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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及其启示①

方雪梅
（湖南工人报社，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５）

摘　要：法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是典型的国家主导模式。这一模式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倡导“文化民主化”、坚持

“文化特殊”原则、强调“国家主导”作用。法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对于我国有两点重要启示：一是提示我们要高度重

视文化产业的特殊性；二是展示出国家对文化产业保护和扶持的重要性。

关键词：文化产业；法国；中国；发展模式；启示

中图分类号：Ｃ９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２４－０３

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ｒｅｎｃｈ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ｓ

ＦＡＮＧＸｕｅｍｅｉ
（ＨｕｎａｎＷｏｒｋｅｒｓ’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ｒｅｎｃｈ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ｓ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ｎ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ｏｎｅ，ｗｈｉｃｈｉ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ｂｙ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ｄ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ａｎｄ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ｒｏｌ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ｒｅｎｃｈ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ａｓｔｈｒｏｗｎｔｗｏｍａｉｎ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ｓ
ｏｎＣｈｉｎａ．Ｏｎｅｉｓｔｈａｔ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ａｔｔａｃｈ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ｉｓ
ｔｈａｔ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ｓｈｏｗ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ｒ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新经济时代，文化元素无孔不入，无处不在。任何新产品的开发、利用、推广和营销都离不开知识、

技术、创意、理念等文化元素，文化与经济融合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

把“文化立国”“文化强国”列为国家发展战略，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彰显。因此，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不仅能拉动一国的经济增长，更能提升该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世界各国文化产

业的发展中，法国模式极具个性和特色，因而也极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中国文化与法国文化有着诸多

相似之处，如历史悠久、遗产丰富、资源众多、底蕴深厚等。深入研究法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可以为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

１　法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
法国文化历史悠久，遗产丰富。法国有着诸如卢浮宫、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这样著名的历史文化

遗产，有着莫里哀、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萨特、加缪等世界级大文豪。法国曾是印象主义、超现实主

义等各种艺术流派的发源地，同时还是电影的发源地。法国的文化旅游业、美食文化业一直稳居世界前

列；电影产业近年来有了稳步增长，是欧洲最大和最重要的电影生产国；艺术品交易、时尚产业更是长盛

不衰。据蓝庆新等人的研究结果，法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综合竞争力指数为６６．４７，仅次于美国（７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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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世界第二［１］。法国文化底蕴深厚，法国人对他们的民族文化情有独钟，法国政府更是不遗余力地

保护和推广本国文化。法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公共性和特

殊性，始终强调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因此，法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就是典型的国家主导型模式。

这一模式的特征主要体现在３个方面。
１．１　倡导“文化民主化”

有法国国父之称的戴高乐将军在法国文化部成立的政令中规定：“使最大多数的法国人能接触全

人类的首先是法国的文化精华；使法国的文化遗产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文化艺术创作，繁荣艺

术园地。”［２］这就是法国倡导的“文化民主化”。法国历届政府都遵循着这一文化理念和文化政策，把文

化作为每个公民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来保障，使文化脱离权利的垄断和资本市场的支配，最大限度的营

造文化的民主氛围，从而使本国和全人类的文化精华得以推广和普及。为了践行“文化民主化”的理

念，法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一是制定文化分散策略，实现首都与外省、城市与乡村、市区与郊

区之间的文化平衡。二是实行博物馆、展览馆免票政策。三是加强艺术教育。四是对艺术及文化产业

进行大规模的资金扶持。五是鼓励支持民间团体和私人开展文化活动。在政府持续不断的努力下，法

国的“文化民主化”切切实实得以实现。２０１３年，法国南部城市马赛荣膺年度“欧洲文化之都”就是一
个最好的例证。

１．２　坚持“文化特殊”原则
“文化特殊”原则是“文化例外”原则和“文化多样性”原则的总合，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本国文化不

受外来文化侵蚀而制定的一种政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法国人基于对国家和
民族文化独立的重要性认识，提出了“文化例外”原则，坚决反对把文化列入一般性服务贸易。之后，为

了使“文化例外”原则让更多的国家能够接受和具有普遍的意义，法国将“文化例外”原则修正为“文化

多样性”原则，并联合欧盟其他成员国，对美国在文化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自由贸易要求继续进行抵制。

法国的这一主张，不仅得到国内各政治派别和民众的广泛认同，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最

终获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为此，法国再次赢得了“思想独立、善于创造”的美誉，并

大大加强了其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话语权。

１．３　强调“国家主导”作用
法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真正优势，并不在于依靠文化资源，而是在于对如何发展文化有其独到的认知

和理念。法国历来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认为在开放的文化市场中，如果政府不进行有效的扶持和干

预，本国文化产业将受到很大的冲击，进而逐步导致衰退。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国家依靠特有的行政力

量，通过制定各种政策和直接投入等手段，大力扶持本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即使在欧债危机蔓延

时，法国政府对文化的投入不仅不减，反而逐年增加。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法国对文化事业和产业的投入从
５９亿多欧元增加到７５亿欧元，三年大约增长了２０％［３］。法国文化机构的资金都是由政府财政直接拨

款，而非自负盈亏。法国政府对文化设施与文化活动给予高额补贴，例如政府每年都拨出十几亿法郎用

于兴建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等文化设施，每年为出版业提供一亿多法郎的资助，甚至连电影制作、发行

和影院经营也可获得政府的资助［４］。在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法国那样，把文化作为外交的基石。法

国在国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宣传网络，每年在世界各地举行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从事对外文化宣

传的人员和经费一直占外交部总量的１／３以上［５］。由于受到国家的大力保护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法国

的文化产业保持了较强的民族独立性，法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日益提升。

２　法国模式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启示
我国文化产业的起步较晚，与法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

虽已步入了世界文化大国之列，但并不是文化强国。我国文化产业综合竞争力指数仅为４２．１６，在２０
个测评国家中排名第１３位，处于中下等水平［１］。我国文化产业要想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就必须学习、

借鉴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探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开辟出

一条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发展道路［６］。法国模式对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有两点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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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要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特殊性
法国之所以极力反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自由贸易，是因为文化产业具有特殊性。文化产业与

其他产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文化产业具有双重属性，即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而且，其社会属性远远大

于经济属性。文化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思想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产业的核心价值就

是其创造的产品的文化价值，文化产品在实现经济价值的同时也注入了文化价值。美国的好莱坞大片

之所以风靡全球，不仅仅是因为其运用了高科技手段和制作技术的精良，更重要的是影片中宣扬了美国

精神、国家理想，以及高度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因此，发展文化产业的根本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

社会意识形态的问题。现阶段，我国有关文化产业的研究多半限于经济层面的讨论，对于文化产业的特

殊性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７］。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

力。”［８］概括地讲，软实力即国力。而国力，即以实力为内在规定，并以权利为展开形态［９］。文化的力量

来自于文化所蕴含的内在精神，文化魅力是国家软实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提高我国文化的软实力，

就必须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文化产品所负载的意识形态力量，能够超越产品本身的物资形态，从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甚

至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我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纷繁

复杂，此时更应警惕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要防止敌

对势力的长期渗透，要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使之真正成为社会的主

流价值观。

２．２　要加大对本国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
法国文化能够保持今天的繁荣，法国文化产业能够得到持续的发展，与法国政府对文化事业和产业

的鼎立相助密不可分。我国的文化产业才刚刚起步，机制、体制还相当的不完善，不能任其自由发展，而

是要给予精心的培育和大力的扶持。在这一点上，法国的经验尤其值得学习。国家要依靠特有的行政

力量，从政策、组织机构、财政、税收、立法等各个方面着实推动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大发展。

第一，要加大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国家要采取直接拨款的方式，大力兴建博物馆、展览馆、图书

馆、体育馆、剧院等基础文化设施，并对儿童和青少年实行免费开放服务，以增强国民的文化素养［１０］。

第二，要加大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对于我国物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应当采取立法和直接投入

的手段，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以免遭到人为的破坏。第三，要加大对民族文化、高雅艺术、纯文学的支

持。对于像京剧、地方戏曲、民乐、民歌、交响乐、芭蕾舞、纯文学图书与报刊杂志等，国家要通过设立各

种基金、减免税收等方式，对其大力扶持。同时还要提高从事这些艺术创作和活动人员的社会地位，为

他们提供较好的生活保障，使之专心从事他们的事业，以创作出更好更多的优秀作品，从而使国民的审

美情趣和审美观得以提升。第四，要加大对版权的保护力度。国家要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及时的对版权法进行修订，同时加大对盗版、侵权等非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以保障文化产业的发展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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