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文化 
                

■中國共產黨「十七屆五中全會」2010年 10月召開，會中提出要推

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大陸文化部文化產業司副

司長吳江波表示，將從 5個方面加強對文化產業園區發展的規劃、

引導和管理。 

■2010年 12月 8日，成立 11年的「當當網」成功在美上市，成為

大陸第一家上市的電子商務公司，這表示大陸電子商務模式受到

資本市場的認可，這家大陸最大的網路圖書經銷商，努力建立自

己的商務品牌，並開拓除圖書銷售之外其他商品的銷售渠道，創

造了適合大陸國情的商業模式。 

 
一、通俗文化 

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

業風潮 
中國共產黨在 2010 年 10 月「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增

強文化發展活力，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

柱性產業。據統計，大陸文化產業增加值在 2009年已達到 8,400億元(人民幣，以下同)，

約占同期 GDP 的 2.5％，如果要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文化產業增加值至少

要占同期 GDP的 5-6％。2009年，大陸 GDP約為 33兆元，如按每年 8％的增長

速度，到 2015年大陸 GDP將達到約 53兆元；文化產業增加值占 5％，就是 26,608

億元。從 2009 年的 8,400 億元到 2015 年的 26,608 億元，文化產業的年增長率至

少需達 21％，以現行大陸文化產業發展情形來看，實現這一目標將面臨嚴峻挑戰（人

民日報，2010.12.8）。 

據報導，近年來隨著大陸文化產業快速發展，一些地方文化產業過分依賴政

府支持和財政投入，導致出現泡沫化趨勢；大陸民眾收入雖然增加但是差別大，

多數人收入水準仍不高，文化消費能力有限；此外，民營資本進入文化產業雖已

有長足發展，但是許多競爭性領域的文化產業對民營資本的准入限制仍然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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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的保障與落實（如打擊盜版、查緝違法網路下載等等）仍待加強等，整體文化產業

要大幅發展仍有許多困境。不過大陸官方亦意識到相關問題的解決需加快腳步，

如大陸「文化產業促進法」現正起草制定中；由文化部、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新

聞出版總署指導，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主持編纂的「中國文化產業年鑒」

（2010），亦在文化部舉行發表會。該年鑑為現階段大陸第 1 部詳實記錄和反映文化

產業年度發展狀況的綜合性、權威性、資料性年刊，將為大陸文化產業的學術研

究、政策制定和實踐操作，提供綜合參考依據（新人民網北京，2010.12.27）。 

大陸文化部長 2010年 11月在接受新京報訪問時提出，「十二五」要增加文化

建設的投入，目前大陸全國文化事業費占國家財政總支出比重的 0.4％，未來將爭

取增至 1％；文化設施未來將考量納入基本建設規劃，一個縣城至少需要一個劇場

或影劇院（新京報，2010.11.30）。大陸國務院在 12月 1日已發布施行 「文化館建設標準」，

可以預見未來 5年內，大陸文化產業將吸引更多政府的政策和資金。 

 

大陸文化部將加強對文化產業園區發展的規劃、引導和管理 
文化產業司副司長吳江波在 2010年 11月 21日「文化創意產業與品牌城」國

際論壇上表示，今後將從 5個方面加強對文化產業園區發展的規劃、引導和管理，

包括：合理布局、控制總量﹔強化文化、特色和功能定位﹔加強管理，建立退出

機制﹔加大扶持和服務力度﹔建設10家具有重大影響的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園區

等（中國文化報，2010.11.22）。據報導，大陸文化部自 2004年以來，已先後命名 4家國家

級文化產業示範園區（西安曲江新區、華僑城集團公司、曲阜新區文化產業園區及瀋陽棋盤山開發區）和 204

家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如北京老舍茶館有限公司、大同廣靈剪紙文化產業園區等），2009 年統計

顯示，這些示範園區和示範基地收入總額超過 600 億元，因此設立文化產業園區

或基地已成為很多地方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發展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人

民日報，2010.12.14）。 

然而，各地方政府在推動相關文化產業示範園區或基地時，有些只想掛牌求

名，忽視應有的建設條件、產業內涵和功能定位，失去推展地方文化產業特色和

優勢的機會；有的以文化產業之名違規占地，做房地產及其他產業開發，使得文

化園區名不符實；部分園區和基地則因相關法令不明確，造成多頭管理、惡性競

爭；另外還有扶持引導政策措施沒有落實的問題，比如稅收減免、土地使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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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配套、基礎設施建設等，這些問題實已嚴重影響文化產業發展（人民日報，2010.12.14）。

另外，各地方政府為使文化產業園區有更多觀光人潮和廣告效益，往往結合名勝

古蹟或名人故里為號召，但許多縣市自我宣稱為某名人故里，形成爭搶現象（如四

川江油把「李白故里」註冊為商標，湖北安陸則提出「把安陸初步建設成李白文化展示傳播基地」等搶當正宗現象），或

為吸引遊客目光，甚至投資興建假文物景觀，例如山東省陽谷縣就打出「西門慶

和潘金蓮偷情景點」的招牌，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馮驥才嚴正批評，這

是把文化「庸俗化、低俗化、淺薄化」（旺報，2011.1.2）。 

大陸文化部副部長歐陽堅撰文疾陳，「別藉文化之名『圈地』」，即點出現行大

陸推動文化產業園區、基地建設，急需進行有效的調整和管理；吳江波提出 5 個

方面的改善，相關重點在於：園區建設進行合理布局、總量控制（如規定每個省級行政區

內國家級園區總量不得超過 2個）；園區的內容、特色和功能的定位須有明確規定和指標的量

化；每 2 年邀請相關部門及專家對已命名的園區進行目標考核，考核不合格者限

期整改或撤銷稱號；對文化內涵高、規模效益好的文化產業園區，以及園區內的

文化企業實行重點扶持，積極支持和幫助其申請中央財政的貸款、項目補助、績

效獎勵等方面的支持；「十二五」期間，建設文化產業園區及基地建設仍是主要趨

勢之ㄧ，將積極建成 10 家具有重大影響的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園區（中國文化報，

2010.11.22）。文化部所提作法是否能有效遏止現階段文化產業園區的亂象，後續發展

值得關注。 

 

二、大眾傳播 

大陸最大網路圖書經銷商「當當網」上市 

大陸最大的網路零售書店經銷商「當當網」（Dangdang），在 10多年的營運之後，

於 2010 年 12 月正式上市，並在華爾街紐約證券交易所舉行首次公開募股（IPO），

融資 2.72億美元（中央社，2010.12.09），聲勢相當驚人。這彰顯投資人極度渴望投資大陸

的公司，好在全球成長最快的經濟體分一杯羹。 

曾經被經濟學人評為「創造華文電子商務奇蹟」的「當當網」，總部位於北京，

1997 年公司註冊，1999 年 11 月投入營運，是以經營圖書、影音、時尚商品為主

的中文電子商務網站。創業才 4年多，便已位居大陸電子商務品牌首位。「當當網」

當初是複製美國「亞馬遜」的模式，並立志要當「中國的亞馬遜」（工商時報，2004.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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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亞馬遜以建立目錄數據庫和配送物流網路為基礎下，不僅成功的建立了網

路圖書經銷企業，並創造了適合大陸國情的商業模式、品牌價值以及管理團隊。

這引起了亞馬遜收購的興趣，不惜以鉅資提出收購建議，試圖藉此管道進入大陸

電子商務市場。不過在「當當網」拒絕了亞馬遜（amazon）開價 1億 5千萬美元的絕

對控股收購要求後，「當當網」也決定提前進行海外上市計劃（中央通訊社，2004.08.15）。 

 

「當當網」網路書店的經營現狀 
目前大陸電子商務還處在起步階段，存在認識不足、基礎工作薄弱、法制和

標準規範建設相對落後等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大陸要投入電子商務的經營，必須

克服一些問題，包括：（一）目標的選擇：找出有能力上網並從事消費的顧客群（在

大陸上網費用約占一般人收入的 5％，購買 1 臺電腦的費用約年平均收入的 30％）。（二）消費人口的特性：

明瞭線上消費者的屬性（如 80％上網人口為 34歲以下，其中 30％又是消費能力不足的學生）與偏好。（三）

消費流程及付款的方式：落後的付款系統和尚待建立的信用卡制度是電子商務經

營的一大障礙。（四）物流及通路問題：包含電信基礎設施、金融網路化服務、物

流系統及企業資訊化等（兩岸經貿月刊 114期，2008.8）。 

「當當網」覷準了網路書店的發展前景，鎖定 100 萬名月薪萬元的「白領階

級」為核心消費者。創始人俞渝、李國慶以亞馬遜發展模式為範例，建立龐大而

豐富的書籍和影音的數據資料庫，而李國慶本身經營北京科文集團，涉及數據庫

產品銷售、國際版權貿易及國際合作出版等，在現有的基礎上，和美國 IDG集團、

盧森堡劍橋集團、日本軟體銀行共同投資成立「當當網」，努力克服經營華文電子

商務的障礙，終於成功創立自己的品牌價值。單是 2009年「當當網」全年圖書的

銷售已達到 20億元人民幣，占大陸整個圖書市場的 10-15％，而 2010年前 9個月

的淨收入與 2009同期相比，更增長了 56％（旺報，2010.12.07）。 

「當當網」除了圖書銷售業務之外，也致力成為其他商品的銷售拓展管道。

不過與亞馬遜不同的是，亞馬遜的電子產品和一般商品收入已經超過圖書銷售收

入，而「當當網」的淨收入仍有 80％以上來自圖書等傳媒產品。由於大陸網民數

量是世界之最，在網路商機的驅使下，「當當網」將力推百貨業務，「當當網」聯

合總裁李國慶透露，「當當網」的融資將主要用於物流和技術平臺建設，以支撐百

貨業務的擴張，在保持圖書業務發展的基礎上，百貨業務占比逐年上升，預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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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百貨占比將達到 50％（第一財經日報，2010.09.27）。 

 

「當當網」搶攻臺灣市場 
觀察到臺灣正體字圖書在大陸的商機，「當當網」加強開發臺灣市場，把臺灣

的圖書和精品帶進大陸，讓更多大陸民眾接受，同時學習臺灣的生活態度。臺灣

電子商務的低成本與平價，加上每天數千萬人次的瀏覽力量，讓市場生機蓬勃。「當

當網」看好臺、港服飾及生活用品在大陸市場的潛力，於是推出「香港商城」，由

於十分成功，因此也開通「臺灣商城」（聯合報，2006.02.07），推出臺灣民眾可直接在「當

當網」上訂簡體書以及大陸民眾訂臺灣正體書的雙向服務，把精挑嚴選的臺灣生

活精品賣進大陸，並擴大臺灣的用戶數目。 

為了搶占簡體字書在臺灣銷售的市場，「當當網」規劃以低價競爭的方式來攻

市。目前臺灣專門銷售大陸簡體書的書局，一般都是以書本定價乘以 5 倍，會員

乘以 4倍的方式銷售，長期以市場最低價為訴求的「當當網」，曾推出要以人民幣

定價的 2倍來計價，這對於臺灣書店行之已久的「行規」，是不小的衝擊。這種打

破市場秩序的經營方式，雖然有助於吸引消費者，不過對於出版市場而言恐將導

向惡性競爭，並影響到許多實體書店業者的生計，所以並不為臺灣業者所樂見。 

 

(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