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国家实施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和文化产业

发展三大战略，利用农村特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

业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在此背景下农村特色文

化产业作为学术概念进入研究视野。 农村特色文

化产业是新的学术概念，但并非是新生事物，我国

农村依托文化资源创意生产文化产品早已有之，只

是由于规模和影响有限，没有成为国民经济重点关

注领域。 近年来我国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实践层面

取得长足发展，但在管理者、生产者、消费者、政策

环境和文化要素等生态系统层面存在政府生态管

理不健全、产业要素市场配置不合理、产业组织发

育不完善、产品结构发展滞后、文化消费市场培育

不足、文化资源破坏性开发等问题，对重塑农村特

色文化产业生态、实现农村文化经济可持续发展产

生重大影响。 基于供给侧视角，本文拟探讨农村特

色文化产业生态的升级方案，为我国农村特色文化

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参考。

一、产业生态、产业生态化与
产业生态系统

关于产业生态的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其最早

源于 1969年美国学者艾尔斯（R.U.Ayres）在研究物
质材料流动时首创性提出的“产业代谢”概念，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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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 1972 年艾尔斯又提出更具划时代意义的

“产业生态”概念 [1]。 1989 年，Frosch 和 Gallopoulos
在《科学美国人》杂志发表《可持续工业发展战略》

一文，首次提出“产业生态系统”概念，指出传统的

产业活动模式应当转型为一个更为完整的模

式———产业生态系统，产业可以仿照生态系统形成

从生产者流向消费者、再由分解者进行物质再循环

的过程，企业之间建立共生关系 [2]。 国内学术界在

此基础上衍生出“产业生态化”概念，具体指通过模

仿自然生态系统闭路循环的模式构建产业生态系

统， 按照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来安排产业活动，实

现产业系统的生态化，从而使资源得到循环利用，

废物排放减少，消除环境破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最终实现产业与自然

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1]。 产业生态化是产业发

展的高级形态，核心是产业系统的生态化。 产业生

态系统是包括范围较广的有机复杂功能体，是由能

够对某一产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要素组

成的集合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是由与产品的研发、

生产与应用有关的大学、科研机构、原材料供应商、

核心生产者、互补投入生产者、互补品生产者、中介

组织、消费者等产业的各类参与者，以及产业发展

的支撑因素与外部环境等构成的产业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有机系统[3]。

二、农村特色文化产业生态与农村
特色文化产业生态系统

目前，学术界对农村特色文化产业的研究是建

立在农村文化产业和特色文化产业的研究基础之

上，认为农村特色文化产业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

农村文化产业，也不同于普遍意义上的特色文化产

业，而是二者融合发展的产物，具体是指依托农村

文化资源或基于文化生产传统，通过文化传承、创

意转化、科技提升与市场运作，提供具有鲜明农村

地域特色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形态。 农村特色

文化产业具有文化资源依附性、空间场域在地性、

文化生产集聚性、农民地位主体性、农村文化再生

性等基本特征，是活态传承农耕文化遗产、重塑农

村文化生态的重要方式，是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4]。

农村特色文化产业生态是产业生态在农村特

色文化产业领域延伸、运用的学术表达，主要指在

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 农村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传

承、产业政策环境、产业要素系统、文化产品生产与

农村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共生状

态，其发展方向应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新发展理念，目的是实现农村特色文化产业的生态

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产业生态化的核心是产业系

统的生态化，相应地，文化产业生态发展的核心则

是文化产业系统的生态化。

根据学术界现有研究，文化产业生态系统是指

供给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与相关组织及其内外

部环境之间进行价值交换并协同发展而形成的相

互作用、相互依赖的一种动态平衡系统，包括内部

生态系统和外部生态系统，内部系统由环境、系统

成员和要素资源组成，外部系统主要指文化产业与

其他产业的交叉融合 [5]。 也有学者指出，文化产业

生态化系统是由文化生物群落和非生物环境两部

分组成，其中文化生物群落相当于自然生态系统中

的生物群落，由生产者、消费者和管理者组成；非生

物环境是指文化产业生态化系统赖以生存的环境，

包括技术支持、政策环境和系统运行机制 [6]。 基于

上述分析，农村特色文化产业生态系统是基于农村

特色文化资源创新创意或文化生产传统， 通过政

策、资本、技术、人才等产业要素的介入，在生产者、

消费者、 管理者与文化要素之间形成产品生产、商

品交换和价值增值的文化经济运行系统。

三、我国农村特色文化产业
生态问题分析

基于国家实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与长期以来

的农村文化生产传统，我国各地农村特色文化产业

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仍存在系统性生态问题。

（一）管理者层面：政府生态管理体制不健全，

基层行政效能不高

国家行政管理承担着按照党和国家决策部署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

的重大职责 [7]。 根据我国政府管理职能划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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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旅游系统主要承担文化产业管理职能。 具体到

基层，县级文化产业管理部门是宣传部与文化和旅

游局，其下均设有文化产业科；乡镇一级文化产业

行政管理部门是文化站，村一级是村民委员会。 其

编制配备基本情况是：县级宣传部文化产业科编制

设 1人，县级文化和旅游局文化产业科编制设 1-2
人。乡镇文化站编制设 1人，没有下设部门，是政府

机构中最基层的文化管理部门，承担着公共文化和

文化产业双重职能，属于一人多用。 在实际操作层

面，乡镇文化站日常工作基本是文化宣传，没有或

很少涉及文化产业。 村民委员会一般由主任、副主

任和若干委员组成，基本没有明确的文化职能岗位

设置，即使有也仅服务于基本文化宣传需要，村委

会主要成员因受制于文化水平、格局视野、能力素

质等综合因素影响，普遍缺乏对文化工作的关注，

更缺乏文化产业发展意识。 总体上看，我国县级及

其以下基层文化管理部门力量薄弱，体制机制供给

短板突出，严重制约了农村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生产者层面：产业要素市场不完善，市场

化配置短板突出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导致农村与

城市在资源配置上有较大差距，农村文化市场发展

所需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等生产要素不能

实现有效供给，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自然受限，主要

表现为：市场主体数量偏少，发展质量不高，农村尚

没有形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基本态势；农村文化

企业以民间工艺为主， 家庭小作坊式生产居多，产

业规模普遍不大；缺乏大型龙头文化企业的引领带

动作用，资本市场运作能力不强；企业普遍缺乏长

远规划，研发投入过低，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农村文

化产业人才短缺，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受

限；农村文化产业品牌发展意识淡薄，产品附加值

低，市场竞争力不强；农村文化资源整理挖掘和系

统研究不够，文化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产业发展优

势；农村文化资源创意转化困难，产品不能适应文

化消费新需求；文化科技深度融合乏力，文化产业

新业态发展缓慢。 总之，我国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市

场体系不健全，要素市场不完善，市场主体建设滞

后，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亟待突破。

（三）消费者层面：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市场

拓展能力不强

在国内市场方面，我国农村特色文化产业的细

分领域主要有手工艺产业、创意农业、文化旅游、民

俗节庆产业等，其中以非遗为代表的手工艺产品规

模和体量最大，文创农业和文化旅游呈现快速发展

态势。 我国农村特色文化产品类别丰富，但产品低

端化现象明显，文化内涵体现不足，创新创意性缺

失，缺乏现代审美，市场吸引力不强，不能满足日益

升级的国内市场消费需求。 整体上高质量文化产

品供给不足，致使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国内市场基本

处于未开发状态。

在国际市场方面， 根据商务部服贸司最新数

据，2019年我国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出

版物出口增长较快， 增幅分别为 11.7%、5.6%和

4.8%[8]。 根据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统计目录（2015
年修订）》，文化用品包括文具、乐器、玩具，工艺美

术品包括雕塑工艺品、金属工艺品、花画工艺品、天

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抽纱刺绣工艺品、地毯挂

毯、珠宝首饰及有关物品、园林及陈设艺术陶瓷制

品、蚕丝及机织物等。 可以看出，文化用品和工艺

美术品大部分属于农村特色文化产品的范畴，也就

是说农村特色文化产品出口在我国对外文化贸易

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需要指出

的是，我国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出口基本是沿袭长期

以来的传统，产品以原生态为主，强调实用性，但思

想性、艺术性表现不足，文化影响力极其有限。

（四）文化要素层面：文化资源开发不当，文化

生态面临失衡风险

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 我

国历经 5 000多年农耕文明，农村成为大量文化资

源的原生地，不仅有广泛存在于农村的民间工艺、

民间演艺、民间文学、民间风俗、传统村落、乡村建

筑、文物古迹、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等特色

文化资源，也有农耕文化所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精神文化资源，这些都是农

村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来源。 但是，农村文化资源

产业化过程中出现过度开发或不当开发，甚至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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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文化现象，文化资源原有内涵和意蕴产生变形和

扭曲，也有“盲目对西方文化形态进行模仿与抄袭,
导致太多中国优秀民艺品类濒临灭绝”[9]的情况，这

都有可能“造成文化基因谱系的断裂、文化多样性

的消失”[10]。

农村非遗传承人和为数众多的手工艺人是重

要文化资本。 国家原文化部已公布五批共计 3068
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另有

众多省级、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部分群

体基本在农村或源于农村，是非遗产业化的重要力

量。 但是，农村非遗传承人和手工艺人高龄存世居

多，且普遍学历不高、视野有限，虽有传承人制度，

但总体上“现行法规给予传承人在传承事业上钻研、

磨练技艺的时间、空间的保障，特别是在传承人的

文化生态、生活生态的保护方面严重缺失”[11]。 特别

是，受制于经济收入、农村环境等因素，非遗等传统

手工艺对年轻人吸引力不强，一些传统手工艺门类

有潜在消失风险，农村文化生态面临挑战。

（五）政策环境层面：产业政策供给滞后，顶层

设计安排缺位

“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市场需求拉动、社会供给

推动和政府政策牵动三个基本要素的综合作用，而

市场需求、社会供给受经济规律支配，在一定时间

段上具有稳定性， 但政府政策作为外在影响因素，

是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大变量。 ”[12]也有学者指

出，文化产业政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制

度及具体管理措施的总和，对文化产业整体格局及

发展方向有决定性影响[13]。 国家将文化产业定位为

战略性支柱产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是国家重大

决策部署，农村特色文化产业作为二者融合交汇领

域理论上可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但现

实情况并非如此。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系统产

业政策供给缺位，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缺乏明确

清晰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产业实践缺乏合理遵

循。 需要特别强调，农村特色文化产业一定程度上

是融合类产业，涉及交叉管理，管理主体较为多元，

客观上需要管理主体间确立长效沟通机制，但实际

上这种机制并未建立。 国家已经出台的文化产业

政策、乡村产业振兴政策、现代服务业政策、工业制

造业政策、文化贸易政策、文化科技深度融合政策、

人力资源政策在农村特色文化产业领域不能实现

接轨与融合，政策叠加效应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

影响了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这是政府政策供给过

程中应高度注意的问题。

四、我国农村特色文化产业生态
升级的供给侧方案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特色文化产

业存在政府管理需求与行政管理效能不足、产业要

素需求与市场配置失衡、消费市场需求与市场发育

迟缓、文化资源保护与文化生态破坏等生态性矛盾

和问题，以下基于供给侧视角予以分析和探讨。

（一）政府生态管理升级：加强文化产业行政管

理体制供给

关于政府管理问题， 学术界重视政府生态管

理、生态行政管理的研究，认为政府生态管理的核

心问题是政府职能配置要实现科学、全面、准确的

制度性安排[14]。 我国县级及其以下行政管理制度已

经不能适应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要求，因此，

深化基层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合理调配政府机构编

制、提高科学执政水平、推进政府生态管理升级成

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是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提高政策供给

质量和效率。 文化和旅游部门与农业农村、发展和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科学技术、商务、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需要就农村特色文化产业

问题建立协同机制，确保多方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

及时接轨与共享，充分发挥政策的复合叠加功能。

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述政府机构内部的政策法规、

产业发展、发展规划等部门要自上而下确立定期纵

向、横向协同机制，增强政策供给的协调性和灵活

性，实现政策精准供给和有效供给。

二是加强基层文化产业行政管理供给，推进编

制资源向基层政府倾斜。 具体措施可以如下：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适当增加县级宣传部、文化和

旅游局的产业岗位编制，或者县委宣传部、县文化

和旅游局在人员调配方面适当向文化产业岗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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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 县级政府可考虑成立跨部门的“县域文化产业

发展指挥部”，协同推进县城与乡镇村文化产业发

展问题。 加强乡镇文化站文化产业职能，适当增加

一个文化产业岗位编制，引导带动乡镇、村级文化

产业发展。 村民委员会设立文化职能岗位，重视村

史馆建设、村文化资源整理和发掘。 在文化产业发

展基础较好和有产业发展前景的行政村，建议村民

委员会成立集体经济合作社，或鼓励农民自发成立

专业合作社，夯实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组织基础。

（二）产业要素生态升级：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

体制机制供给

当前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重要方向是“深化要

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

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

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15]。 要

素市场是市场体系的核心，主要包括资源市场、劳

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 我国农村要素市场

发育程度低，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程度方面严重

滞后于城市，更很难谈得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16]。 因此，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建立高水平要素市场生态运行机制是农村特色文

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资源市场是产业要素市场的基础。 要建设好

资源市场，需要继续实施农村非遗传承人制度，保

障非遗技艺代际传承，延续农村文化生产传统，重

塑农村文化生态。 研究整理农村文化资源，形成农

村特色文化资源数据库，推动文化资源集成，从源

头发力促使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要素，缩短创

作和生产周期，提高生产效率，撬动文化生产体系

再造，解决当前文化生产新旧体系并存及叠加引发

的挤压和摩擦，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17]。

劳动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的关键领域。 人才

资源是影响经济发展能力的最重要因素，是推进可

持续发展的内生变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首要力

量[18]。 人才是我国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大短板，

解决措施有：一是借鉴美国、日本、韩国经验，出台

针对农村人才培养的专项法律； 二是挖掘教育资

源，鼓励高等学校开设相关专业和课程，培养农村

文化产业所需的各级各类专业人才； 三是加强 35
岁以下青年农民、农村文化经济能人、农村非遗传

承人、县乡两级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

培训，为农村文化产业内生性成长提供动力支持。

资本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的重要支撑。 在一

国的文化力和拥有的文化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文化

经济增长水平的高低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

投资总量水平的高低[19]。 政府引导资本投向农村龙

头文化企业，鼓励农村文化企业通过版权质押创新

融资渠道，形成政府文化产业基金和社会资本投资

农村文化产业的格局，进而构建适合农村经济特点

的多层次文化资本市场。

土地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的重要基础。 农村

传统文化制造业、新兴创意农业、文化旅游等的发

展与土地市场关系密切，需要“通过经营权流转、股

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多种方式，加快发展

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规模经济”[20]。

另一方面要逐渐放开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非农

建设用地在农村内部或村与村之间进行流转，允许

农村集体或农民与开发商之间进行双向土地权利

交易[21]，解决农村企业发展的用地需求。

（三）产业组织生态升级：增强特色文化产业集

群供给

产业集群是在相同的地理区域中， 一些类似

的、合作和互补的企业，通过共享区域内公共基础

设施、劳动力市场和服务，建立起充分交流、对话的

机制和商业合作的途径，共同面对外部竞争、机会和

挑战[22]。 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文化产业也符合这一规律，正如厉无畏所言，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形成产业集群，这

种空间组织形成的改变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和经

济竞争方式的转变[23]。 文化产业集群可为文化企业

及相关主体发展提供新空间，使上下游产业链布局

分工更加合理，易于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 为

此， 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建设，

统筹协调强化顶层设计，坚持问题导向，加大文化

产业集群政策扶持力度，完善产业要素集聚支撑，

根据各地文化资源禀赋和文化产业现有基础，因地

制宜引导农村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合理布局。

·70·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年 第 37 卷



优化产业组织生态、汇聚多元市场主体是产业

集群建设的核心。 为此，首先需引导培育农村龙头

文化企业，增强市场主体品牌供给。 龙头企业不仅

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中坚，还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发展壮大乡村产业的引擎，更容易成为

增强农业农村创新驱动能力的领头雁，龙头企业的

引领和中坚作用不可替代[24]。 其次，培育集群内中

小文化企业，提高市场主体供给数量。 中小文化企

业的优势在于带动农户生产技术革新，促进产品创

新，扩大生产规模，同时也有助于发掘农村文化潜

力，激发创新创意活力，培育农村根植性企业。大力

发展机制灵活、市场反应快、适应力强的中小企业，

可不断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与骨干企

业形成较为完善的、配套的分工协作体系[25]。 再次，

培育一批以特色文化产业为依托的合作社主体。

指导文化产业基础较好的行政村成立农民专业合

作社，探索合作社与企业、基地、农户之间多种形式

的有效联结机制， 通过采取 “龙头企业+农民合作
社+农户”“龙头企业+基地+农户” 等多种形式，探

索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设，提高农村文化产品和服

务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强产业组织供给。 总

体上，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在集群内分工协作，形成

专业化、集约化的组织共生体系，从而推动农村文

化市场要素融通，提升文化产业市场竞争力。

（四）产品结构生态升级：创新农村文化新业态

供给

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产品的竞争 , 并且终究
是要以产品作为其基础和保障的。 如何调整企业

产品的结构并使其合理, 就成为企业得以保持创
新、赢得竞争优势并获得持续发展的关键[26]。 我国

农村特色文化产品存在非遗创意转化滞后、融合类

产品质量不高等问题， 难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直

接影响了产业经济效益。 因此， 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以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为目标，结合产品生命

周期规律，创新文化产业业态、优化产品结构生态

是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产品结构调整是企业为实现预期目标, 对产
品 ( 服务)及其组合状态进行调整的活动 [26]。 基本

思路是依据产业发展基础，结合市场需求，实施多

种形式的产品结构调整策略， 构建多元产品体系，

推动产品生态结构升级。 根据我国农村特色文化

产业发展现状，农村特色文化产品结构调整可主要

从以下 3个方面展开：一是实施传统产品转型升级

战略，实现农村非遗产品的文化赋能。 当前我国农

村特色文化产品基本是沿袭历史生产传统，需要将

非遗文化与创意生活相连接，注重将现代审美需求

融入当地非遗产品设计生产，提高手工艺产品的观

赏体验功能，实现非遗产品的现代转型 [4]。 二是深

度实施文旅融合战略， 创新农村文化旅游新业态。

将农村文化资源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对接，创意开

发具有农村地域特色的文化遗产旅游、文旅演艺、

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旅游、影视文化旅游、中

医康养旅游、体育文化旅游、研学旅游等新业态产

品， 农村特色文化产业的概念内涵和空间范围将

得到极大拓展。 三是实施创意驱动战略，发展创意

农业。 创意农业是指借助创意产业的思维逻辑和

发展理念，以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资源为依托，

通过创意拓展和整合，将科技、文化、社会、人的创

造力等各项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投入到农业研

发、生产和销售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中，实现新发展

的创新模式[27]。创意农业强调地域文化资源的融入，

可产生较高的产业附加值，是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优化农村文化产业结构、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

重要手段，具有广阔的成长空间。

（五）文化消费市场生态升级：统筹推进国际国

内市场

当前我国农村特色文化产品国内市场开发不

足，国际市场文化影响力不高，总体存在特色文化

产品高质量需求与市场产品低层次供给之间的矛

盾。 为解决这一问题，在国内文化消费市场，首先

是确立生态消费理念，倡导消费生态化。 所谓消费

生态化，指的是一种消费模式、消费文化的定向改

变。 它以人与自然和谐协调、 社会公平正义为理

念，以健康、科学、生态化、可持续为规范，是建立在

人、自然和社会和谐协调基础上的一种高层次的理

性消费方式[28]。 农村文物古迹、古村落等文化遗产

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大多是

农耕文明的产物，具有特定文化意蕴，要保护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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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文化生态，防止破坏性、扭曲性和过度性消费，确

保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 其次是研究消费者的消

费偏好、生活习俗、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创意生产

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特色文化产品，实现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在国际文化消费市场，首先要研究不同地域、

不同国别消费者的文化消费心理和消费需求，科学

确立产品定位， 提高农村特色文化产品的文化内

涵、创意内涵和科技内涵，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推

动产品从低端化、同质化向高品质、高附加值和高

影响力转变，推动农村文化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

智力创意型转变。 其次是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推

动农村特色文化产品出口基地建设，加快培育对外

文化贸易集聚区，塑造我国文化制造业新优势。 同

时，精准聚焦国外目标市场，通过跨境电商、国际中

介文化组织、海外文化交流中心等渠道，利用中国

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

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国际综合性展会，积极拓展海

外营销渠道， 实现我国农村特色文化产品更大范

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和更高水平地走出去。

结 语

农村特色文化产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应有之

义。 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产业是传承发展农村优秀

传统文化、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村新旧

动能转换、 实现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长期以来受制于城乡发展差距与农村基础条件，我

国农村特色文化产业以低端文化制造业为主，文

化产品创新创意能力不强， 传统文化的表现力、传

播力和影响力有限，产业发展整体上处于传统发展

模式和企业自发成长的初级阶段，农村文化经济尚

未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家

层面缺乏明确清晰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产业实

践缺乏政策引导与基本遵循。 基于此，综合分析我

国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厘清产业发展在政

府管理体制、产业政策供给、要素市场化配置、消费

市场拓展、文化资源开发等领域的问题，精准聚焦

痛点、堵点和难点，基于供给侧视角，我们应构建包

括管理者、生产者、消费者等在内的农村特色文化

产业生态系统， 推动产业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并在更广范围助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战略实施，

更深层次推动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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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Upgrading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y in Rural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Side

SHAO Ming-hua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handong University/Institut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y is of essential importance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ccelerate the
adjustment of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For a long time, the
cultural economy in rural China has not drawn a lot of attention.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y in rural China is
still confronted with lack of systematic supply at the ecological level, such as the imperfect ecological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 un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industrial factor markets,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poor cultural market, and destructiv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 We can propose constructive solutions to
promote the ecological upgrading of the rural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pply side: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supply of administrat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government ecological management; promote the supply of market-oriented factor alloca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to
achieve ecological upgrading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crease the supply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y clusters and
promote the ecological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innovate the supply of new forms of rural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ecological upgrading of product structures;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markets and accelerate the ecological upgrading of the cultural consumer market. The upgrade plan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rural China to realize ecologic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economy.

Key words: the ecology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y in rural areas; the ecological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 industrial factor market; the ecolog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 ecology of product structure; the ecology
of cultural consume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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