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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与税收政策 

——基于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山东经济学院   曲顺兰  路春城
 

 
 摘要：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的发

展不仅是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增强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文化产品的特

征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决定了税收的介入，税收政策对于文化产业产生的影响主要通过收入效

应和替代效应实现。总体上看，现行税收政策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还

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之处。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中，应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总结现有政

策的利弊，充分研究产业政策理论，从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技术和产业布局等方面完

善我国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一、引言 

文化产业作为当代社会生活中一个影响广泛的产业，已经成为“十一五”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当代社会的文化、经济以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将会产

生深刻的影响。胡锦涛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在谈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对

发展文化产业作了着重强调，十七大报告八次提到“文化产业”，直接涉及的文字大约 240

字。产业政策理论告诉我们，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税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文

化产品的特征和产业政策理论说明了税收政策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必要性。现有的研

究成果，多数从公共政策或者政府支持的角度研究文化产业，从税收政策角度研究文化产业

的成果非常少（国内仅有袁艳红于 2007 年 10 月发表在《税务研究》上的《完善文化产业发

展的税收政策》一文是研究文化产业税收政策的）。近几年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几个关

于文化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因而，从经济学理论和产业政策角度研究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

税收政策，对于我国相关税收政策的完善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文化产业的界定及税收调节的必要性分析 

（一）文化产业的界定 

“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起源于德国的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 1947 年出版的《启蒙的辨证法》中的“Cultural Industry”。他们在探讨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状况时，以强烈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口吻提到了“文化产业”。目前，

对于“文化产业”比较权威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蒙特利尔会议上将“文化产业”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

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是以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为主体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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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其生产经营、开发建设、管理服务的第三产业。这一定义概括了文化产业的两个基本属

性：一是文化的属性；二是产业的属性。 

为给文化产业的统计提供统一尺度，2004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首个《文化及相关产

业分类》标准，将文化产业定义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这

些有关的活动的集合。分成三类：（1）核心层，包括新闻、出版、广电和文化艺术等，主要

是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管理范围；（2）外围层，包括网络、娱乐、旅游、广告、

会展等新兴文化产业；（3）相关服务层，包括提供文化用品、文化设备生产和销售业务的行

业，主要指可以负载文化内容的硬件产品制作业和服务业。 

本文中的“文化产业”采用文化部在《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的

表述，即“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其特征是以产

业为手段来发展文化事业，以文化为资源来进行生产经营，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二）税收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学分析 

1.文化产品的特征决定了税收的介入 

文化产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具有有别于一般物质商品的如下特性： 

（1）外部性。不同国家的文化产品总会反映出不同的政治倾向和价值观念，在文化消

费中不知不觉地向消费者传递和渗透文化产品所内涵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人生理念等，

从而具有广泛的外部性。其外部性可以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表现在满足居民

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增加居民福利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等方面；负外部性表现在消费倾向错位、

降低社会福利和引发犯罪等方面。 

（2）非竞争性。文化产品的消费方式在很多情况下是欣赏，它所消耗的只是文化艺术

的物质载体，其文化价值不但不会消耗，反而会在人们的共鸣中获得丰富。人们可以根据自

己的爱好自由地选择某一时代某人创造的文化产品加以消费，但许多文化产品不会在消费中

立即消失，一个优秀的文化产品可以通过再版、再演与复制拷贝而获得永久的生命力。 

（3）效用难以衡量性。由于文化产品是一种精神产品，不同的消费者获得的效用不一

样，因此对这种文化产品的评价也不一样，导致这种文化产品的效用事实上难以衡量。 

（4）需求多样性。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在精神生活、道德风尚、文化层次、精神情

感等方面的需求差别很大，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客观上要求文化产品生产经营部门提供结构

复杂、层次繁多的文化商品和服务。 

文化产品的特殊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介入，税收政策是政府采用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手

段。通过税收政策，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鼓励企业对文化产业的投入，最大

限度的降低投资者对文化产业投资的成本与风险，创造尽可能多的投资效益。同时，税收优

惠政策也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引导资金流向，使更多的资金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引导下流向

文化产业，从而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反过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又会带动经济发展，增加就

业，从而提供丰富的税源，增加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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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政策导向及文化产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决定了税收的介入 

所谓“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是政府将宏观管理深入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之

内，对以市场为基础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技术和产业布局变化进行定向调控，以实

现某种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一系列政策的总和。在市场经济柜架下，推动主导产业或国家需要

重点发展产业的较快发展，形成对相关产业及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是产业政策之

所长（韩小明，2001）。而应用最普遍、也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产业政策执行方式，则是税收、

补贴、信贷等财政金融手段。比如，通过税收优惠和提供各种财政补贴的方式，间接影响某

些产业上下产业链的投资、生产与消费，可以鼓励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由于文化产品本身

的特征和目前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导向，税收作为产业政策的主要执行方式，将会

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激励作用。 

（1）弥补市场失灵的需要。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极好方式。但是，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

并不是万能的，本身存在着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经济波动以及分配不公等失灵之处。市场

机制是通过价格来配置资源，除市场机制外，还有一种机制也可以配置资源，这就是政府财

政的机制。这种机制的作用方式有两个：一是税收，税收对微观经济单位（个人、家庭、企

业等）来说，其作用是与市场机制中的价格相对应的；税收对宏观经济来说，其作用是保证

公共收入。二是公共支出，公共支出从补贴角度看，实质上是负税。实践也表明，税收政策

对于弥补市场失灵、有效配置资源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 

（2）更有效地实现政府经济目标的需要。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以一定的政府目标为前

提的，而在目标既定的条件下，政策制订之所以必要，在于其对于实现目标的有助性。在市

场经济中，相对于市场而言，政府政策的这种有助性表现为比市场在某些问题上更具效率。

税收调控是国家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的经济调控，因而它同其它经济调控手段相比，具有自身

的不同特征和优越性，比如调控范围广泛性、调控手段多重性、调控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不具

有对等性等。这些特征决定了税收政策在实现政府经济目标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也是国家实

现经济目标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3）文化产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化产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步发展阶

段、快速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文化产业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006 年我国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 5123 亿元，同比增长 17.1%，超过当年GDP增长速度 6.4

个百分点，对GDP贡献率为 3.41%，拉动GDP增长 0.36 个百分点；2006 年文化产业从业人员

1132 万人，比 2004 年增加 136 万人；实现增加值比 2004 年增加 1684 亿元。
1
产业政策在

不同的文化产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一般来说，文化产业的初步发展阶段，政府的主

要经济手段是财政和金融政策，比如直接财政资金的投入；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阶段，直接

的财政投资方式应逐步淡出，此时政府主要的经济手段应是税收政策，通过税收引导资金流

向鼓励发展的地区和方向；文化产业的稳定发展阶段，政府政策应主要定位于为文化产业的

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1
辛华  文化产业人均创造增加值 4.5 万元[N]  中国税务报 2007.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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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效应分析 

多项研究成果表明，税收对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我国提高第一产业和

第三产业的税负率对其增加值增长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提高第二产业税负率则不影响其经

济增长（明朗，2007）。税收效应是指纳税人和消费者因课税而在其经济选择或经济行为方

面做出的反应。税收效应可以分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个方面：税收收入效应指课税减少

了纳税人可自由支配的所得和改变了纳税人的相对所得状况；税收替代效应指当某种税影响

相对价格或相对效益时，人们就选择某种消费或活动来代替另一种消费或活动。 

（一）税收对文化产业的影响——需求角度分析 

1.税收的消费收入效应 

税收对消费的收入效应，表现为政府对商品课税之后，使纳税人实际购买力下降，降

低对商品的消费量，从而居于较低的收入水平。税收消费收入效应的大小由平均税率决定，

这里的平均税率是纳税人交纳的税金与其总消费支出之比。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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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1      E1

                Y0               E0   
                                      U0

                                         
                 O                               X 
                        X1    X0    B1   B 

图 1  税收的消费收入效应 

 

对所得课税会减少纳税人可支配收入，降低纳税人消费水平，但不会改变商品相对价

格和纳税人的消费偏好。如图，征税前预算线为AB，无差异曲线为U0，均衡点为E0，当政府

对所得课税后，纳税人可支配收入下降，预算线平行向下移动至A1B1，与无差异曲线U1切于

新均衡点E1。由于产品X相对价格没有改变，此时纳税人的消费结构没有改变，但是可支配

收入下降，消费数量相比税前下降了。 

2.税收的消费替代效应 

税收的消费替代效应，指税收对消费者选择商品的影响，它表现为政府对个别商品课

税后，引起市场课税商品的相对价格上涨，这意味着纳税人消费同一课税商品得到的效用不

变，代价增大，从而降低消费者对该商品的偏好，导致其在选购商品时，减少课税商品的购

买量，相应地增加非税商品的购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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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税收的消费替代效应 
 

征税前消费者预算线为AB，无差异曲线为U0，两者相切于均衡点E0，在点上对应产品X0 和

Y0的消费组合效用最大。假若政府对产品X征税，引起相对价格变化，纳税人为提高消费效

用水平，减少对产品X的消费，增加对产品Y的消费。于是，预算线内旋至AB1，与无差异曲

线U1相切于新均衡点E1，消费组合为X1 和Y1，此时替代效应发生。 

上述分析表明，无论是征收商品税，还是征收所得税，由于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影

响，都会改变人们对文化产品的自由选择。在我国，由于相当一部分人个人所得税的缴纳非

常少，再考虑到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仍偏低，因而所得税对消费选择的影响非常小。文

化产品不属于必需品，商品课税的替代效应较大，应成为调节文化产品消费的主要选择。 

（二）税收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供给角度分析 

1.税收的生产收入效应 

税收的生产收入效应，是指由于政府征税而减少了企业的实际收入或可支配收入，从

而客观上使得企业用于购买生产要素的支出减少，生产能力相应下降。 

假定社会中两种文化产品X和Y，且都属于国家限制发展的产品。如下图所示，在政府

未征税前，消费者无差异曲线U0与生产可能性曲线C0相切于点E0，此时商品生产数量为X0和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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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税收的生产收入效应 

 

假定政府对企业征收一定数额的收入税，由于征税使得企业收入减少，生产可能性曲

线向原点移动到C1，与新无差异曲线U1相切于点E1。所对应的最优组合生产数量为X1 和Y1。

可以看出，由于对政府征税，改变了企业的生产决策，相应减少了商品的产量，从而达到了

政府限制生产的调节目标。 

2.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 

所谓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是指税收对企业产品结构的影响，它表现为政府的课税会

改变企业产品的产量结构。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主要是由于政府课征选择性的商品税而引

起的。 

假定厂商生产两种文化产品X和Y。其中，X是发展文化产业限制类产品，Y是发展文化

产业鼓励类产品。T表示生产两种商品的可能性曲线，U0和U1为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在政府

未征税前，消费者无差异曲线U0与生产可能性曲线相切于点E1，此时最优产品生产数量为X0和

Y0。 

           

 
            Y 
                   
            Y1     E1

                           E0

            Y0                           U0   
                                     U1

                                     
                                                                          

T 
             O      X1  X0                    X 
  

图 4   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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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政府对产品X征税，而对Y不征税。由于征税使得消费者购买产品的价格提高，生

产者实际得到的价格下降，从而产品与产品的边际成本率也相应提高，图中反映了这种趋势。

在新的边际成本比率下，厂商能够达到的最高无差异曲线为U1，与T相交于点E1。即政府征税

以后，E1点所对应的最优组合生产为此时最优产品生产数量为X1和Y1。可见，征税增加了产

品Y的产量而减少了X的产量。 

上述分析表明，无论是征收商品税，还是征收所得税，由于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影

响，都会改变企业生产文化产品。由于商品税容易发生税负转嫁，因而对于文化产品生产的

调节应主要通过企业所得税来实现。 

四、税收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选择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主要是各种税收优惠，在具体政策的设计中，一方面要

充分利用税收优惠发展文化产业；另一方面，要从全局出发，避免过多税收优惠的出现和相

关政策的矛盾。 

     1. 产业结构政策方面 

（1）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导向作用，对文化产品中

正外部性强的产品，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对负外部性强的产品则应课以重税，以减少甚至

消除资源的流入。企业所得税方面，对刚成立的文化企业在所得税上实行定期减免，对企业

向文化产业的投资可以给予相应的减免税。增值税方面，针对文化产品可抵扣进项税额少的

特点，实现文化企业的增值税转型，减轻文化企业的负担。 

（2）大力优化各种类型文化企业的比例。文化产业的核心行业和外延行业在国民经济

中跨度较大，行业之间差异性较大。建议依据文化行业的不同特征，分类制定相应的差别税

收优惠政策。即对不同种类的文化产业和不同社会效益文化产品以及文化服务，实行不同的

税率。差别税率以政府的文化导向为依据，如在文化产业结构上，对政府提倡和鼓励的高雅

文化实行低税率或免税，对低俗文化实行高税率。 

     2. 产业组织政策方面 

（1）促进企业的公平竞争。取消歧视性税收政策，实现不同所有制企业、内外资企业

的税收公平。鼓励内资文化企业的发展，为内资企业同国外文化产业集团的竞争创造有利的

条件。 

（2）鼓励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发展是文化产业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础。我国的企业所得税

已经规定了“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惠，但是，现实中，很多地方税务部门在征税的时候

对于中小企业实行核定征收，大量的中小型企业享受不到应有的待遇。因而，要真正把中小

企业的税收优惠落到实处。此外，还应在营业税方面给予中小型企业相应的优惠。 

     3. 产业技术政策方面 

（1）重视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对按合伙或个人独资成立的文化企业应予以一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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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所得税免税期，以利于吸引、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投资于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高

级管理人才和创作人员的所得税免征额，可参照外籍人员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予以税前扣

除。对个人向文化事业的捐赠，经税务部门批准，可以全额扣除。 

（2）注意引进与吸收创新相结合。对于科研机构、艺术院校、公共图书馆、博物馆、

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等公益事业机构和艺术表演团体等非营利或微利单位，进口必要的设备，

列入海关进口免税项目；文化部门进口外文原版书刊和新型文献载体，如光盘等，应免征进

口关税；儿童片、科教片、严肃音乐等非营利性音像制品的引进版免征关税。对于文化企业

的原创作品和相关的收入减免相关税收。 

     4. 产业布局政策方面 

合理布局全国文化产业分布。在文化产业布局和文化消费对象上，对政府倡导扶持的老

少边穷地区、对为少年儿童及农民服务的文化，给予税率上的优惠。对于营业性歌舞厅、卡

拉ＯＫ厅、音乐茶座、夜总会、保龄球馆等高消费、高利润行业，可按差别税率开征高消费

娱乐税，其收入用于支持民族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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