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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税收问题研究

王爱清 张添

摘要 文化产业因其覆盖面广，可塑性强，适应性强，环境污染小和相关性强而被公认

为21世纪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是当前国家的普遍

做法。故要持续完善文化和经济政策，并合理分配财政资源；通过政府的有效指导，减

轻企业负担，鼓励文化企业创新；确保文化产品的高质量供应，提高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

力。本文通过对文化产业发展相关财税政策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在借鉴发达国家财政和税

收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国情，为促进中国文化产业更好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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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ract The cultural industry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industries in

the 21st century due to its wide coverage, strong plasticity, strong adaptability, low environ-

mental pollution and strong relevanc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through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is a common practice in the country toda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cultur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and allocate financial re-

sources reasonably; through effective government guidance, reduce the burden on enterprises

and encourage cultural enterprises to innovate; ensure the high-quality supply of cultural

products and improv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draws on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based on nation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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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世界经济范围内，文化产业被广誉为“航空产业”和“绿色产业”。然而，当前相

关的财税政策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效用相对较弱，故应积极对相关财税政策进行研究，

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完善相关财税政策与制度，从而更好地提高财政资源的有效利用，构

建更为合理的文化产业经济和产业结构，更好地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本文采用对比分析

法、文献分析法等方法，通过对文化产业发展相关财税政策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在借鉴

发达国家财政和税收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国情，提出了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和建

议，以期抛砖引玉。

二、研究现状分析

（一）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由于文化产业形态的特殊性和经济性，各国对文化产业概念的理解也大相径庭。我国

对文化产业的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

联的活动的集合。以下为我国财税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旳历史沿革分析。

自改革和开放以来，财政部、外交部和文化产业有关部门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制定了

一系列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发展起到了相对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的

文化政策从无意识发展到积极发展，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相关财政和税收政策的有限支持阶段(1979-1994年)

在文化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投标公司、广告公司和其他文化公司迅速发展，文化市

场蓬勃发展。为了促进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健康发展，国家通过“独立会计、自力更生、税

收不补贴”的政策逐步减少了对文化产业的投资，这些政策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对文化市场

的监督与干预，逐渐放松了对文化领域的控制，促进了文化产业的逐步发展。然而由于文

化尚处于萌芽阶段，因此没有所谓细致严谨的“产业政策”所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总而

言之，这一阶段的税收政策不充分、不明确、缺乏对文化产业的认识，发展文化产业税收

政策和税收资源有限。

第二阶段:财税政策支持发展的逐步加强阶段(1994-2002年)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党和政府逐渐认识到了文化产业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影响。在这一时期内，政府加大了财税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政府利用

减免税收、市场自我调节、财政支持等手段深化了文化产业改革。从而建设出了一条适合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独特道路。

第三阶段:文化产业战略中心确立阶段(2003年至今)

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产业已经达到国家战略的水平。党的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高度

68



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税收问题研究

重视文化产业的建设，并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规划和战略来引导文化产业的发展，而更

好的达成2035年我国建成文化力量强国的目标，这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战略中心地位的确

立。

国内相关学者研究综述，在我国，要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财税政策的紧密的配合必

不可少。李本贵建议扩大税收优惠企业涉及范围，减少文化创作人才个人所得税，增加对

文化产业的资金扶持，并在税收调节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吴庆华认为中国的文化产业政

策应立足国情，积极向发达国家学习，从而更好地遵循市场原则，发挥税收的调节机制，

以扶持相对薄弱的文化产业发展。杨京钟认为在文化产业发展的初期，政府需要优化文化

产业资源配置，使得相关财税资源与税收政策紧密结合，从而更好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王家新指出，鉴于当前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积极形势以及出现的相关问题，找出文化发展

的内在规律，结合财税工作的特点，找出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新的创新点，建

立支撑模型。构建具有时代特征、与文化产业的实际发展相吻合财政税收支持新模型。

从税务政策的角度来看，马衍伟将英国，澳大利亚，法国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

进行了分析比较，并对文化产业相关的财税问题选择以及税收框架等方面提出了合理的建

议。在文化机构改革的背景下，张利阳和吴庆华研究了财政政策的理论和操作问题，以促

进具有公共利益性质的文化发展。沙雪斌就中国文化产业税收政策的演变进行相关历史性

研究，找出了我国文化产业财税政策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特征，深入分析了文化产业政策的

现有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富有成效的税收政策建议。杜超和王松华指出，为了扩大文化和

创意产业的筹资渠道，首先应在金融服务与创造性文化产业之间建立联系，设计为文化和

创意产业开发融资的模式和业务流程，创新文化产业的融资新模式。陈楠楠和李景波的结

论是，文化产业需要政府根据其特点和政治意识形态给予支持，从而使文化产业对经济发

展产生更为积极的正向作用。陈笑玮和马维春认为，现行有关文化产业的税收优惠力度较

弱，对企业的减负作用并不明显。

（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相关专家得出结论，认为文化产业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质，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强

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各种税收优惠的有效性各不相同，在减免税收方面的政策起到的效

用各不相同。Hemels(2004年)认为，荷兰的货币税法对自己的文化投资很重要,而欧洲联盟

的国家则不同,故不应该盲目效仿。J Mark Sc-huster(2006)分析了经济刺激政策,认为财政

和税收政策在减轻负担方面起着重要作用。J Primorac(2007)指出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是基

于社会人士,应该奖励文化产品生产者,特别是文化创意产品生产者。目前经济发展点由传

统重工业向创意产业的转移,世界各国不能忽视这一重要现象。故必须设计文化产业的支

持体系和整合体系,以确保经济利润的增长。GD Beamer(2010)认为,美国政府更注意文化

产品的普遍特性,发达国家政府可以从建立合理的税收政策，确保税收减免、出口退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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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良好的文化保护制度等方面发展文化产业。T Miller(2016)指出就文化产业创新来说,随

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新的文化链条需要政策支持和指导,并且在减轻文化产业的财政负担和

税收负担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Bianchini和P-aikinson系统地讨论了新西欧国家的文化产

业政策，以及政府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所提供的财政支持与帮助。凯恩斯的核心思想是政

府干预理论，这一思想也被利用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面对文化产业市场的出现的种种问

题，呼吁政府使用有形的手及利用财政税收来对文化市场进行监管。国家应利用宏观监管

政策纠正文化市场失灵。在这些文化领域中,公共财政支出可以直接满足社会的有效需求，

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从而确保持续的文化经济增长。

由于不同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各不相同，且文化产业易受到政治经济形态等方

面的影响，不同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也各不相同。以下是部

分国家文化产业相关财税政策的比较。

英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主要以政府积极扶持财政直接投入为主；财政政策主要是

政府会加大财政拨款力度，资金来源充足且形式较为丰富，政府创建多平台融资渠道，支

持文化产业建设；对于税收政策，英国的文化产业相关税收政策整体结构较为合理，税收

体系也较为健全。

日本：日本的文化企业发展模式，以国家积极扶持政府积极引导，和民间共同设立为

主；财税政策，主要包括文化产业的财政资金预算较高，融资体系也较为健全，政府与民

间一起投入，积极引导文化企业参与投资，创新融资模式；税收政策会根据社会发展不断

创新文化产业的相关税收，且税收体系较为系统完备。

韩国：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政府会给予强大的资金力量支持，以国家力量主导

为主；财政政策也主要包括政府为适应相应的文化产业管理机构，制定出符合文化产业发

展的规划，加大对重点文化产业的财政奖励；税收政策主要包括税收优惠政策范围较广，

涉及领域较多，且会积极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降低文化创造企业的税收负担。通过

对不同国家的文化产业税收财政税收政策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国家的文化产业政府

资金投资力度较大，文化产业相关税收体系较为健全，相较于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财税政

策，我国的文化产业财税政策发展不够健全，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

三、我国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资金投入力度较弱，引导投资能力有待提高

根据税务、金融和统计机构过去公布的数据，我国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财政资金投入

比重较低，相关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较小，财政资金投入与文化产业实际发展需求不相匹

配，且财政投资存在政策目标不够明确，层次不清，以及投入体系不够健全等问题。政府

给予的财政补贴力度较弱，没有统筹考虑文化产业各个阶段的发展资金压力，使得文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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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市场发展不够完善，文化创意企业发展较为落后，文化产品的同质化较为严重。没有建

立针对性的文化产业财政保护机制，融资渠道不畅通，筹资方式单一。政府的引导手段主

要以财政直接投入为主，引导投资的能力较差，且引导方式单一，资金来源的渠道不够健

全，没有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的投入，为文化产业注入新力量。对于新兴的

文化创意产业方面，财政政策覆盖力度较低。

（二）金融支持政策不够合理，市场化程度较低

由于文化产业设施较为薄弱，招商引资能力较差，文化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较大，财

政扶持不能完全覆盖文化发展资金的需求，但文化产业的金融体制改革较为落后，产业金

融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文化产业的创新力度较小，金融支持政策缺乏专业的资产机构评估

和融资机构担保，而且金融机构出于贷款回收，风险规避等问题的考虑，对中小型企业的

贷款支持力度较弱且不够合理，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仍比较困难。

（三）我国文化产业税收立法层次低，且缺乏系统性

文化产业具有多元化和结构的复杂性等特性。其中包括文化商品的生产，与文化有关

的衍生产品的生产制造以及服务性质的文化服务等。然而文化产业的税收政策大多是以临

时措施、通知和其他政策文件为主，税收措施的内容不完整，其中大部分分散在一个类别

中，没有明确制度规范，使得税收混乱现象司空见惯，简言之，临时法律对产业的和谐健

康发展较为不利，很容易导致产业中出现不公平竞争的现象，从而削弱了产业文化政策的

规范指导作用。因此，立法水平仍然很低，法律权威性没有得到明确表达。即使在特定的

税收制度中出现了部分内容，但也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

由于我国部分文化产业的税收政策缺乏系统性，存在一刀切等问题。使得文化产业升

级速度较慢，不利于促进文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附加值。然而，在

过渡时期采用“一刀切”的政策不仅不会促进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相反很容易导致文化

产业的不合理竞争和不平衡的税收负担，从而不能很好的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方面，

文化内容产业的纳税人收入更高，很难追踪资金动向，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上的需要，这

一行业的盈利能力是确定文化内容产业是否应纳税的基础。故应在公平和税收利益原则方

面应得到指导和规范。

（四）文化产业相关税收征管较为混乱

与其他产业相比，我国文化产业的财税政策在税收征管上的透明度较低。由于文化产

业的特殊性，我国有关文化产业的财税政策在实施和管理上的复杂性较高，且税收征管内

容涉及一个比较冗长的运算程序，因此税收征管工作非常重要。但由于信息透明度较低，

征管部门配合不够协调，使得我国部分文化企业的纳税机构和纳税人逃避了一部分税收，

相关税收未被有效征收，对我国的财政资源造成了浪费，不利于我国财政资源的有效利

用。我国文化产业相关的税收是主要由税务部门进行征收和管理，而文化产业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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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方案则由文化和旅游部门进行统筹。但是传统的税务部门与文化产业的相关部门配

合程度较低，对文化产业的税收监控方面存在欠缺，需要文化产业相关部门的监控和技术

人员对税收征管来提供支撑。在文化产业的税收征管中也没有提及两部门之间的责任的详

细划分和分配，文化产业部门及税务机关在对文化产业的管理以及税收的征收方面的信息

传递不够及时准确且缺乏条理性和程序性，缺乏明确的信息沟通渠道，易使得信息资源不

能够透明共享，充分利用，造成信息的泄露等问题。故两部门应该积极协调，大力配合，

拓宽彼此信息沟通的渠道，进一步明确自身职责的划分，如此,才能够确保我国的相关税

费能够被切实有效地征收。

（五）缺乏对文化创作人才的税收政策激励

文化产业是一个将高技术、高质量文化资源和高级别团队等现代资本集合起来的行

业。目前的文化和娱乐业比传统的文化产业更具创造性和知识性。越来越多的高质量工

作、程序或平台可能与知识产权问题有关，将许多知识工作与行动智慧结合在一起。文化

创造人才可以利用高知识以及专业的创新能力，利用现代的科学方法与手段，将自己的内

容以及创造作品转化为生产与服务产品，从而获取经济利润。文化创造人才对于振兴我国

文化产业的作用非常重要。然而当前我国现行税法对文化创造人才的税收激励作用较弱，

当前政府也没有营造出适合文化创造人才发展的文化环境，有较少政策的支持和激励，故

应该积极开发文化创新人才，政府可以为具有文化创造能力的团队和个人提供资金和财政

帮助支持，以及税收优惠等，从财政税收方面对文化创造人才进行积极鼓励。在新媒体时

代，由于网络直播等自媒体行业的发展，且由于自媒体行业具有更加个性化多样化，简单

化，便捷化等特点，个人进行文化创造趋势越来越明显，每个人都可以被看作是独立的纳

税主体，文化产业，特别是内容制作和创作产业等，这种趋势特别明显。然而现行的税法

缺乏对文化上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税收奖励。对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减免减少，不利于对文化

原创人才的发展与激励。

四、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加大财政投资力度，积极改进投入方式

文化消费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且我国的文化消费比重越来越高，为了

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使得文化产业进一步的发展，打造高端有内涵、高质量的

文化创作产品，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各地政府可以积极探索财政支持的政策，加大财

政投入力度，优化资源配置，使得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变为市场主导。政府应该积极加大

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以及财政支持，加大文化产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文化产品的有

效供给，提高文化产品的质量，积极培育文化市场，打造具有国家品牌和国家力量的文化

产品，培养社会公民对文化消费的意识。优化文化产业的资源配置以及产业结构，促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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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升级，促进文化产业向着高水平、高质量的方向发展，优化各级资金的统筹力度，

建立系统化的统筹目标，合理使用资金。加大对中小型文化企业的扶持力度以及政策倾

斜，充分利用文化发展资金，积极引导社会资本的投入。

（二）改善文化企业的金融支持政策

政府可以积极探索文化产业融资的财税担保新模式，由于融资难是中小型企业发展的

首要问题，为了缓解这种情况，政府可以加大对相关融资担保机构的支持投入，发挥社会

资本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打造多元化的投资融资服务体系以及渠道。政府积极建

立担保平台，给予文化企业的积极信贷支持，完善无形资产的担保机制。创新金融产品和

金融市场，让文化企业有更多的金融产品选择，为文化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地方政

府积极鼓励对文化产业信贷的支持，开辟绿色贷款通道，积极推广适合文化产业融资的新

道路，以及引导担保机构和中介机构对文化产业的风险进行投资共担、风险规避、利益共

享等，解决文化产业的融资难问题，对于文化企业的重点支持项目进行贴息贷款。政府积

极推出新型的金融产品，加大金融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经济态势，在了解文化产业的经营

情况和运营规律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放低准入门槛，使得担保形式较为灵活或形式

多样，填补文化产业金融市场的不足。

（三）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税收政策建议

1、提高文化产业税收政策立法层级

首先，积极推进有关文化产业相关税种的立法工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

展，增值税和消费税每年都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然而，每一项法律修正案都需要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审议和批准，这是一个复杂而耗时的过程。根

据现有的税法和条例，应保持合法收入的稳定性，并加快颁布税法。平衡国家财政收入与

文化产业的良好发展，同时确保该产业政策和绩效不间断。此外，为了扩大立法范围，应

在确保财政政策稳定的基本规定之后插入“合法保留”条款。税收法律和条例的灵活性可

以产生长期的法律效果。增加免税优惠、吸引海外资金和增加文化产出。就文化内容行业

而言，可以制定一项免税政策，涵盖对生产的投资等方面。

其次，推进文化产业前瞻性税收政策的立法工作。由于文化产业的内部结构相对比较

复杂，故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将更加的专业化。随着技术和科学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

将更加多样化。这样，财政政策需要更加向前看，以战略的眼光审视好文化产业的相关立

法工作。长期以来，税收法律和政策的发展一直都是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大数

据技术的支持下，税收管理的分析和预测能力现在将大大提高。“网红经济”造成的税收

混乱是对税法可预测性的警钟。在非法纳税人试图逃避其税收义务之前，应当制定明确的

规则并努力缩小税收差距。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就文化税收政策、分配文化资金和向文

化公司提供税收援助等问题提供咨询。简而言之，公共政策的目标是促进多样化和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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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和非经济活动，包括普及教育和文化。故应积极提高文化产业相关税收政策的便利

性，构建区域和机构间的合作文化产业的大力发展。

2、建立系统化的文化产业税收政策

由于文化产业的结构性较为复杂，面对文化产业各个领域不同的税收负担，文化产业

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者，应该根据各领域的不同性和复杂性来制定相应的税率，并应该在

关键领域给予较大的税收优惠，积极改进文化原创领域的税收减免机制。关于新文化形式

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税收政策制度的供应和监管的双重作用，建立严格的税收制度，对

逃税行为进行强制性税收执法。关于监管税收政策，只有与其他政策相结合，才能发挥积

极作用。与此同时，应当改进税收奖励措施，鼓励文化创新者，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

设置多税种联合优惠政策,可以为文化产业制定持续的税收政策，以消除行业间税收

负担的不平衡。由于文化产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在考虑和衡量税收负担时，我们不应盲

目遵循减税原则。根据税务、金融和统计机构过去公布的数据，中国文化产业的税收负担

对于文化企业来说相对较重。现行税收政策的制定和改革应以整个文化产业为基础，并应

兼顾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和国家的财政安全需求。在现阶段，迫切需要组织和重组文化产

业的内部结构，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单靠税收政策来解决，应与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相结

合。

（四）健全文化产业相关税收征管体系

首先，实行“互联网+税收”,提高信息透明度。由于我国文化产业的特殊性，文化产

业的税收征管难度较大，故应该在对文化产业的相关税费征收中做到信息的共享，提高信

息资源使用透明度。改进税收征管措施，建立文化产业和税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

实现相关部门网络互联，信息互通，确保我国文化产业相关税费能够被有效征收，有效防

止税收流失带来的税收风险，加强双方的合作共享，明确各个部门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对

双方的责任进行详细划分和分配。建立系统化程序化的信息传递机制。只有税务机关和文

化产业的各个部门信息传递的透明度越高，协同能力越强，才能进一步提高我国税收征管

的工作质量。

其次，提高纳税人员专业水平，加强纳税服务工作。由于文化产业相关的税收资料和

来源以及核定方式比较复杂，故文化产业相关的税收征收问题非常重要。税务机关应该积

极对文化产业相关的税务人员进行合理的培训，改进现行相关的税务人员的工作方式，加

强对文化产业相关的税收政策和制度的学习，提高基层纳税人员的税收监督和征管能力，

加强税收征管力度，使得我国相关税收被有效征收，避免我国财税资源的浪费，促使我国

文化产业更好发展。

（五）完善文化创作人才的税收激励政策

随着文化产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然而当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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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企业和个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较为薄弱，这无疑不利于我国经济和文化产业的

快速发展。同时也使得我国企业和个人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根据我国目前文化产

业发展的情况，建立起符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知识产权税收政策体系。完善知识产

权纠纷保护体制机制，从而更好更快地解决有关知识产权的相关税收问题。加大对文化产

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及创新。政府应加大对文化产业创造人才的支持力度，推进文化产业创

造人才的引进机制，培养出适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从而更好的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鉴于数字知识产权的不断演变，财政政策应积极改进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政策，加大

对文化原创人才的保护机制。增加对原创内容的权利保护,出口退税政策和贸易补贴,以促

进本土文化企业的快速发展。充分利用与媒体的接触和合作，通过媒体宣传，积极鼓励文

化创作人才的发展。

五、结论

国际社会认为，文化产业是二十一世纪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

长和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预计未来将会出现大量的文化消费，文化产业对促进我国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由于我国目前的税收政策研究起步较晚，发展较慢，故有

关文化产业的相关税收政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层面相对比较薄弱，文化产业仍处于发展阶

段，与国外相比在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上相比，仍有较大相差距，有较多可改进的地方。

故政府应通过对我国实际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情况进行深入考量，查明现行有关文化

产业税收政策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加大对我国文化产业的资金投入力度，提高文化产业现

行税法的立法层级以及建立健全文化产业相关税收征管体系，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文化产

业发展的独特道路。文化产业的相关部门应通过在全面了解我国有关文化产业总体规划的

基础上，加大对融资机构的支持力度，积极改进现行融资模式，优化各级资金统筹力度，

从而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文化企业应积极进行文化创作，打造具有国家品牌和国

家力量的文化产品，从而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只有三方共同配合，才能更好

的提升文化产业财税政策的有效性，促进文化产业相关税收政策的转变与发展，增强我国

文化产业的综合能力和区域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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