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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赵爱国主编的《文化消费心理学》以新的视角，运用心理学、消费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等学科理论结合文化消费发展的实际研究文化消费心理问题，结合案例研究文化产业具
体消费行业和产品消费心理，包括影视媒体消费心理、纸质媒体与网络媒体消费心理、
旅游消费心理、体育文化消费心理、演艺文化消费心理、广告消费心理及文化消费行业
管理心理等。 

内容简介

本书以新的视角，运用心理学、消费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理论结合文化消费发展
的实际研究文化消费心理问题，结合案例研究文化产业具体消费行业和产品消费心理，
包括影视媒体消费心理、纸质媒体与网络媒体消费心理、旅游消费心理、体育文化消费
心理、演艺文化消费心理、广告消费心理及文化消费行业管理心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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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爱国，山东大学教授，历史文化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讲授《管理心理学》、《文
化产业管理案例》等本科生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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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序
2004年1月，教育部新设“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为全国首
批承担这一专业的四所院系之一，并于当年实现了本科招生。次年春，山东大学文化产
业管理学系成立。
任何一门学科的基础与范式，都只能建立在对研究史的总结之上，这是学科建设的第一
块基石。山东大学已故史学名师郑鹤声先生有言：历史系每成立一个教研组，其首要工
作必是整理学界相关著述之索引。基于这种办学传统，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系成立
伊始，即会同历史系、档案系、考古系等，着手基础资料库的建设，并渐次启动《中国
文化产业学术年鉴1979—2008年卷》的编纂工作。《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按学术编
年史的框架，通过“年度学术论著选编”、“评价集成与结论”、“研究总目索引”等
形式，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中国文化
产业学术年鉴》的编纂工作历时7年，出版后获得学术界、文化界的广泛好评，被认为是
“涵盖了近30年相关领域中最完整的学术信息和最丰富的理论内容，既包括文化产业的
概念、定义、逻辑内涵、行业边际、学科特点等学理方面的研究，又包括中国文化产业
的历史、现状、行业模式、区域布局、新兴业态、业内典范等方面的宏观理论、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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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近700万字的各类索引，更是为文化产业的学术理论研究和文化产业发展提
供了海量资讯”（《光明日报》2010年3月31日）；产业界、政府管理层，甚至央视《新
闻联播》等，也对这套历时7年而成的学术年鉴给予了特别关注。
与《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相类似，现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高等院校文化
产业基础教材”，也是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系成立伊始即已启动，历时多年才完成
的一套大学本科基础教材。该套教材所对应的都是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核心课
程，从最初的备课教案、自编讲义开始，经历过2004年至2012年间的若干轮授课实践和
若干轮修改。同时，这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套由同一所院系的一线授课教师完成的本科
基础教材。因而，除了相对严谨、扎实之外，这套教材也非常适合大学本科教学。
作为一套完全由山东大学一线授课教师所完成的教材，自然还会表现出某些“山大特色
”，即山东大学师生有关文化产业的某些共识性的理念。
第一，关于“文化产业”自身的发展历程，我们的共识有两点：
1认为“文化产品”的历史可以追溯久远，但“产业”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则是现代“
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一种产业体系。工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能源动力，如留声机、照相
机、印刷机、播放器、摄影机等可以把一件文化产品按产业的需求海量复制，火车、轮
船、飞机又足以把海量文化产品的营销链条无限延展。正是伴随着工业文明体系的建立
，才产生了真正产业意义上的现代文化产业。 序 2004年1月，教育部新设“文化产业管
理”本科专业，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为全国首批承担这一专业的四所院系之一，并
于当年实现了本科招生。次年春，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系成立。 任何一门学科的基
础与范式，都只能建立在对研究史的总结之上，这是学科建设的第一块基石。山东大学
已故史学名师郑鹤声先生有言：历史系每成立一个教研组，其首要工作必是整理学界相
关著述之索引。基于这种办学传统，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系成立伊始，即会同历史
系、档案系、考古系等，着手基础资料库的建设，并渐次启动《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1
979—2008年卷》的编纂工作。《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按学术编年史的框架，通过“
年度学术论著选编”、“评价集成与结论”、“研究总目索引”等形式，对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的编
纂工作历时7年，出版后获得学术界、文化界的广泛好评，被认为是“涵盖了近30年相关
领域中最完整的学术信息和最丰富的理论内容，既包括文化产业的概念、定义、逻辑内
涵、行业边际、学科特点等学理方面的研究，又包括中国文化产业的历史、现状、行业
模式、区域布局、新兴业态、业内典范等方面的宏观理论、政策和案例研究⋯⋯近700万
字的各类索引，更是为文化产业的学术理论研究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海量资讯”（《
光明日报》2010年3月31日）；产业界、政府管理层，甚至央视《新闻联播》等，也对这
套历时7年而成的学术年鉴给予了特别关注。 与《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相类似，现
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高等院校文化产业基础教材”，也是山东大学文化产业
管理学系成立伊始即已启动，历时多年才完成的一套大学本科基础教材。该套教材所对
应的都是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从最初的备课教案、自编讲义开始，
经历过2004年至2012年间的若干轮授课实践和若干轮修改。同时，这也是目前国内唯一
一套由同一所院系的一线授课教师完成的本科基础教材。因而，除了相对严谨、扎实之
外，这套教材也非常适合大学本科教学。 作为一套完全由山东大学一线授课教师所完成
的教材，自然还会表现出某些“山大特色”，即山东大学师生有关文化产业的某些共识
性的理念。 第一，关于“文化产业”自身的发展历程，我们的共识有两点： 1认为“文
化产品”的历史可以追溯久远，但“产业”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则是现代“工业革命



”后形成的一种产业体系。工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能源动力，如留声机、照相机、印刷
机、播放器、摄影机等可以把一件文化产品按产业的需求海量复制，火车、轮船、飞机
又足以把海量文化产品的营销链条无限延展。正是伴随着工业文明体系的建立，才产生
了真正产业意义上的现代文化产业。 2认为“农业文明”关联的只是“文化产品”，“
工业文明”关联的是“现代文化产业”，而数字技术关联的则是“当代文化产业”。数
字技术对文化产业的最大影响，就是使文化产品彻底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从而创
造出巨大的利润，“文化产业”也因此而成为“朝阳产业”、“黄金产业”，或“最后
一块暴利蛋糕”。但是，这也同时提醒我们，不能笼统地把“文化产业”认定为“朝阳
产业”，只有数字技术所催生的“当代文化产业”才是“朝阳产业”。从这一意义上说
，以“三屏产品”（电视屏、网络屏、手机屏）为代表的数字文化产业，应该成为当代
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第二，关于文化产业的公众认知和理论导向，我们的共识有四点： 1认为“文化、创意
、财富”是文化产业三个最为本质的表达元素，也是“文化产业”最通俗、最平实的诠
释。 2认为“文化”经过“创意”而产生“财富”，这之间并不存在“阿里巴巴”式的
神话，存在的永远是《资本论》中所描述的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而且，与工
业、农业相比，文化产业的市场需求是“弹性”而非“刚性”的，这也就意味着这一产
业更大的风险性。因而在宣传文化产业是“黄金产业”、“最后一块暴利蛋糕”的同时
，更应突出“文化产业的高风险性”这一往往被忽视的观点。 3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对
“文化”始终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普及、提升文化的功能，又始终包含着强烈的“反文
化性”。 4高度认同“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最大特点和最大的优势所
在”。2002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在大会报告中提出发展文化产
业的战略部署。2003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的李铁映撰文指
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文化累积之丰厚、文化形态之
多样和文化哲学之深刻，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少有的。这是一笔怎么估价也不过分的宝贵
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于中国新兴的文化产业来说，启动并整合、包
装这些文化资源，就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并在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中
占有可观的优势。”这些关于中国文化产业优势与特征的科学认识，至今仍然有着强烈
的导向意义，当下中国文化产业最现实、最积极的发展策略就是如何将“历史文化资源
大国”变为“文化产业强国”。这其中，历史文化资源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可能是最值
得关注的方向。 第三，关于近30年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学理架构”和当下的学科
建设，我们的共识有三点： 1认为“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在近30年的中国出现，并不是
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概念的简单转译，它的生成，可以直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
初对知识分子地位的认定：由于当时知识分子已从“臭老九”跃升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于是各个“知识部门”，如教育、文化部门等，也就与“农业”、“工业”一样，成
为“一种生产部门，一种产业部门”。正是在这种理论思维的推动下，“第三产业”的
概念在1980年前后即为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第三产业”作为一个包含着“知识生产”
在内的术语，又直接导致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的生成。因而早在1981年就出现了“
文化的产业化”的说法，出现了“第四产业”与“精神经济学”之间的讨论，至1987年
就出现了“文化产业”的概念。尽管当时尚无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定义，但是这一概念
所具有的“望文生义”的优势十分明显，与中国传统思维的路数亦十分吻合——无需定
义和解说，即可粗知内涵。正因如此，“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才能超越“第四产业”、
“精神经济学”，以及后来的“文化工业”、“创意产业”、“内容产业”、“版权产



业”等外来概念，被中国学术界和社会普遍接受。“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在中国首度出
现的时间是1987年，远早于20世纪90年代末才为学界所引介的“文化工业”，因而“文
化产业概念的内生性”，是近30年来中国文化产业理论最重要的“学理性起点”。 2认
为作为国家战略层面上的文化产业发展起始于近十年，但关于文化产业的学术研究则贯
彻于近30年。其中重要的节点是：1979年以来经济学界关于“精神产品”和“知识价值
”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关于“第三产业”、“第四产业”、“精神经济学”、
“文化市场”、“文化个体户与经纪人”、“文化搭台与经济唱戏”、“大众消费文化
与精英文化”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产业”概念的首度出现，以及20世纪90
年代有关“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版权产业”、“文化经济学”、“文化管理
学”的诸多讨论；2000年以来关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讨论，以及党的十六大以
后国家战略层面上的文化产业研究等等。对这些节点进行整合性梳理，可以为当下中国
文化产业学科奠定坚实的基石，也是创立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
必由之路。 3认为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作为教育部新设的一个十分年轻的应用型专业，就
其人才培养目标而言，可以简单表述为：既要有纵贯古今的文化视野，也要有策划经营
的文化理念，以及现代产业意识和经营思路的复合型人才。但就课程的设置和教学的重
心而言，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显然应该与具体的工艺美术设计、图书编辑出版、游戏创意
、景区规划，以及演艺产业、广告产业、体育产业、旅游产业等有所区别。所以，在文
化产业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中，应该突出“通识意识”、“学问意识”和“经典意
识”，要从学术史的梳理中奠定这一应用学科的学理基础；要引导学生关注工业革命以
来有关“文化工业”、“文化产业”的经典文献，关注近30年来中国学术界在文化与文
化产业问题上的深度思考，从而保持大学教育应有的内在思想的活力、反省能力、质疑
能力和价值动力。换言之，“文化产业”这一学科所面对的问题可能非常现实、非常政
治和非常经济，但大学教育和学科建设仍应该与“现实”、“政治”、“经济”拉开距
离，要努力建立并坚持大学自身的学术话语，并依据大学应有的治学逻辑设计学科建设
的路径。 以上理念和观点主要体现在《山东大学关于增设“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的
建议报告》（2003年）、《山东大学关于建立山东省文化产业研究基地的论证报告》（2
003年）、《培养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合格人才》（2004年）、《文化产业：学术阐释的
原则与目的》（2006年）、《加强文化产业的基础理论研究》（2006年）、《文化创意
财富：三论“文博会”主题词》（2006年）、《论文化、创意、财富三者之间的关系》
（2006年）、《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几点认识》（2006年）、《也谈文化与文化产业的
关系》（2006年）、《1987：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节点》（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
学术年鉴2003—2008年卷出版说明》（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1979—2002年
卷特别说明》（2009年）、《文化产业学科建设要有四大意识》（北京大学第七届文化
产业新年论坛主题发言）（2010年）、《济南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济南市政策
研究室委托课题结项报告；文化部基层文化干部培训班讲义）（2012年）、《数字技术
与当代文化产业》（济南市第三届青年科学家论坛主题发言）（2012年）等相关文献和
著述中。山东大学的各位同仁在教学和研究中对这些方面的问题思考和讨论也较多，所
形成的共识也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渗透、沉淀在这套教材的相关章节之中。这也使得
这套教材有了一些区别于其他著述的显著特色。 这套“高等院校文化产业基础教材”的
出版，得益于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全力支持和赖炳伟先生的促成，从选题调研、审定编写
提纲、编稿到今天的付梓，时间已过去了一年多，这期间，赖炳伟先生以及责任编辑们
的工作热忱和辛劳，感动了我们每一位作者。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努力，这套教材可能



还会以内部讲稿的形式存在若干年。 《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1979—2008年卷》的编纂
和这套教材的出版，大致夯实了山东大学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基础，但能否在这一基础
上更筑层楼，显然还有待更多的努力。 是为序。 王育济 2012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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