乐产业的发展。 

2013 年是中国音乐产业快速发展、转型升级的一年。在国家文化产业政策

环境不断优化的背景下，中国音乐产业正在走出由实体唱片为主的传统模式向以

网络音乐为主的数字模式转变的关键期，逐步形成了以音乐内容创作和音乐版权

经纪为双核驱动，以跨终端、跨媒体的平台为售卖渠道，以最终用户体验度为市

场导向的新型文化经济业态。转型、融合、集约、创新，共同构成了 2013 年中

国音乐产业的发展主题。 

具体细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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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唱片行业 

2013 年中国内地实体唱片市场规模约 6.5 亿元，较 2012 年增长约 9.5%。

虽然 2013 年整个唱片市场销售量呈下滑趋势，但总营收仍有小幅增加。“线上销

售唱片模式的兴起，实体唱片市场零售价的逐步提高以及独立唱片成为实体唱片

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成为实体唱片行业的新生现象。 

 

音乐演出行业 

2013 年中国音乐演出产业规模达 140 亿元，其中票房收入 43.6 亿元，演出

总场次 1.65 万次。虽然较 2012 年有小幅度下降，但总体来看依然保持着良好的

发展势头。商业模式和定位日渐清晰，整个行业运作日趋规范，细分市场规模不

断扩大，这些现象都预示着音乐演出行业正在调整之中寻求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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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增加，文化产业市场规模增长率在10%以上 

（1）随着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长，我国居民在文化消费支出不

断提高。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902.3元，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

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为2033.5元，十年间增长2倍多，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46%。

200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为210.3元，2012年达到了445.5元，十

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8.80%。 

 

（2）需求的不断增加带动文化产业的高速的发展。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1）我国政府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以及《国家

及地方文化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为我国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

展环境；2）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3）

经济发展使得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能力增强。《2014-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

前景预测与基地建设研究报告》认为，文化产业是典型的需求拉动型的产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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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在文化产业中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较

小。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市场规模为8400亿元，2012年市场规模达

到了16000亿元，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3.96%，可见我国文化产业的市场规模呈高

速发展的状态。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的理论来看，文化产品正处在成长期。 

 

五、文化产业等能够代替房地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马车。 

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1992年至200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间的“制造业+出口+

低消费”的发展模式和2008年至今的“地方债+房地产+宽松货币政策+低消费”

的发展模式。目前，随着我国地方政府负债规模的不断增大，依靠出让土地获取

财政收入的模式，使得中国人透支了未来30年的城镇化带来的红利。 

 

从长远来看，房地产不能始终处在带动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这种模式的结

束必须要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以上两种模式都有低消费，那么在新的经济发

展模式中，必须要改变这种低消费，使内需的不断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我们预测，未来居民花费在住房、衣服、食物和交通等方面的比重必然呈下降趋

势，而在文化产业等上的消费比重必然呈上升趋势。而正是这些产业的很可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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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发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