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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燕京创意文化产业学刊（第2卷）》以首都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现状、趋势和问题为主
要研究对象，同时兼及全国其他省市创意文化产业发展问题，介绍并分析世界先进国家创意文化产业
发展经验；发表首都创意文化产业研究者、管理者、从业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反映创意文化产业学科
建设的学理性思考和成就，发布创新平台“孵化”的新成果。
本书为第二卷，每年一卷，将办成一个连续性的年刊类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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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包晓光，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副院长、文化产业系主任、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负责
人。
长期从事文艺学、美学和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两次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项目。
主持省部级课题一项、北京市级课题一项。
现为“首都文化创意产学研合作模式创新平台”及“首都文化创意区域发展模式构建与区校合作创新
途径研究平台”负责人。
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国当代文化产业导论》《燕京创意文化产业学
刊》等著作。
出版《美学文艺学论稿》《中国当代文学与人文精神问题》《小资情调--个逐渐形成的阶层及其生活
品味》等专著。
在《文艺研究》《河北学刊》《广东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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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卷首特稿  新媒体评论二则宏观视界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显著成绩  “适当距离”与文
化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职能  简析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缘起及发展  世界城市建设与文化生态资源保护    —
—以首都城乡结合部为研究案例深度焦点  苏州地域特色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银幕配额制缩减后
的韩国电影产业变化研究与启示  全球价值链下的我国影视产业价值链构建  中国电视传媒业的国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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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当代期刊业的发展路径  传媒在房地产经济中扮演的角色理论探析  媒体精细化管理的有效切入    —
—电视媒体绩效评估的特性及趋向  传播，是最好的记忆    ——CCTV探索发现频道《中国记忆》研究  
试论新媒体文化建构  信息时代的他我    ——网络文化中身份认同的社会学考察  平板电脑和电子阅读
器的创意溯源  中国电子书运营模式中的瓶颈问题    ——以汉王科技与盛大文学为例  启蒙抑或审美？
    ——新时期戏剧发展道路之反思创意孵化器  我国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动因分析  谈昌黎县“三歌一影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政府、院团、市场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北京儿艺改革模式  试论
东北二人转的唯“丑”主义与消费文化心理  从《喜羊羊与灰太狼》看我国动画类文化商品的现代性
特征  依托现状谋划发展    ——我国文化消费问题探究  很幸运，为梦想付出过    ——记“青春——不
止步的流浪”创作展  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    ——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探析  浅析社交网
络文化与人的发展编后语《燕京文化创意产业学刊》约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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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文化产业的萌芽和兴起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我
国文化部门开始探索改革的路子，逐渐走上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转变的态势。
进入九十年代，文化产业开始形成，以我国确定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文化领域也开始走上
市场化阶段，文化产业进入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文化产业进入发展阶段。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第一次在党的中央文件中正式使用了“文化产业”概念，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
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要“推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
②2001年3月，这一建议为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所采纳，正式纳入国家“十五”规划纲要。
党的十六大更加明确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
2003年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大力发展旅游等相关文化产业”。
这标志着“文化产业”的概念已正面写进党和国家的政策性、法规性文件中，努力发展文化产业已经
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七大又把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写进党代会的报告，说明执政党在推进社会发展中越来越重视文化
的作用。
与此同时，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紧密联系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注意。
叶朗教授认为，中国的文化产业是在我国独有的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开发的，具有许多别的产业不具有
的优越性，因此使我们在全球化竞争中具有优势。
同时他也不无遗憾的指出，“我国虽有极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它的商品转化率却极低，文化产品的
精神内涵、精致程度也很低，很难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竞争，”我国“西部的文化资源极其丰富，
但大部分没有开发，有的是低层次开发，有的甚至是破坏性开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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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燕京创意文化产业学刊(第2卷)》由包晓仁主编，以首都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现状、趋势和问
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兼及全国其他省市创意文化产业发展问题，介绍并分析世界先进国家创意文
化产业发展经验；发表首都创意文化产业研究者、管理者、从业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反映创意文化产
业学科建设的学理性思考和成就，发布创新平台“孵化”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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