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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ural industry is a rising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and governments of all countries are ac-
tiv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cultural industry. Innovative economics, public 
goods theory and externality theory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eramic cultural industry through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Jingdezhen, as the 
world’s porcelain capital, has launched a series of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ceramic cultural industry. After combing the existing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ingdezhen ceramics industry, it proposes to “implement dy-
namic financial management for cultural enterprises at different stages”, “encourage the cultiva-
tion of talents in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other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
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Jingdezhen ceramic cultural industry tax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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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产业是新时代的朝阳产业，各国政府都积极推动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创新经济学、公共品理论和

外部性理论为政府通过财税政策促进陶瓷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景德镇作为世界瓷都，推出了

一系列财税政策促进陶瓷文化产业发展，在梳理了现有的促进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之后，提

出“对不同阶段文化企业实施动态财政管理”“利用财政政策鼓励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等建议促进景德

镇陶瓷文化产业财税政策不断完善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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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我国居民对物质生活的需求逐渐转化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这

使得承载人们精神需求的文化产业得到极大发展，成为新时代的朝阳产业。自从 2009 年《文化产业振兴

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推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文化

产业发展就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在政策的推动下，我

国财政大力支持文化事业发展，从图 1 可以看出，我国国家财政 2010~2019 年对文化事业的总支出金额

不断上涨，同时文化事业费总支出占国家财政比重也呈总体上涨趋势。 
 

 
Figure 1. Trend chart of national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cultural undertakings 
图 1. 国家财政对文化事业支出的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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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十八大报告正式将文化产业列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2014 年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

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10 号)提出，要大力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这不仅可以培育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而且可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产业竞争力，同时也

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2017 年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讲

好中国文化故事，“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在此背景下，陶瓷文化产业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2019 年 9 月 17 日，陶瓷文化产业被列为“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国际合作重点项目，进一步

推动了我国陶瓷文化产业走向国际化。 
为了促进“世界瓷都”景德镇的陶瓷文化产业发展，各级政府都出台了系列促进其发展的激励政策。

2006 年，文化部将“景德镇陶瓷文化博览区”列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019 年 6 月 21 日，中共江

西省委办公厅、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中提出，要

深入实施文化强省战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全省的支柱性产业，同时提出针对陶瓷文化产业发展，

要落实创建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振兴发展的优惠政策。 

2. 理论基础 

21 世纪以来，学术界积极开展对文化产业的研究，为政府通过财税政策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文化产品的属性和财税政策效应两个方面。 

2.1. 文化产品的属性 

从文化产品属性角度论证政府干预产业发展的主要包括创新经济学理论、公共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 
创新经济学理论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新。而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并影响创新资源配

置以及配置效率的主体，所以以创新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国家创新系统的配置和推动，而财税政

策正是国家推动创新的有效手段之一。 
文化产品作为具有强烈正外部性的公共品，其外部性主要体现在社会意识形态和促进经济发展两个方

面[1]。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外部性表现为，个体的文化消费、文化艺术教育以及文化产品的留存和传承

有助于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文化在促进经济发展上的外部性表现为，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能够带动其互

补性产业和服务业等多种产业共同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的外部性，使得市场机制进行在文化资源配置时无

法实现帕累托有效，这就决定了市场提供必然存在供给不足、效率不高的问题，即文化产品的供给存在着

市场失灵，市场价格机制无法有效地调节其运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运用财税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就显

得尤为重要。陶瓷文化产业不仅具有生产上的正外部性而且有消费上的正外部性两个共性，想要达到陶瓷

文化产品的社会理想的供需平衡状态，只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很难做到，而应该综合运用宏观财税政策促

进陶瓷文化产业发展。此外，有学者提出政府可采用财政补贴弥补文化产业的正外部性[2]。 

2.2. 财税政策效应 

财税政策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效应主要包括财政资金的放大效应和税收的收入效应、替代效应。

财政资金会产生乘数放大效应和杠杆效应，财政投资可以发挥财政资金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

本进入文化产业。 
税收的收入效应为政府通过对文化产业实施税收优惠促进其发展提供了空间[3]，而税收的替代效应

使得政府可以通过实行差别税率合理平衡文化产业中不同行业的发展[3] [4]。 

3. 促进景德镇陶瓷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现状 

陶瓷在我国的历史悠久，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之一。我国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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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各级政府的财税政策扶持。我国中央和各级地方财政先后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文化产业

投资基金等，通过贷款贴息、项目补助、绩效奖励、股权投资和以奖代补等多种形式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本部分将梳理国家和景德镇地方政府关于促进陶瓷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现状，具体从财政的支持政

策和减免税收制度两方面归纳。 

3.1. 财政支持政策 

景德镇促进陶瓷文化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建立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引导资金和专项

基金。以贷款贴息、直接补助、奖励、担保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例如，市政府在 2011 年予以陶

瓷文化创意产业的引导资金规模为 1 亿元，之后按 20%的比例逐年增加。 
此外，对陶瓷文化产业提供政策支持。如投资规模 2000 万以上的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可以优先规划选

址及办理手续。市、县两级征收的 20%土地出让金的纯收益用作建设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基础设施，减免

原址转办文化创意产业项目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免缴全部或部分公益性创意产业设施及配套设施建

设的规定性收费。 

3.2. 税收政策支持 

景德镇主要采取税收优惠税率和税收返还、税前扣除等方式促进陶瓷文化产业发展。具体表现在：

第一，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格的各类陶瓷文化创意服务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税率 15%的优惠政策。

第二，政府收缴的陶瓷文化创意企业的地方税收，部分划拨给创意产业基地作为专项建设基金，部分返

还给企业。第三，对陶瓷文化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2 年以上的，

根据按其投资额的 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第四，陶瓷文

化企业创新活动产生的技术开发费可以 100%扣除，并且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当年 50%的技术开发费，

当年抵扣不足部分，在不超过 5 年的年度内抵扣。第五，陶瓷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

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第六，对纳入增值税征收

范围的国家重点鼓励的陶瓷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出口落实增值税零税率或免税，对国家重点鼓励的陶瓷

文化创意和设计产品出口实行增值税零税率政策。 

4. 景德镇陶瓷文化产业发展的不足 

景德镇地方促进陶瓷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还有许多不足，如财政资金总体投入不足、对文化产

业人才发展的吸引和培养政策等存在缺陷，导致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产业总体发

展水平还不高。尽管今年来景德镇陶瓷文化产业增加值不断上涨，2019 年景德镇市陶瓷工业增加值增长

8.9%。但其陶瓷产业规模总体偏小，文化产业公共服务建设滞后，无法满足陶瓷文化企业日益增长的对

文化技术、人才培训和文化成果推广等方面的服务需求。第二，文化消费市场滞后。景德镇居民文化消

费额偏少且占总消费额的比重偏小。2018 年景德镇全年商品零售额为 214.62 亿元，增长了 13.7%，而文

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下降 28.9%。同时，景德镇的陶瓷产业发展主要依靠本地资源，与域外特别是

国外优秀企业和人才引进上存在很大差距。 

5. 政策建议 

基于前文的政策背景和现有财税政策的不足，结合景德镇陶瓷的现有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等个性化

特征，从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力度、对不同阶段文化企业实施动态财政管理，利用财政政策鼓励文化

产业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科学合理，并适合景德镇陶瓷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性建议，并为其它类似文化

产业财税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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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加大财税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力度，针对企业发展阶段实施动态管理。在最需要资金投入的文

化企业初创阶段，政府应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而在发展阶段，可以通过给予

低息贷款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最后，在发展成熟阶段，良好的文

化产业发展环境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利用财政政策鼓励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有文化创意创新能力的人的集聚和庞大的文化消费人

群，是健全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的中坚力量。建议在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上，建立连续性、专业化的财税奖

励机制，设立专项人才财政资金，对取得重大技术进步的企业、个人给予奖励，并建立文化产业人才培

养的连续性工程，支持文化创意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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