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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products trad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ield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ompetition in today’s 
world. On the issue of cultural products trade, scholars put forward many viewpoints from differ-
ent perspective, but have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Cultural products trade is not only an eco-
nomic issue, but also involves the country’s political, ideological, cultural security and many other 
fields. It will be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improving the cultural products trade theoretical system 
to define cultural products trad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cultural products trade and ana-
ly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ltural products trade comparativ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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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产品贸易是当今世界国际贸易竞争的重要领域之一。关于文化产品贸易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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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研究，提出了许多观点，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文化产品贸易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到国家政治、

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等诸多领域，准确界定文化产品贸易的概念内涵，全面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文化产

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完善文化产品贸易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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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文化产品贸易是推动世界经济贸易的新引擎。面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美国、英

国、日本、韩国等许多国家积极实施文化战略，从而确立了其在世界文化产品贸易中的重要地位。美国

的电影业和传媒业、日本的动漫产业、韩国的娱乐业、法德的出版业、英国的音乐业等在国际市场上都

占有重要份额，世界范围内大型跨国公司主导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与此同时，一些发

展中国家凭借其在劳动密集型文化创意产品上的优势，其出口增速已高于发达国家，市场份额也因此在

不断增加。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近年来，同其他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形式越来越新、

内容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特别是在 2013 年“一带一路”战略被提出以来，文化贸

易增长迅速，中国与沿线大部分国家都签署了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高层交往密切，民

间交流频繁，合作内容丰富，与沿线不少国家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活动等，在不同

国家多次举办各种主题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为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产业的多层次、宽领域合作交流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也为中国同这些国家文化产业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基础。然而，

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合作，仅有上述国家政府层面的制度安排、规则设计、行动计划是不够的，

还必须有相关企业、中介机构层面在文化产业具体领域的有效对接，否则，就会导致合作主体的缺失和

缺位而流于形式。鉴于此，国内外众多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对“一带一路”文化产品贸易的战略意义、

内涵、定位、价值取向及战略维度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了进一步完善文化产品

贸易理论体系，有必要对文化贸易的比较优势及其影响因素做全面梳理。 

2. 关于文化贸易的概念梳理 

关于文化贸易的概念，一些国际组织尽管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内涵与外延大致相近。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 1995)将文化贸易纳入国际服务交易范畴，并将其看作是居民与非居民之间，有关文化、体育

和娱乐服务的交易活动，具体分为两类：一类包括影视、音乐、戏剧、音乐、艺术表演等的交易活动。

另一类包括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场所的文化与娱乐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文化贸易

分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1]，认为文化产品一般是指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如图书、杂

志、多媒体产品、软件、录音带、影视和创意设计等。文化服务是指满足人们文化兴趣和需要的行为，

通常指政府、私人机构和半公共机构为社会文化实践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文化支持。如文艺演出、文化活

动,文化信息以及文化产品的收藏(如图书馆、文献资料中心和博物馆)等。 
此外，国内外一些学者也对文化产品贸易进行了界定，但至今仍没有一致性描述。Van Grasstek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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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文化产品贸易也离不开实体产品交易[2]，如音乐、文学、戏剧、喜剧、文档、舞蹈、绘画、摄像和

雕塑等艺术形式，有的是以现场表演的方式展示给大众，有的却是先被存储记录下来(如存储在网上、计

算机上或光盘里)再卖给大众。有的以公共服务的形式存在(如图书馆和博物馆)，或以商业的形式(如电视

台和美术馆)提供给大众，有的则两者兼而有之。从这个意义上，文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重要分支。国内

学者高洁(2005)认为文化贸易是指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周成名(2006)认为

文化贸易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是属于国际贸易的特殊形式[3]。李小牧，

李嘉珊(2007)对国际文化贸易的概念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基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以及文化

硬件和文化软件的文化贸易分类标准，并结合其与文化产业的关系，理清了相关概念的逻辑体系[4]。 
可见，学术界关于文化产品贸易的概念尽管还没有统一定义，但对其本质内涵已形成基本认同，普

遍认为文化产品贸易是指国际间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输入和输出的贸易方式，是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

部分。 

3. 关于文化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及其测度 

3.1. 比较优势理论在文化产品贸易中的适用性 

比较优势理论起源于大卫·李嘉图的绝对优势理论，两者对全球国际贸易发展均起到了重要的指导

和推动作用。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传统贸易理论(或比较优势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或新贸易理论)
在服务贸易中的适用性问题，也有学者论述了比较优势理论在文化贸易的适用性问题。王海文(2009)分析

了国际贸易理论在文化贸易中的适用性及相关政策启示[5]。罗鹏(2015)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在文化贸易分

析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6]。原因在于文化贸易发展实际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不完全吻合。一是文化产

品与比较优势理论的资源禀赋优势假设不一致。文化产品不同于普通产品，它主要与从业者的创意思维、

创意能力、知识水平、教育程度等有关；二是文化产品的生产制造与比较优势理论的规模报酬不变假设

矛盾。图书、出版、影视制作、软件发行等具有规模报酬递减效应；三是文化贸易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完

全竞争市场假设矛盾。一国的文化贸易通常是在政府的管制下进行的，政府一般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对

文化贸易进行引导、扶持和规范，因而其面临的市场多数属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他同时指出，与比较优

势理论不同的是，竞争优势理论排除了比较优势理论的三个限制条件，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创新和深化，

因而对文化贸易具有很强的适用性。虽然以上两种贸易理论在文化贸易分析中存在差异性，但比较优势

理论的核心思想在文化贸易中仍具有重要作用，综合运用两种理论进行文化贸易分析是一种科学思维和

理性选择。本质上讲，竞争优势也是一种比较优势，它实际上是在比较优势动态发展和积累的基础上形

成的。因此，在国际文化贸易分析中，要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结合竞争优势研究范式，运用迈克尔·波

特提出的六要素钻石模型，充分挖掘一国文化产品或文化领域的比较优势，并努力使其转换为竞争优势。 
显然，罗鹏关于比较优势的研究结论更多是从文化贸易与普通商品贸易的对比分析中得出的，具有

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文化产品具有明显的不可储存性、不稳定性和易逝性等特点，文化贸易本质上

属于服务贸易范畴，文化贸易的对象既涉及文化产品又涉及文化服务，从而使其兼具有货物贸易和服务

贸易的特点。因此，也可以采用比较优势理论探讨文化贸易问题。 

3.2. 文化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测度问题 

关于文化贸易比较优势的测度，学术界普遍采用贸易指标进行评价的研究范式。胡飞、葛秋颖(2009)
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RCA)和贸易竞争力(TC)指数对比分析了中国与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品

贸易国际竞争力。周经、刘厚俊(2011)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世界范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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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品的比较优势和产业内贸易状况进行了研究，得出发达国家在世界文化创意产品贸易中仍占据主

导地位,但发展中国家潜力巨大的结论[7]。尚涛、陶蕴芳(2011)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国际竞

争力(TC)指数和拉非(Lafay)指数对中国创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专业化分工模式变动进行了实证分析，

分析表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整体尽管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仅集中在创意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领

域，且在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化程度有所降低。高长春等(2012)选取国际市场占有率

(MOR)指数、产业内贸易(IIT)指数、净出口(NE)指数和显示比较优势(RCA)指数对日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

竞争力进行研究，提出了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曲国明(2012)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贸易竞争

力(TC)指数对比分析了中美两国文化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差距及其原因，提出了对策建议[8]。聂聆(2013)
运用国际市场占有率(MOR)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和贸易竞争力(TC)指数对“金砖四国”文化

创意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出了政策建议[9]。卓悄倩(2014)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

贸易互补性(TCI)指数、产品出口相似度(ESI)指数、贸易结合度(TII)指数对中印两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的

竞争性与互补性进行分析，认为中印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的竞争性较强，互补性不足，但两国双边文化创

意产品贸易存在着较大合作空间和增长潜力。刘萌(2015)运用国际市场占有率(MOR)指数和贸易竞争力

(TC)指数对中韩创意产品贸易现状以及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王洪涛、周莉(2015)借助修正后的出

口相似度(ESI)指数和贸易互补指数对中国与东盟文化贸易发展中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

研究表明中国与东盟对外开展文化贸易的基础仍是基于传统的要素禀赋优势，双边文化贸易的整体互补

性水平较低[10]。高鹤、王岩(2016)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产品出口相似度

(ESI)指数以及贸易结合度(TII)指数，分别对中日、中韩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的互补性与竞争性进行实证研

究发现，中日、中韩在文化创意产品贸易上的关系总体均表现出互补性较强，同时竞争也较为激烈的态

势[11]。 
综上，与文化贸易比较优势相近的研究包括国际竞争力，方法大多是选择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

数、贸易竞争力(TC)指数和出口相似度(ESI)指数来测度。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贸易竞争力(TC)
指数和出口额只考虑到一国自身的贸易状况，没有涉及到与国际层面的比较；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
数虽然考虑到与国际层面的比较，但具有较强的时间趋势，主要适用于产业间贸易的情景，而对于产业

内贸易模式所能够提供的信息量就很少，可能会对分析结果产生较大影响。除了以上最具代表性的三个

指标之外，其他常用指标如国际市场占有率(MOR)指数、贸易结合度(TII)指数、产业内贸易(IIT)指数等

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所以在面对特点各异的研究对象及不同的样本时，学者们选取的测算文化产品

贸易比较优势的指标也各不相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与灵活性。可见，关于文化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

测算问题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4. 关于文化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 

传统的贸易理论起因于国与国之间的外生比较优势，认为影响传统比较优势的因素大多是难以改变

的资源禀赋，如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现代贸易理论则认为，技术、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

制度等因素对贸易比较优势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赫尔普曼和克鲁格(Helpman and Krugman，1985)、多

勒尔(Dollar and Wolff, 1993)、林毅夫(2002)、芬德利(Findlay，1983)、格罗斯曼和麦吉(Grossman and Maggi, 
2000)、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杨小凯、博兰(Yang and Bland，1991)
等国内外学者进一步分析了政府政策、规模经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专业化和分工等

因素对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 
随着世界文化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文化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问题。霍斯

金斯(Colin Hoskins)和米卢斯(R. Mirus) (1988)在其论文《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原因》中首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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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亦称“文化贴现”)这一概念。李怀亮(2008)分析了文化折扣对中美文化产品

和服务贸易的影响[12]。邱继洲(2005)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对国际文化贸易的分析认为，发达国家可以将其

资金、技术、人才、创意等方面的相对优势，转化为文化产品优势，从而加快其文化产品出口[13]。戴翔

(2010)以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采用 PPML 估计方法分析了双边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发现 GDP、
共同边界、共同语言和上期贸易额对双边文化产品贸易有积极作用，而距离是负面作用[14]。曲如晓、韩

丽丽(2011)研究了文化距离对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15]。臧新、林竹和邵军等(2012)研究表明，由文

化距离、地理距离和共同语言等变量共同组成的“文化亲近”对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具有重大影响，

促进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关键是减少文化距离或是加强贸易对象国对中国文化的接近度[16]。王洪涛

(2014)分析了文化差异对双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认为文化差异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发展中经济体有阻

碍作用，而对出口发达经济体却有促进作用，并用“文化折扣”效应和“偏好强化”效应对其进行了解

释[17]。郭小东、吴宗书(2014)用美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认为进口

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文化产品出口[18]。王晶(2016)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表明，影响文化产品

比较优势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素质、研发投入规模、知识产品保护制度、吸引外资的能力和本国汇率等

五个方面，其中文化产品比较优势与前四个因素呈现正相关关系，与本国汇率负相关，当本国汇率提高

时，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会降低[19]。 
综上，从研究对象看，以上研究将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竞争优势)两个概念等同看待。尽管竞争优

势的获得离不开比较优势[6]，但事实上竞争优势更多地反映了一国文化贸易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状况，一

般适合于分析国际文化贸易。而比较优势一般反映的是两个国家，两种产品或两种要素之间比较所呈现

出的相对优势，更适合于分析双边文化贸易。从影响因素看，以上研究除了考虑 GDP、经济规模、人力

资本、研发投入、地理距离、关税等传统因素外，更多考虑了文化亲近、价值认同、知识产权、政府政

策等特殊因素的影响，而且认为这些特殊因素对文化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形成更具有解释力，但这些特

殊因素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相互关系，其对文化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综合影响如何等问题涉及不够。 

5. 评述与展望 

文化产品贸易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等诸多方面。研究文化产

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及其影响因素，需要综合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知识。针对

文化产品贸易研究存在的不足，从如下两方面加以完善：一是关于文化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评价问题，

要从研究问题的目的出发，结合文化产品贸易特点，确定产业贸易比较优势评价指标，准确评价文化产

品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二是关于文化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不仅要考虑传统的资源禀赋因素，

更要关注文化产品贸易的特殊因素，更加强各影响因素对比较优势形成机理以及多个因素综合效应等问

题的研究。具体对中国来说，分析对外文化产品贸易比较优势及影响因素，不仅要考虑贸易伙伴国的历

史文化、产业基础与发展道路，还要考虑我国文化贸易的发展格局以及在世界文化贸易格局中的地位，

兼顾合作双方多元主体的合作意愿与利益诉求，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外部环境的变化趋

势。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评价和科学研判我国对外文化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及其影响因素，为更好地指

导中国对外文化产品贸易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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