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94期)2011(4)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2011-03-30
作者简介:韩 栋(1989-),男;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E-mail:681870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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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中国影视文化产业概况,采用贸易竞争指数对其国际竞争力进行了衡量;引入“钻石模型”

理论,对中国影视文化产业竞争力的钻石体系要素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存在生产要素发展水平较

低、国际间需求差异较大、相关与支持产业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且投融资体系及营销手段较为落后、政府扶持

力度不足等5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注重对专门人才的培养、制定国际化的

营销策略、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等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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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产业及其影响力已经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的

重要内容。世界各国的文化产业也伴随着知识经济

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迅速发展壮大。许多发达国家的

文化产业都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成为了国家的支柱

和主导产业,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业也逐渐成

为国民经济中一个新的增长点。中国影视文化产业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逐渐兴起,起步晚,发展水

平较低,在整个文化产业中又属于弱势产业。影视

文化产业不仅仅只关乎商业,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象征,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

原创力。因此,探究影响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国际竞

争力的原因,推进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在文化信

息产业迅猛发展的今天是势在必行的。基于此,本
文借助贸易竞争优势和钻石体系等分析方法,在对

中国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

如何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提出相关建议。

  一、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
衡量

  中国影视文化产业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逐步发展起来,起步较晚。由于强调意识形态的作

用,且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才由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型,所以既缺乏影视文化产业运作的人

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又缺乏产业运作的管理经验。
但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发展影视文

化产业的重要性,加大了对该产业的扶持力度,使我

国影视文化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我国的影视文化产业虽然发展的速度在逐

渐加快,但其在国际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仍然很弱。
例如我国影视文化产业的产值还不到国内总产值的

1%,而在美、日等发达国家,影视文化产业已成为了

其支柱产业之一。不仅如此,中国影视文化产业的

贸易额在世界影视文化贸易总额所占的份额甚至可

以忽略不计[1]。
影视文化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在

该产业领域中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它指的是一

国出口的影视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通常用贸易竞争指数来衡量。

贸易竞争指数的公式如下:

N=(Xi-Mi)/(Xi+Mi) (1)
式中Xi 和Mi 分别表示用本国货币衡量的同

一类别的影视文化产品的出口值和进口值。指数为

正时,表示该类影视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

水平,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其影视文化产业国际

竞争力也较强。相反,当贸易指数为负时,则表示

该类影视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低于国际水平,出
口竞争力较弱,其影视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

较弱。
根据计算公式(1),本文选取国家外汇管理局网

站所公布的2005-2009年间中国电影音像进出口

数据[2],对2005-2009年间中国影视文化贸易竞争

指数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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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5-2009年中国电影、音像进出口情况 千美元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逆差 20096 15954 162569 163322 200000
出口 133859 121480 153716 254622 100000
进口 153954 137433 316285 417943 300000

贸易竞争指数 -0.07 -0.06 -0.35 -0.24 -0.50

  注:由于数据获取的难度较大,本文仅选取电影、音像两项数据作为影视文化产业的代表。

  表1显示,2005年我国电影、音像制品的贸易

竞争指数为-0.07,到2009年该指数为-0.50。它

反映出,中国影视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很弱,
影视文化产品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并且幅度仍在

不断增大。

  二、中国影视文化产业竞争力的钻
石体系要素分析

  “钻石模型”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管理学教授迈

克尔·波特于1990年在其著作《国家竞争优势》[3]

中提出的。“钻石模型”理论主要分析的是一个国家

的某种产业为什么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波特认

为,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的竞争力由4个要素决定,
它们分别是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

业、企业战略及其结构以及同业竞争。除了这4个

基本要素之外,波特还加入了机会和政府2个变量。
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所构成的模型就是著名的

钻石理论模型(DiamondsTheoryModel,DTM)。

1.生产要素发展水平较低

影视文化产业中的基本要素包括自然资源、气
候、地理、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工、债务资本等,这类要

素的技术含量不高,所以在产业竞争中所形成的作

用比较小。所以影视文化产业的竞争更应该是高等

要素的竞争,它包括现代化电信网络、高科技人才、
尖端学科的研究机构等各个方面,而创造这类要素

需要在人力和物质上进行大量和持续的投资以拥有

高级的人力资源和技术。
从高等要素的角度观察中国的现状,影视文化

管理人才的匮乏是中国影视文化产业不具备国际竞

争力的最大症结。影视文化产业的竞争,不仅仅是

产品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管理人员专业素质

低,观念陈旧、管理思想滞后,不善于市场运作又不

能洞悉影视文化产品的消费心理,处理国际影视文

化合作业务也显得生疏乏力,这些都是严重阻碍中

国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

2.国际间需求差异较大

纵观中国的影视文化产品市场,自身需求规模

方面可以说是差强人意。根据张江艺的无量刚化变

换方法测算出的中国电影需求状况竞争力居世界首

位,电视机的拥有量也是世界第一,有线电视网已超

过400万km,有线电视用户快接近2亿[4]。而随着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有消费能力的人群还在不断

增加,这表明中国的影视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相当

旺盛,市场潜力巨大。
然而从需求国际化的角度观察中国的现状就不

那么乐观了。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产和

精神财富常常让中国的影视文化产品中所包含的历

史性、民族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因素过多,诸如文化背

景、历史传统、审美预期、语言、字幕甚至口音等方面

的明显差异[5],让中国的影视文化产品在国际竞争

中产生较大的文化折扣,导致外国市场需求规模十

分有限。

3.相关与支持产业薄弱

相关和支持产业一直是中国影视文化产业的薄

弱环节。影视文化产业的利润不仅仅在于票房的收

入,票房以外的相关产品收益通常也占有很大份额。
在美国,电影以外开发的相关产品的收入往往可以

达到电影票房收入的2~4倍,例如 “蝙蝠侠”、“蜘
蛛侠”等;而中国影视文化产业的收入绝大部分都来

自于票房收入,相关产品的开发极为有限。
但随着影视文化产业的不断改革,产业所取得

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例如随着《英雄》《夜宴》
《十面埋伏》这几部电影的问世,“商业片”这一新的

代名词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它代表的就是一个

影视产品不仅能从票房中取得收益,带动的相关产

业例如出版和旅游等等也同样占有一定比重。

4.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融资体系及营销手段较

为落后

笔者认为企业战略、结构及同业竞争的一些问

题是阻碍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最主要几个因

素,主要表现在:①影视文化产业结构不合理。中国

的影视文化产业还未形成合理的产业链,资源和成

本消耗大而管理和产出的效率低。过分的依赖电视

一项产业使得电影、广播、动画、音像等产业一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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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弱势地位,而单靠这一项产业又无法带动起广播、
节目制作、传输网络的整体发展,不能形成产业开发

的整体优势。除此之外,如数字电视一类的新兴产

业的起步困难和对影视文化产业方面的高新科技不

够关注也使得中国的影视文化产业一直处于一个

“小而散’的尴尬境地。②影视文化产业投资市场缺

乏完善的投融资体系。一个完善的投融资体系是一

个产业具备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影视文化产业也不

例外,必须要有资本的支持才能快速的发展。中国

的影视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并且绝大部分资本来自

政府的支持,而政府的支持有限,所以限制了产业的

规模化发展。并且政府资助还容易使制作机构产生

较强的依赖性,它们往往不是想办法如何提高自身

的经营能力与竞争能力,忽略了市场需求[6]。中国

的广播影视产业更是规定,不能将事业经费用于投

资,更不能吸引民间资本来进行发展壮大。这造成

了目前为止,广电仅有5家上市公司,还没有一家中

国自己的广播影视公司在香港或境外的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③缺乏国际化的市场营销观念及手段。
没有把影视文化产品看成一种商业产品使得中国影

视文化产业无法赢得更多的国际市场,是产业在营

销的观念上的重要缺陷。中国电影产业,一直以来

注重意识形态教化作用,忽略了最根本的市场需求,
而不了解国际电影市场的需要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

就是不被国际市场所接受,就更不需要谈什么国际

竞争力。

5.政府扶持力度不足

政府对产业竞争优势的作用是影响前面4个方

面的因素。政府对这4个因素的影响可以是积极

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同时,政府的行为也可能会受

到以上各种因素的影响[7]。
长期以来,影视文化方面的体制性和政策性的

问题一直制约着该项产业的发展。比如电视台等文

化单位必须作为事业性单位,工作人员按照国家公

务员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再比如资本运作、节目交易

市场和市场准入政策不明确等一系列制约,影响中

国影视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
另外,关于影视文化产业方面的相关法制的滞

后以及政府对该产业的扶持力度也都是制约着中国

影视文化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阻碍因素。至

今为止,中国在关于影视文化产业方面仍有许多的

法律空白,现有的法制手段也不健全,“无法可依”和
“有法难依”的状况难以适应产业的发展。

  三、增强中国影视文化产业竞争力
的建议

  基于“钻石模型”的分析,本文认为4个要素和

政府变量影响了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主

要表现为:生产要素中高级要素———人才的匮乏;需
求条件中国际间明显需求差异带来的影视文化产业

中的文化折扣较大;相关及支持产业的薄弱使得影

视文化产业尚未形成一个合理的产业链;企业的产

业结构仍不合理,资本运作尚不成熟,市场营销的观

念及手段相对落后;政府在各个方面给予支持的力

度远远不够,因而提出以下建议。

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产业结构

政府应该尽快完善影视文化产业相关的法律法

规和政策制度,营造一个有序、健康、宽松的发展环

境。①完善有关影视文化产业的投融资制度,拓宽

该产业内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

②出台相应的有助于提高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国际竞

争力的优惠政策,加大对产业的扶持力度,如减免相

关税务等等。适当的降低该产业的准入门槛,也可

以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进来,营造一个良性的竞

争环境。③可以利用相关制度对受到外国企业冲击

的本土影视文化企业进行适当保护。
影视文化产业可以向规模化、系统化发展,让更

多的相关产业参与进来,形成一个健康的产业链。
这样可以让产业与产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为彼

此带来市场机会,推动市场的开发与创新。比如,电
影的拍摄可以带动当地的旅游,增加当地的就业机

会;电影的制作可以带动出版业、音像业的共同发展

等等。

2.注重对专门人才的培养

政府对影视文化产业高级要素的扶持主要在专

门人才的培养方面,创新用人机制,提高人才培训机

构的水平,发现人才、留住人才,使专门人才的专业

素质有整体上的提高。笔者认为首先可以加强国际

间关于管理人员的合作交流,借鉴该产业发展水平

较高国家的先进管理理念与经验,只有对专门人才

的培养水平与国际接轨,才能使整个产业具备国际

竞争力。其次可以尝试建立一套具有自己特色的自

上而下的人才培训体系,将人才的培养统一化、规模

化,结合到用人机制可以在统一培训的人才中实行

竞争上岗、择优录取,这样才能使专业人才发挥出最

大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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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国际化的营销策略

在中国市场逐步开放和国家加大扶持力度的大

环境下,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行业内企业整合,组建

具有规模的龙头型影视文化产业集团,从而实现影

视文化业的产业化、规模化。
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必定需

要制定一套完善的与国际市场相适应的营销体系。
首先,需要加强的是对国际上不同市场的调研与考

察,为不同的市场制定专业化、专门化的营销战略以

明确产品在市场上的定位。其次,需要加大对中国影

视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内的宣传力度,增大在宣传包

装方面的投入。再次,确立相配套的销售渠道和完善

的发行网络也是营销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4.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

中国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尝试走本土化

与国际化相结合的路线。一方面适当将自己独特的

民族性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相结合,不但可以让中国

文化逐渐被世界所接纳,还可以共同创作出更新颖的

影视文化产品。另一方面,通过国际交流合作,也可

以将西方影视文化产业中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带

到中国,加强国际间关于管理人员的合作交流,借鉴

该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先进管理理念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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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ofChineseAudiovisual
IndustryBasedonDiamondTheory

HANDong
(CollegeofEconomics,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ThispaperanalyzesthebriefintroductiontoChineseAudiovisualindustryandevaluates
its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byusingindexoftradecompetitiveness.Introducing“DiamondModel
Theory”,thispaperanalyzestheelementsofdiamondsystemincompetitivenessofChineseAudiovisual
industry.TheresultshowsthattherearefiveproblemsinChineseAudiovisualindustry,includingrela-
tivelyslowerdevelopmentoffactorsofproduction,bigdifferencesbetweeninternationaldemands,inade-
quatesupporttothisindustry,unreasonableindustrialstructure,weakinvestmentandfinancingsystem
andmarketingmethodsandinadequatesupportfromgovernments.Therefore,thispaperputsforward
somerelevantsuggestions,suchasstrengtheningthepolicysupport,optimizingindustrialstructure,tra-
ingprofessionaltalents,makinginternationalmarketingstrategiesandstrengtheninginternationalcoop-
erations.

Keywords audiovisualindustry;indexoftradecompetitiveness;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

tradecompetitiveadvantage;diamond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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