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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6版

街头艺人“弹”出
城市温度“新气质”

对于街头艺人的包容态度，其背后

反映的不仅是文创产业发展，更是一个

城市气质的体现。首批持证艺人今年

“五一”期间在成都为市民带来街头表

演。对于成都的街头艺人来说，是幸福

的，城市提供了包容的展示平台；对于成

都这座城市来说，这何尝不是其文化自

信、包容气质与生活温度的体现？

文化时评

□ 张 翼

10个大类、50个中类、120个小

类分别修订为9个大类、43个中类，

146个小类——国家统计局日前发

布《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

对2012年版本进行修订。

文化产业分类为何要做较大幅

度的调整？六年之变透露出怎样的

信息？在新版本中出现的那些文化

产业“新面孔”，告诉我们什么？

大修订：折射经济格局
变迁和产业发展轨迹

“这次文化产业统计分类的修订

非常适时也很必要，目前我国文化产

业飞速发展。从全球来看，中国的文

化产业不仅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

蓬勃发展的速度也超过了发达国

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研究所

所长金元浦说。

统计必须跟上发展的脚步，统计

分类的变化折射的是经济格局的变

迁和产业发展的轨迹。

2017年6月30日，新的《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正式颁布。“适应国民经济日新月异

的发展变化，去年我国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很多新的类

别已经加入。文化产业分类与整个

国民经济的统计分类完全同步，相应

地进行调整，总体是非常积极的，适

应了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新趋势。”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

任祁述裕表示。

“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接

近或超过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则

会出现‘井喷’。国家‘十三五’规划

进一步明确，2020年文化产业将成

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

的重要性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服务室

主任王佳元说。

据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

计师殷国俊介绍，为适应当前我国文

化新业态不断涌现的新形势，更好满

足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规划的

需要，新修订的分类类别共设置9个

大类，分别是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

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

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娱乐休闲服

务、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

装备生产、文化消费终端生产。根据

活动相似性，在每个大类下设置若干

中类、共计43个中类，在每个中类下

设置了若干具体的活动类别、共计

146个小类。

新面孔：顺应时代潮流
“互联网+”进入分类

“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观光旅

游航空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

器制造”“可穿戴文化设备”……在国

家统计局发布的文化产业分类新版

本上，人们发现这些文化产业的“新

面孔”。

腾讯研究院日前发布《中国“互

联网+”指数报告（2018）》显示，2017

年，中国互联网平均每秒进入672.5G

的信息，或为文本，或为图片，或为网

页，或为视频，或为H5动画，或为直

播，或为网游，或为小程序。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互

联网+’为依托的文化新业态不断涌

现并发展迅猛，日益成为文化产业新

的增长点，理应把这些新业态及时纳

入统计范围。”殷国俊指出。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技的发

展尤其是信息技术、传播技术、自动

化技术和激光技术等高科技广泛运

用，都影响着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方

式的变化。“日益普及的宽带连接，移

动手机升级，视频和音乐播放器等技

术在促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也将打破文化产业与电信业、计算机

网络业的业务界线，加快完善文化创

新体系，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形态。”

王佳元分析说。

近年来，从“互联网+”到“+互联

网”，以及数字中国、大数据战略的推

进，凸显“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作用。金元浦指出，“互联网文化

娱乐平台”“其他智能文化消费设备制

造”等文化新业态的建设非常重要，加

入统计分类非常必要，适应互联网领

域中高速发展的现实。同时，当下正

是中国文化创意领域原创力集中爆发

期，越来越关注原创的发展，在文化

产业分类调整中也得到了体现。

新聚焦：文化产业发展
将打开更大的空间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居民文化娱

乐服务消费仅占城乡居民消费总额

的10%左右，而在许多发达国家和

地区，居民文化消费占总消费额的

30%以上。这意味着我国居民文化

消费潜力远未得到释放，我国的文化

消费还处于起步阶段。

2017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

10,000美元，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

尔系数为29.3%，进入了联合国划分

的20%~30%的富足区间。

文化消费的大发展寄望于文化

产业的大繁荣。

金元浦注意到，在新版文化产业

分类中，新增“文化投资运营”大类，下

设“投资与资产管理”和“运营管理”两

个中类。他认为，从天使投资到风险

投资，创意产业、创意经济的发展离不

开文化投资，一轮又一轮的风险投资

孕育出一大批文化产业的“独角

兽”。这个大类的出现表明文化投资

的重要性，也说明在进一步发展中，

必将更加关注文化投资的良性发展。

“2016年以来，各种类别的文化

投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设立。目前

全国各地文投公司和担保体系已经

普遍建立起来，银行、基金公司等金

融业对文化产业有大量投入。文化

投资与资产的管理相应也提上了重

要议程。另外，前些年文化产业创意

园区的建设非常快，创意园区的管理

必须要加大力度。这些未来文化产

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都从分类调整中

可以看出。”金元浦指出。

金元浦认为，“创意设计服务”这

个大类也非常重要。创意设计适应

了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适

应国家提出的创新经济的新格局、新

方向，突出了创新、创意、创造、研

发。这次分类更加明确肯定了创意

设计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

“未来，文化市场的多样性特征

也将进一步加强，文化消费内容将不

断丰富，能级将不断提高，方式将不

断创新，文化新业态将不断涌现，进

而引发新型的文化消费。”王佳元说。

中国文化产业突飞猛进发展，将

不断提出新的命题。祁述裕对文化

分类提出了一些建议：“目前快速发

展的特色文化产业还没有在分类中

得到较充分的体现，一些产业还没有

纳入新的分类，文化产业的丰富性和

多样性有待进一步体现出来。互联

网发展使新型业态层出不穷，也应该

留下更多的空间。”

文化产业分类：六年之变透露出哪些信息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对2012年版本进行修订

□ 白 炜

近日，国家版权局网络版权产业

研究基地在北京发布了《中国网络版

权产业发展报告（2018）》（以下简称

《报告》）。《报告》依据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关于版权产业的界定，将网络核

心版权产业界定为依托版权保护，依

赖于网络技术和应用，完全从事创

造、生产与制造、表演、传播与展出、

发行与销售内容产品的产业。当前，

我国网络版权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增

长趋势。根据测算，2017年中国网

络版权产业的市场规模为6365亿

元，相较2016年增长了27.2%。其

中，中国网络版权产业用户付费规模

为3184亿元，占比规模突破50%。

《报告》显示，传统文化产业正在

积极拥抱互联网，加快数字转型。例

如，在数字阅读领域，数字阅读平台培

育了用户的在线阅读习惯，用户阅读

习惯的迁移推动出版社对数字阅读平

台从被动接纳转为主动接受；在音乐

娱乐市场，移动K歌模式正在向线下

延伸，传统KTV市场有了新的活力。

在网络版权产业的各个细分领

域，用户规模和市场增长都有不错的

表现，充满了创新与活力。在用户体

量增长和会员精细运营的双重拉动

下，2017年中国网络视频用户付费

市场规模为218亿元，同比增长接近

翻番，预计未来两年仍会保持超过

60%的高速增长。在用户付费意愿

提升和IP改编变现的推动下，中国

数字阅读市场规模突破百亿元，同比

增长31.1%，预计未来几年复合增长

率仍将接近30%。2017年中国网络

音乐市场规模（不含电信音乐增值业

务）已达到 175 亿元，同比增长

22%。音乐+社交、K歌+移动互联

网的模式更好地满足了用户的情感

需要，备受市场认可。

《报告》显示，短视频产业在2017

年也实现了迅猛增长，用户规模已突

破4.1亿人，同比增长115%。短视频

市场用户流量与广告价值爆发，预计

2020年短视频市场规模将超350亿

元。值得注意的是，直播、短视频产业

都是从2014年之后才突然兴起，并

得以迅速推广，体现了移动互联网与

数字内容产业融合后的巨大爆发力。

虽然中国的网络版权产业一直

保持着快速增长，但同时也面临着流

量红利衰减的挑战。2017年，中国移

动互联网人均使用时长同比仅增加

8.7分钟，用户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临近

饱和，因此，提升存量消费市场的质

量是未来竞争的焦点。当前，中国网

络版权产业各领域积极融合发展。在

技术应用方面，“内容+社交+AI大数

据”推动了信息流、音乐社交以及微信

小程序等新内容生态的形成。在产业

生态方面，互联网与影视、出版、音乐、

动漫等上游产业还将进一步深入融

合，培育更加繁荣的原创市场。

2017年中国网络版权产值突破6000亿元
国家版权局网络版权产业研究基地在京发布《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2018）》

□ 盛玉雷

“要正确对待一时的成败得失，处优

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

都成为人生的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

习近平总书记曾寄语青年正确对待困难

和压力。

的确，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

的。15岁，到延安插队；22岁，去大学上学；

26岁，到机关工作；29岁，到基层锻炼……

习近平的青年时光，充满了曲折和磨砺，

却写下了传奇与震撼，成为一代青年的样

本和典范。“请不要在最能吃苦的年纪选

择安逸。”奋斗是青春最厚重的底色，经得

了磨难、受得了痛苦、熬得过孤独，才不会

被时代落下，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今天，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明天，青

春是用来回忆的。现实中，一些年轻人

却开始“叹老”。的确，面对城市的生活压

力，面对职场的生存法则，养育儿女、赡养

老人，买车、买房……难免会让青春染上

些暮气。然而，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

的力量，物质的年代更需建构精神的家

园。真正有意义的青春和人生，必然是

用奋斗来打磨的。把今天的绊脚石变成

明天的铺路石，才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其实，青春既是人生的一个时期，更

是生活的一种心态。近80岁高龄走上T

台，被网友称为“最帅大爷”的王德顺，在

60岁生日时这样写道，“我并不盼望你的

到来……它象征着我的成熟，也预告了

我的衰老。好在我并不服老。”鲜活的心

跳，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年轮的递增，也

只是数字的跳跃；只有来自心灵的疲惫，

才会带来无可挽回的衰老。正如有人所

说，越来越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让人觉

得越来越老。

一个昂扬向上的社会，到底需要怎

样的青年？对此，生活给出了最生动的

注脚。年轻战士卫国戍边，用满是皲裂

的手，拿着冻成冰块的牛奶；高中女生

武亦姝满腹诗书，用精彩绝伦的表现，满

足人们对才女的所有想象；耶鲁大学毕

业生秦玥飞，在城市和田垄之间，毅然选

择后者……解析“青年”的含义，可以是爱

国，可以是担当、是自强，也可以是勤于

思、精于业。青年人最大的资本，恰恰是

最容易被自己忽视的青春；青春最值得的

回忆，正是追逐梦想、成长奋斗的痕迹。

当然，青年群体的自嘲，一定程度上

也反映着对未来的焦虑。唤醒年轻心

态，不仅需要青年人振奋精神，也需要整

个社会为之扫除心头的暮气，激发追逐

梦想的朝气。出台《中长期青年发展规

划（2016—2025年）》，实施更加积极的就

业政策，推动“双创”政策落实，确保教育

资助到位……国家不断为青年搭建起广阔

的舞台，助力他们舞出绚丽青春，正是因为

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

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也

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领悟人生真谛，靠的是经历而不是

年纪；破除成长迷雾，凭的是奋斗而不是

“叹老”。人生各个阶段都有各自的意

义，但无论身处何方、年龄几许，心怀青

春，生命就不会褪色。努力、昂扬，让青

春拔节生长，舒展成该有的模样。

舒展青春该有的模样

纪实文学纪实文学《《梁家河梁家河》》
在陕西在陕西首发首发

5月2日，纪实文学《梁家河》

一书首发仪式在陕西西安举行。

该书近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

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社发（张博文 摄）

文化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