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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经济时代下，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标志，更是人类文明的精神支柱。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型产业形态也

成为了我国的精神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文化新经济时代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为使我国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能够有效

抵御各种入侵和风险，就需要我们切实加强对内部现实问题的解决，增强我国文化产业在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环境下的影响力

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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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new economic era, culture is not only symbol of a country and nation, but also spiritual pillar of human civilization. As a 

new industrial form, cultural industry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spiritual industry. The current era of cultural new 

economy is full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sist various intrusions and risks in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y,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effectively strengthen solution of internal practical problems and enhance influence 

and discourse power of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y in global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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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要对文化体制进行深化改革，并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不断的完善，再

构建体制机制时，应始终坚持社会效益为重的原则。现如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我国文化产业也得

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面对文化快速发展的局势，必须要保持沉着、冷静，确保文化发展的科学性以及可持续性，并

坚持理性发展原则。 

1 新经济时代，文化理性危机及文化产业责任伦理 

（1）目前，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思想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原有的理性

正在逐渐消失，很多人都秉持着错误的思想价值观，很容易导致社会矛盾问题的发生。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

的话，那么将会给我国文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程度的影响。2018 年 3 月 1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

第三次全体会，会议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后五年的立法规划提出建议，《文化产业促进法》终于被正式列入立法

规划。这意味着，作为文化产业基本法的《文化产业促进法》将于 5 年内出台
[1]
。 

（2）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如果文化没有繁荣昌盛的话，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就无法实

现。由此可见，文化产业发展对于我国整体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文化产业发展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

的。自改革开放至的 40 年时间里，是我国文化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持，这 40 年是党引领人民砥砺前行、披荆斩棘的 40 年。不过，

在这 40 年的时间里，虽然文化产业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是所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

效的解决，那么将会给我国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很大的阻碍。 

2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文化产业建设的“泛”与“滥” 

要想实现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需要进行宏观科学决策，还需要爱进行微观的科学谋划。我们发现，很多地

方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往往都没有对产业发展进行细致的调查与分析，没有充分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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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实际情况，来对文化产业发展进行合理的规划。同时，还有些地方没有充分掌握文化产业的界定，导致文化产业

建设出现严重的“泛”与“滥”问题，给文化产业的理性发展带来很大程度的影响。 

2.2 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盲目投资 

文化产业发展是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的。现如今，随着我国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日益重视，文化产业中的资金来源

也越来越多，给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盲负投资以及不合理投资问题也逐渐增多。比如我国的电视

剧行业，据国家广电总局所公布的数据，2017 年，我国电视剧总数量达到了 1180 部，2018 尼阿美，电视剧行业总投

资量为 210 亿元，投资量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些电视剧有很多都不能播出。据统计显示，我国每年的电视剧产量与

播出量的比例为 5:3，有大约 4 成的电视剧都无法通过审核并播出，着就导致了投入资金无法收回，造成了大量的资金

浪费，这也限制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3 加强文化理性建构与文化产业生态责任伦理的现实途径 

3.1 生产独具“民族信仰”的文化产品，强化民族的理性程度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深厚的历史文化及民族文化资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

家必须要发挥好自身的引导作用，积极引导企业与民众树立起正确的民族文化信仰，加强对文化的认知，并提高认知

的理性化程度，摒除杂乱的文化现象；同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大众的文化需求，不断的转变自身的

发展理念，尽可能的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生产出文化性程度较高的文化产品，从而使人们产生心灵共鸣，使人们的

文化理念得到进一步的加深，进一步促进人们理性程度的提高。此外，公民必须要积极吸收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抵制

庸俗的落后文化，接受优质文化产品的熏陶，从而使自身的理性意识得到有效增强
[4]
。 

3.2 注重文化产业生态效应，自觉承担责任创新，促进产业链循环发展 

文化产业生态效应指的就是为了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所建立起的一种机理系统，该机理系统具备规

划绿色产业链、推动异质性产业集群以及坚持产业共生等发展模式。要想实现文化产业的生态化发展，就必须要加强

对绿色产业发展的重视，不断创新新的绿色产业发展机制，并对市场发展规律进行深入的分析，然后对文化资源进行

合理的配置，从而形成一个以文化为主、产业为辅的企业群体，在这产业系统中，可以实现企业之间的互相沟通与交

流，可以使企业的文化资源得到共享。此外，还应当加强对人才培养与引进的重视，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并积极引

进跨界人才，从而使文化竞争力得到有效增强，进一步促进产业链的循环发展，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

力支持。 

4 结束语 

在现代环境下，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以及文化需求，文化产业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文化的生成、传播

以及扩展等都进入了新的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精神生产以及文化形态，有效推动文化有机体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产生、

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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