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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

艾、产业变革烽火燎原。时值中国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到 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

标。围绕建成文化强国的时间表，在

夯实文化建设根基的同时，更要向

世界推介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为基础、现代高

新技术为载体”的中国新文化。为

此，中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

措推动文化产业和贸易的发展，中

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由 2015

年的 26053亿元增长到 2019年的

44363亿元，占 GDP的比重由 3.8%

增长到 4.5%。与此同时，中国文化

产品贸易也在发展，比较来看，韩国

文化贸易对经济发展发挥了更加积

极的推动作用，存在诸多可借鉴之

处。有必要比较剖析两国文化产品

贸易所存在的差异，为推动中国文

化产品贸易的发展寻找良策，从而

提升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优

化贸易结构，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发

挥作用。

一、中韩两国文化产品贸易

发展比较

（一）贸易增长速度差异明显

1. 中国文化产品贸易额大幅

下降后恢复增长。近年来，中国文化

产品贸易额呈波动趋势。文化产品

进出口规模在 2010-2014年间平均

增长速度高达 20%以上，但在 2015、

2016年间却大幅下降，进出口总

额分别下降了 20.5%和 13%。之后虽

在 2017-2019年间恢复增长，但增

速最高的 2017年仅为 10.2%，并没

有恢复到 2014年的增长水平（见表

1）。2019年中国文化产品贸易额为

1114.5亿美元，增长 8.9%，同时由

于中国政府对文化产品的进口采取

了支持政策，2019年文化产品进口

增长 17.4%，远高于出口增长率

7.9%。

2. 韩国文化产品出口持续增

长。韩国文化产业进出口总体规模

变化并不能直接反映韩国文化产业

贸易发展情况，虽然进出口总额近

年增长率并不显著，但这是由于韩

国进口多年负增长或低增长导致

的，韩国文化产业出口规模却持续

快速增长。根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

部和韩国内容产业（文化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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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近年文化产品进出口情况

年份
进出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贸易

差额

增长率%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2015 1013.2 870.9 142.3 728.6 -20.5 -22.1 -8.4

2016 881.5 784.9 96.6 688.3 -13 -9.9 -32.1

2017 971.2 881.9 89.3 792.5 10.2 12.4 -7.6

2018 1023.8 925.3 98.5 826.8 5.4 4.9 10.3

2019 1114.5 998.9 115.7 883.2 8.9 7.9 17.4

单位：亿美元

注：根据《对外文化贸易统计体系（2015）》统计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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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统计数据，文化产业出口规模

在 2007-2011年间的年均增长速度

为 26.41%，2012-2016年增速减缓，

处于 6.1%-7.4%之间，2017年出口

大幅提速为 46.7%，2018 年出口

96.15亿美元，增长了 9.1%（见图

1），是 2012年出口额 46.12亿美元

的约 2.1倍。但中国同期文化产品

出口增长缓慢，2018年中国文化产

品出口额为 925.3 亿美元，仅是

2012年 766.5亿美元的 1.2倍，且

2017年的出口额还比 2013年下降

了 1.86%。这种增长速度的显著差

异表明，韩国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其

自身的竞争优势，存在值得借鉴的

经验。

（二）文化产品进出口结构不

同，各有侧重

1. 中国主要出口工艺美术品、

创意玩具和游艺器材及娱乐用品，

进口结构均衡。从出口结构角度来

看，中国特色手工业表现出较强的

国际竞争力，推动工艺美术品、创意

玩具和游艺器材及娱乐用品出口增

长。中国主要出口文化产品是文化

用品类，占比达 52.36%，其中创意

玩具、游艺器材及娱乐用品出口额

分别占总额的 31.17%和 20.37%；第

二类是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占比

31.76%；出版物出口额占比最小，仅

为 3.72%，其中以数字出版物和图

书两个品类为主，出口额逐年增长

（以上数据是根据表 2数据计算所

得）。创意玩具的出口产品附加值偏

低，包含更多的组装加工价值，但具

有较高附加值的游艺器材和娱乐用

品、广播电影电视设备的出口在不

断增加。

国家统计局依据全国有出版物

进口经营许可证的进出口经营单位

统计数据表明，数字出版物进出口

严重失衡，2019年出口额仅 196.65

万美元，但进口额高达 41297.28万

美元，图书类文化产品的贸易逆差

额也由 2016年的 9014.23万美元

扩大到 2019 年的 18169.42 万美

元。2020年前 7个月，传统的纸质

图书、期刊等文化产品，遭遇疫情导

致的产业经济损失相对较为严重，

但是以电子媒体与新媒体为主的其

他资讯类期刊，以及音乐和游戏等

文化产品，却由于疫情防控需要，成

为居民日常高频率消费品，整体增

长速度与增幅相比 2019年同期迅

速提高。中国电视类产品在国际市

场上存在贸易逆差，其中电视节目

的贸易逆差最为严重。2016年中国

电视节目进口总额 20.99亿元，出

口总额 3.69亿元，逆差额达 17.3

亿元。2017 年进口总额 19.03 亿

元，2018 年进口额 36.06 亿元，

2019年进口总额下降幅度明显，为

16.43亿元。

与出口结构相比，中国文化产

品进口结构分布比较均衡，四大类

文化产品进口额均小于出口额，文

化专用设备、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

进口额相对较大，分别占比 33.18%

和 31.81%。随着中国文化服务市场

图 1 2007-2018年韩国文化产业出口和进口增长率

数据来源：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韩国内容产业（文化产业）振兴院

表 2 按商品类别分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情况（2019年）

商 品 进出口总额
单位：亿美元 贸易

差额

增长率%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 进口

总计 1114.5 998.9 115.7 883.2 7.9 17.4

出版物 53.7 37.2 16.5 20.7 4.8 13.1

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 354.0 317.3 36.8 280.5 5.6 100.3

工艺美术品 350.1 316.0 34.1 281.8 5.2 93.2

收藏品 3.9 1.3 2.6 -1.3 448.6 284.0

文化用品 547.0 523.0 23.9 499.1 11.7 23.5

文具 1.8 1.8 0.0 1.8 5.1 26.0

乐器 22.7 17.4 5.3 12.1 6.7 8.2

创意玩具 318.9 311.4 7.6 303.8 24.1 16.5

游艺器材及娱乐用品 203.5 192.4 11.1 181.4 -3.5 38.3

文化专用设备 159.8 121.4 38.4 83.0 0.2 -16.8

注：根据《对外文化贸易统计体系（2015）》统计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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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程度的加深，国外的工艺美术

品和收藏品受到中国文化消费者的

青睐，使收藏品和工艺美术品成为

2019年进口增长率最高的品类，分

别为 284.0%和 93.2%。与此相反，专

用设备进口下降了 16.8%，这是因

为中国现代传播技术获得发展，对

外国电视电影专用设备的需求减少

（见表 2）。

2.韩国出口游戏类产品一枝独

秀，进口以广告、游戏和出版为主。

在韩国文化产品出口中，游戏类产

品出口额最高，根据韩国文化产业

振兴院统计数据，在近年全部文化

产品出口总额中占一半以上，

2017-2019年占比都超过 66%。2018

年在同游戏相关的通信、电脑和信

息服务领域收支大幅增长，实现

21.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2018年游

戏类产业贸易顺差更加显著，出口

额为 64.11亿美元，占文化产业出

口总额的 66.7%，而进口只有 3.06

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25.1%。2019

年游戏产业出口 69.8183亿美元，

占文化产业出口总额的 67.2%。以

上数据均表明，韩国游戏厂商具有

很强的产品研发能力，已经形成国

际竞争优势。

韩国进口额最大的文化产业依

次是广告、游戏和出版，2016年这

三大类的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比重

分别为 31.9%、12.9%和 22.4%，2018

年占比稍有变动，分别为 23.4%、

25.1%和 22.0%。2018年的游戏类进

口额占比有所上升，但出版物进口

比较稳定。另外，2020年全球由于

遭受新型冠状病毒冲击，韩国文化

产业整体发展受到疫情影响，民众

居家工作增加，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较好，2020年前 7个月，全球其他

经济产业遭遇严重冲击，但是以游

戏、动画、音乐为主的文化产业却展

现出更强的产业生命力。

（三）两国文化产业与贸易的发

展时间有所先后

20世纪 60年代起，韩国政府

就制定政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1986年提出“文化的发展与国家的

发展同步化”的发展战略，1998年

颁布《国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确

定“文化立国”战略，制定《文化产业

振兴基本法》，出台一系列政策以加

大扶持力度，文化产业逐渐发展成

为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之

一。2009年将影视、游戏、软件等相

关振兴院合并成立“韩国文化产业

振兴院”，以促进各文化领域的融合

与全面发展，着力推进文化传播。

与韩国相比，中国文化产业发

展起步较晚。中国在 1992年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之后，文化产业逐渐发展，2000年

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明确

提出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党的十六

大以来进行文化体制改革，为中国

文化产业和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直到 2009年中国才制定了首部关

于文化产业的国家规划《文化产业

振兴规划》，将发展文化产业上升为

国家战略目标，这比韩国的“文化立

国”战略晚了 10年。2014年国务院

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

的意见》，2016年文化部出台《“一

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

（2016-2020）》规划，推进文化贸易

发展。与韩国文化产业发展起步的

上世纪相比，中国文化产业和贸易

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时期，全球化加

深，互联网时代下 5G+数字技术创

新应用，为处于增长时期的中国文

化产业和贸易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和贸易发

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全球视

野下的中国文化产业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起步，面临其他文化产品出口

大国的竞争，需要政府提供不同于

像韩国、美国等国家以往提供的政

策环境。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化产业

才能培育出更强的竞争力，文化产

品贸易才能快速增长。

二、新时期中国文化产品贸

易发展面临的难题与障碍

（一）缺乏具有国际市场影响力

的文化品牌

中国文化产品品牌建设力度不

足，市场品牌影响力低，这是新时期

中国文化产品贸易面临的首要难题

与障碍。韩国的各类文化产业，包括

影视剧的韩剧、化妆品服饰的韩服、

电子游戏以及综艺产品的韩流等已

经形成了鲜明的韩国国家品牌，并

且与相关产业实现融合发展，形成

了对相关产业的拉动效应和联动效

应。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经历快速发

展之后，并未形成具有国际市场影

响力的文化品牌，不足以面对欧美、

日韩等国的文化产品竞争。我国目

前虽然是世界第三大核心文化产品

产出国，但从文化产业链方面来看，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中的设计方面优

势产品数量仍然不足。

（二）政策扶持力度有待继续提

升

在当前的政策框架方面，政府

已经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而

其他相关政策多以行政规范性条款

或文件的方式存在，使得我国文化

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和驱动性受到限

制。韩国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

中，不仅明确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

还制定了明确的扶持政策，设立文



ECONOMIC RELATIONS
F

PRACTICE IN

REIGN
ANDTRADE

服务贸易

化产业基金、数字内容基金等刺激

民间融资加快小型企业成长。当前

中国也需要详细制定关于文化产业

发展的扶持目标，完善相应的管理

机制，提供必要的资金补助或拓宽

企业融资渠道等。另外，在新的时代

背景下，文化产业发展在许多方面都

需要政府的参与，例如文化产业与其

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新技术在文化产

业中的应用，当前文化产品出口所面

临的新问题等，需要政府提供扶持

并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完善法律法

规，制定新的政策，为新时期的文

化产业和贸易发展保驾护航。

（三）国际市场营销能力不足

虽然近年来中国文化产品出口

地区呈多元化趋势，但出口地区结

构仍有待进一步优化。中国文化产

品对外贸易渠道狭窄，国际市场营

销能力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文

化产品对外贸易规模扩大的主要阻

碍因素之一。韩国文化产业特别重

视国际市场营销和海外文化传播，

例如影视产业利用先进技术开展宣

传营销，提高了韩国电影的品牌影

响力，流行音乐的成功营销则塑造

了韩国阳光积极的文化形象。中国

文化产业国际市场营销能力的提

高，一方面需要政府从战略高度确

立整体文化品牌定位，加强政策扶

持和引导，开展海外文化传播，另一

方面要求企业结合新时期的时代机

遇，充分利用“互联网 +”时代下的

新手段，创新性地开展国际市场营

销。

（四）缺乏复合型文化产业人才

韩国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还

得益于韩国政府部门的人才培养机

制，韩国政府特设了一系列的培养

机构制定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策略，

重视高校人才培养和文化产业从业

人员专业资格培训，韩国文化振兴

院也每年为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巨额

资金。当前，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的发

展急需一大批高素质人才，这不仅

是日益升级的国际文化市场有效运

行的要求，也是面对复杂国际市场

竞争的迫切需要。然而中国缺乏复

合型文化产业人才，人才培养体系

也有待完善，这成为中国文化产品

贸易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难题。

三、通过比较分析带给中国

文化产品贸易发展的启示

（一）打造中国特色文化品牌，

加强海外文化传播

中国文化资源丰富，但在中国

特色文化品牌建设方面仍要学习韩

国经验，重视和加强国家特色文化

品牌建设。但中国文化特色要比韩

国更加多元，中国特色文化品牌也

应不同于韩国。既要保护传统文化

资源，又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基础

上推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沟通和理

解，开发和利用我国历史悠久的儒

家文化。保护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新时期赋予新内涵，

将传统文明与时代要素相融合，从

战略的高度打造中国特色文化品

牌。文化产品营销方面，要以国际市

场需求作为市场营销目标导向，根

据文化间的差异来探索其中存在的

价值和共融点，并以之为依据来确

定文化产品的内涵、主题和类型，在

不断加大宣传力度的同时，定期开

展中国特色文化贸易产品的展会。

（二）加强政策扶持力度，探索

文化产业融合新路

纵观韩国文化产业发展史，文

化贸易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

的扶持。积极调整政策来改善文化

产业发展环境，才能促进中国文化

产品贸易的健康发展。除政策扶持

之外，各产业的融合创新发展更加

需要文化产业的不懈努力，以我国

深厚文明传统为基础，在近年的经

济快速发展促生的强大内需和产业

转型升级背景下，借助于 5G互联

网，通过提高文化创意能力、设计服

务能力和加强产业间的融合和合

作，努力探索文化产业融合和发展

的新路径。例如加快“人工智能 +文

化”“互联网 +文化”等各类新兴产

业与文化的融合创新，提高“一带一

路”文化遗产同影视、动漫、出版等

文化产业的结合，推进互联网与文

化产业融合发展，这不仅会提高文

化产品科技含量，增加附加值，还将

提高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发挥网络基础设施优势，

推动数字文化贸易发展

中国文化产品贸易起步较晚，

但面临着有利的时代机遇，5G+数

字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形成了

新兴数字文化产业，对外文化贸易

的数字化趋势日益明显。因此，我国

应该顺应现代文化产业发展趋势，

充分发挥网络基础设施的优势，加

强文化与数字科技的融合，推动文

化产品数字化，促进数字文化产品

贸易发展，利用新技术手段开展文

化传播和文化产品海外营销，提高

国际市场营销能力。2020年文化和

旅游部下发《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完善

政策环境，推动文化内容建设，推进

数字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

展。各相关文化产业企业应抓住机

遇，充分利用互联网基础设施优势，

积极探索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在各

领域培养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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