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产业迅猛发展

对广东经济发展贡献凸显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文化及相关产业
[1]

（以下简称文化产业）法人单位主要数据，对广东文化产业发展

主要特点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为广东建设

文化强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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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广东认真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文化强省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规划引导，健全

保障体系。文化产业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呈现持续向好

的发展态势，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显著提升，已成为重要国民经济

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主要特点

（一）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呈爆发式增长，继续位居全国首位。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18 年广东文化产业法人

单位数达 29.74 万家，占全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数的 14.1%，占

全省全部法人单位数的 9.5%，较 2013 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年份，下同）增长 1.85 倍。其中，规模以上法人单位 9072 家,

较 2013 年增长 41.6%。

分产业类型看，2018年广东文化制造业法人单位4.59万家，

较 2013 年增长 55.4%；文化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 5.40 万家，

较 2013 年增长 239.4%；文化服务业法人单位数 19.75 万家，较

2013 年增长 235.5%。文化批发零售业、文化服务业单位数量和

增速均明显高于文化制造业。

分行业看，2018 年广东文化产业法人单位数排名前十位的

小类行业依次是其他广告服务 3.67 万家，专业设计服务 2.54 万

家，工程设计活动 1.89 万家，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1.43 万家，

文化活动服务 1.32 万家，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 1.14 万家，



其他文化艺术业 1.04 万家，文具用品批发 0.92 万家，文化艺术

培训 0.90 万家，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 0.83 万家。

分地区看，2018 年各地市文化产业法人单位数排名前五位

的依次是深圳 10.22 万家、广州 7.44 万家、东莞 3.10 万家、佛

山 1.86 万家、珠海 1.03 万家。珠三角核心区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比较集中。

（二）广东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GDP）比

重连续 5 年超 5%，对 GDP 增长拉动率超 1%，贡献凸显。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18 年全省实现文化产业

增加值 5787.81 亿元，继续位居全国各省、市首位，占广东 GDP

比重达 5.79%，按现价计算，比 2013 年（3011.0 亿元）增长 1.92

倍，占 GDP 比重提高了 0.94 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增加值自 2014

年以来已连续 5 年占 GDP 比重超过 5%。

表 1 历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及占 GDP 比重

年 份 增加值（亿元） 占 GDP 比重（%）

2013 3011.00 4.85

2014 3552.30 5.24

2015 3648.84 5.01

2016 4256.63 5.26

2017 4817.17 5.37

2018 5787.81 5.79

在文化产业投资和消费双重驱动下，广东文化产业对 GDP 贡

献率从 2013 年的 5.66%提升到 2018 年的 9.61%；对经济增长拉



动率由2013年的0.46个百分点上升至2018年的 1.08个百分点

（以现价计算），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增强，对广

东国民经济发展贡献突显。

图 1 广东文化产业对 GDP 贡献率及拉动经济增长情况

分产业类型看，2018 年广东文化制造业企业增加值 2327.7

亿元，占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 40.22%;文化批发和零售业企业

增加值 532.9 亿元，占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 9.21%;文化服务

业企业增加值 2927.2 亿元，占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 50.57%。

分行业看，2018 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行业排名前十位的小

类行业依次为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636.95亿元、包装装潢及其他

印刷420.30亿元、应用软件开发391.27亿元、工程设计活动337.10

亿元、塑胶玩具制造269.89亿元、其他广告服务243.78亿元、珠

宝首饰及有关物品制造213.27亿元、音响设备制造193.03亿元、

（%）



专业设计服务160.08亿元、互联网游戏服务156.17亿元。

分地区看，2018 年各地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全省排名前五位

的依次是深圳 1996.11 亿元、广州 1369.69 亿元、东莞 533.49

亿元、佛山 357.89 亿元、汕头 263.34 亿元，与上年排名相同。

（三）广东保持全国文化产业发展龙头地位。

广东文化产业总量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各省市首位。2018

年,广东文化产业法人单位数达 29.74 万家，占全国文化产业法

人单位数（210.31 万家）的 14.1%，较上年提高 4.5 个百分点;

广东文化产业增加值 5787.81 亿元，占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

（38737 亿元）的 14.9%，较上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

表 2 广东与全国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对比

文化产业法人单位数（万个） 文化产业增加值（亿元）

主要
年份

全国 广东
广东占全国
比重（%）

全国 广东
广东占全国
比重（%）

2013 91.85 10.43 11.4 21351 3011.9 14.1

2014 99.62 11.09 11.1 23940 3552.3 14.8

2015 114.03 10.76 9.4 27235 3648.8 13.4

2016 130.02 12.08 9.3 30785 4256.6 13.8

2017 139.83 13.42 9.6 34722 4817.2 13.9

2018 210.31 29.74 14.1 38737 5787.81 14.9



图 2 全国主要省、市文化产业增加值情况对比

（四）文化服务业占比提高，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近年来，文化批发零售业和文化服务业从业人员数、资产总

计、营业收入等指标高速增长，年均增速均快于文化制造业，其

中文化服务业发展最为强劲。

2018 年，广东文化产业从业人员 336.59 万人，占全省法人

单位从业人员的 7.3%。其中，文化批发零售业、文化服务业从

业人员数分别为 28.46 万人和 126.92 万人，比 2013 年增长

48.2 %和 37.8%，为解决广东就业问题贡献了必不可少的力量。

文化制造业从业人员数为 172.82 万人，比 2013 年下降 55.4%。

2018 年，广东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零售业、文化服务业

资产总计分别为 9229.06 亿元、2968.47 亿元、15307.39 亿元，

（亿元）



分别比 2013 年增长 30.5%、68.3%和 187.1%。文化服务业增速明

显高于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批发零售业。

2018 年，广东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7244.32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近 1.5倍；文化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10794.98 亿元，

比 2013 年增长 12.7%；文化批零和零售业 4385.0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72.5%。文化服务业创收能力的不断提升，为文化产业结

构的持续优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五）文化新业态增长强劲，新发展动能加速形成。

从文化产业细分行业看，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

行业小类
[2]
，2018 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691.81 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9.1%；占规模以上全部文化企业营业收入

的 20.0%，比上年同期提高 2.3 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文化娱

乐平台，其他智能文化消费设备制造，广播电视集成播控，其他

文化数字内容服务等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实现 1 倍以上

增长，发展势头强劲。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搜索服

务，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

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长均在 30%以上。文化新业态和新

发展动能的加速形成，有力推动了我省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六）重点文化骨干企业继续做大做强。

近年来，全国副省级城市文化骨干企业
[3]
规模优势明显，结

构逐步优化。2018 年，深圳有文化骨干企业 2775 家，从业人员

53.0 万人，资产总计 10990.2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984.2

http://10.6.25.206/sks/fxyj/201911/t20191104_1706698.html
http://10.6.25.206/sks/fxyj/201911/t20191104_1706698.html


亿元，各项指标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均位居第 1,其文化骨干企

业户均资产和户均营业收入分别是全国的1.9倍和1.8倍。深圳、

广州文化骨干企业营业收入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排名分别位居

第 1 位和第 3 位。

二、存在问题

（一）文化企业平均从业人员数下降，不同行业就业吸纳能

力存在较大差距。

近年来文化企业平均从业人员持续下降。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数据显示，2018年，文化企业平均拥有从业人员仅11人，比2013

年（31人）下降64.5%。究其原因，一是新增文化企业多为小微型

企业，2018年微型文化企业占全部文化企业的88.7%，但企业平均

从业人员仅为3人；二是进入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对文化就业带

来“替代效应”，“机器换人”使企业逐步小型化、瘦身化。

表 3 三、四经普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平均从业人员情况对比

平均从业人员
（个） 制造业 批零业 服务业

2013 年平均从业人员 32 75 12 16

2018 年平均从业人员 11 38 5 6

2018 年比 2013 年下降（%） 64.5 49.7 56.3 58.9

不同文化行业因其行业特点和所处发展水平各异，对就业的

吸纳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分行业大类看，文化消费终端生产、文

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 4 个行业

的从业人员最多，均超过 50 万人；文化投资运营吸纳的从业人



员最少，为 1.4 万人。从单位平均从业人员数量看，在文化产业

156 个行业小类中，单位平均从业人员超过 100 人的行业小类仅

有 12 个，平均从业人员不足 10 人的行业小类有 67 个。从全省

21 个地市来看，有近一半的地市从业人员数是下降的。

（二）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

广东文化产业总量虽连年位居全国各省市之首，但省内区域

发展不平衡。广东的文化产业主要集中在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

珠江三角洲地区，东西两翼和山区市的文化发展水平较低，文化

产业相对落后。

2018年广州、深圳两市规模以上法人单位数达5170家，占全

省规模以上法人单位数的57.0%，两市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占全省

文化产业总量的58.1%，珠三角核心区的比重更超过八成，而东西

两翼及粤北山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层次普遍较低，文化产业增加值最

低的云浮市仅占全省文化产业总量的0.3%，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

图 3 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地区分布情况



（三）文化产业经营分散，市场化程度较低。

“小、散、弱”一直是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的症结所在。2018

年，在全省全部文化产业法人单位中，大型企业 408 家，占比仅

为 0.1%；中型企业 2215 家，占比为 0.7%；小型企业 30936 家，

占比为 10.4%；微型企业数量最多，为 26.39 万家，占比 88.7%。

小微型文化企业占文化产业法人单位比重为 99.1%，占据文化市

场主体的绝对主导地位。换句话说，在现有的文化产业领域中，

大规模、高水平、产业链完整的文化骨干企业数量不足，限制了

我省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特别是创意设计、动漫游

戏、数字传媒等文化新业态，企业规模较小，缺乏相应的技术条

件，企业的创收能力明显不足。

三、几点建议

（一）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对广东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和社会

发展的稳定作用。

文化既是人民生活的需要、民族昌盛的标志，也是民族发展

的根本，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既是当前发展阶段的选择，也是我省

调结构转方式的重要举措。文化产业以创新、创意为源头，其产

业链长、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是广东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须引起格外关注。

目前广东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大力发展

文化产业可以成为推动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广东省

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



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要达到 8000 亿元，约占全省 GDP 的 8%，真

正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就 2018 年文化产业各项数据及发

展趋势分析来看，这一纲要目标基本可实现。

（二）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打造多元化文化新业态。

近年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技创新已融合渗透到文化生

产、传播、消费的各个层面和关键环节，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有

力支撑和重要引擎。当前广东文化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要积极推

进文化产业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提高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

一是要用文化科技融合的创新理念，深入推进国家级文化和

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建设，培育文化科技产业集群。提升文化科技

企业技术研发能力。二是引导和支持文化科技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加强技术研发机构和研发队伍建设，支持文化科技骨干企业

建设高水平研发中心。三是鼓励文化科技企业重点发展文化装备

制造业，以先进技术支撑文化装备、软件、系统研制和自主发展，

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加强对重大关键技术的引进、输出和合

作，着力打造“文化+科技”产业生态圈。

（三）加强文化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缓解就业压力。

一是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完善劳动者知识结构，特别是要

对传统文化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遣散分流职工加强职业技能教

育与培训，着力解决劳动者素质与新经济、新业态、新岗位技能

要求不匹配的问题，缓解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就业压力。

二是大力加强对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目前广东文化创意人



才缺乏，懂科技、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稀缺，面对江浙等后

起地区的强大竞争压力，人才流失现象又十分严重，要下大力气

解决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引进等问题。

三是推进产学研合作，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深化产学研合作

的文化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文化科技创新课题研究。积极探索文

化与技术、管理相结合的教育培养模式，优化大学生科技创业扶

持机制，鼓励市场化程度高、社会责任感强的文化科技企业、园

区、平台，联动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专业人才实训基地，重

点加快创新型、复合型、外向型文化科技跨界人才培养。

供稿单位：社会科技统计处

撰 稿：王迎迎

责任编辑：刘建民

注释：

[1]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化及相关产业是

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范围包括：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

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

的生产活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

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二是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



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2]新业态特征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是：广播电视集成播控，互联网搜索服务，互联网其他

信息服务，数字出版，其他文化艺术业，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游戏服务，多媒体、

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增值电信文化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广告服务，

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

制造，其他智能文化消费设备制造。

[3]文化骨干企业指规模以上文化制造业企业、限额以上文化批发零售业企业和规模以上文化

服务业企业的总称，具体包括：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文化制造业企业；年主营业

务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文化批发企业或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500 万元及以上的文化零售企业；

从业人数在 50 人及以上或年营业收入在 1000 万元及以上的文化服务业企业（其中文化和娱乐业

的年营业收入在 500 万元及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