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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业欣欣向荣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潮州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

内容摘要：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潮州充分发挥文化资源

优势，积极建设“文化强市”，各项文化事业欣欣向荣，文

化产业蓬勃发展。

关键词：新中国 70 年 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潮州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

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整合文化资源,积极推进文

化创新，努力建设“文化强市”，各项文化事业欣欣向荣，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一、文化事业全面进步，欣欣向荣

潮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潮文化”的发祥地，

拥有潮州话、潮州工夫茶、潮州木雕、潮绣、潮州陶瓷等独

一无二的文化符号。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后，潮州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奋发图强，

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我市的文化事业建设也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公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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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财政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

产力，潮州各项文化事业从无到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从短

缺到完善，群众文化生活从单一到丰富，各项文化事业全面

进步，欣欣向荣。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步伐加快

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领导

下，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的支持日益增强，公共文化设施不

断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初步建立，公共文化

服务能力和均等化水平逐渐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步

伐明显加快。1992 年，全市文教卫生财政支出总计 9318 万元，

到 2018 年，全市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达 45616 万元，公共文

化建设资金得到有力保障。1992 年，全市仅有公共图书馆 2

个，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 23.5 万册，文化馆（站）56 个，广

播电台 2 座，电视台 2 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相对薄弱。经

过近年的发展，截至 2018 年末，全市共有文化馆（站）53

个，广播电台 3 座，电视台 3 座，公共图书馆 4 个，公共图

书馆图书藏量 136.03 万册（含电子书），博物馆 6 个，体育

场馆 9 个，基层文化服务中心 283 个，市档案馆新馆竣工投

用，市图书馆新馆建成开放并晋升为国家一级馆，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长足的进步。广播

综合人口覆盖率、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和有线电视入户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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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99.9%。目前全市已有 50 个镇（街道）和 1015 个村（社

区）实现公共电子阅览室配套全覆盖，大大满足了群众的阅

读需求。全市还建成 911 个农家书屋，在市图书馆设立流动

书库，每年选择 90 家农家书屋进行轮换，开展图书双向流动

服务。农村电影放映惠民工程成效显著，为广大农村群众送

去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公益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所提供的基

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文化服务供给机制有明显创新和改进，

较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以前，人民群众忙于解决温

饱问题，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电影下乡几乎成为人们当时唯

一的文化娱乐活动。80 年代之前，潮州老市区只有 3 家电影

院，潮州电影院、凤城电影院和群众电影院。到 1992 年，全

市共有电影放映单位数 145 个，影剧院 45 家，全年电影放映

55399 场次，观众达 5591 万人次。进入 90 年代后，经济快速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多元化的娱乐形式进入寻常

百姓家。电视开始普及，录像带、DVD 大行其道，随后互联网

浪潮席卷生活，人们获取文化资讯的途径变得便捷丰富，电

脑、数字电视家庭影院随处可见，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

端的普及让人们进入“全民在线”时代，促进了先进文化的

传播。现在，潮州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异彩纷呈。每逢夜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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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临，中山路上，全新改造的“潮州工艺街”古朴韵味引人

驻足，“一江两岸”灯光璀璨游人如织，牌坊街上常有文化

巡游热闹非凡，人民广场音乐喷泉惊艳亮相，文化长廊书画

展观众络绎不绝，老人们跳起了广场舞，年轻人喜欢在 3D 巨

幕影院享受现代光影科技带来的视觉盛宴，孩子们活跃于各

种兴趣班。70 年间，我市群众文化生活从单一到多元，从封

闭到开放，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群众幸福感进一步提升。

（三）文化遗产保护扎实有效

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潮州历届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不断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扎实有效。

潮州人文景观优势突出，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到 2018 年

末，潮州境内共有不可移动文物 1345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9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1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 155 处。广济桥、开元寺、韩文公祠等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每年吸引了大量游客来潮观光。

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在全省地级市中名列

前茅，众多传统工艺门类被列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目前潮州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5

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23 项（不含国家级），市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 68 项（不含国家级、省级），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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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48 人（不含国家级），市级代表性

传承人 48 人（不含国家级、省级），国家级传承基地 2 个，

省级基地 26 个，市级传承基地 45 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 1 个。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成绩斐然。

（四）文化市场繁荣有序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潮州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

针，不断加大文化市场管理力度，文化市场繁荣有序发展，

文化形态不断改革创新。我市对动漫、网络游戏、娱乐演出、

艺术品、互联网上网服务等行业加强管理，同时，积极推进

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推动文化企业转型升级，大力扶持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组织陶瓷创意企业（产业）和传统工

艺企业，如潮绣、木雕、麦秆画、手拉壶、大吴泥塑、艺术

陶瓷、潮州黑翠玉等参加厦门文博会、深圳文博会以及其他

博览会，全面展示潮州文化创意产业风貌，力促文化创意产

业更快更好发展。我市举办了“中国·潮州花灯节”、“潮

州大锣鼓比赛”、“潮州元宵文艺晚会”、“潮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览”、“潮州文化艺术节”等大型文化活动，开

展“文化走亲”、“我的中国梦”等系列活动，推动广大文

化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推进文化惠民亲民乐民安民

新路子，不断增强主流文化的影响力，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文化走亲”被评为广东文化强省建设十大创新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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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艺精品创作层出不穷

潮州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资源丰富。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

来，潮州涌现出一批具有潮州特色、反映时代精神、富有思

想内涵和艺术魅力的精品力作。器乐曲《山乡闹春》、潮州

歌册《诚信姻缘》、歌曲《画眉跳架》等作品获广东省群众

文艺作品评选金奖。市潮剧团创作的《韩愈治潮》剧本在 2010

年荣获“首届中国戏剧文化奖”银奖。2014 年，该剧参演第

十二届广东省艺术节，获得“优秀剧目二等奖”和“演员新

秀奖”。2012 年，潮州市潮剧团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潮剧

《曹营恋歌》，好评如潮。

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化经济焕发活力

自 2003 年国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到全面展开，我市文化

产业从探索、起步、培育的初级阶段，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

期。2008 年开始的文化产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市文化产业蓬

勃发展，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显著提升，文化产业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一）文化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潮州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不断攀升。2008 年，潮州文化

产业增加值 14.94 亿元，在全省各市中位居第 14 位。2017

年，潮州文化产业增加值达 53.68 亿元（含 R＆D 即研究与发

展经费），在全省各市中位居第 13 位，是 2008 年的 3.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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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1）。2008 年全市文化产业法人单位数 977 家，2018

年增加到 2200 家，法人单位数是 2008 年的 2.25 倍。

注：2009 年文化产业统计因制度修改没有开展。

（二）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全省排名靠前

潮州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多年来位居全省前列。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3.53%（全省第9位），

提高到 2017 年的 5.3%（全省第 6 位），比重提高 1.77 个百

分点，2014 年以来连续 4 年占比超过 5%，对潮州国民经济的

贡献显著提高（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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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模以上文化单位营业收入稳步增长，吸纳就业

能力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潮州一批文化产业单位从弱、小、散

的状态，逐渐成长壮大。2017 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单位 126

家，其中，制造业 120 家，批零业 4 家，服务业 2 家，规上

文化单位数比 2012 年增长 32.6%。2017 年，全市规上文化单

位实现营业收入 123.44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72.3%，其中，

制造业 122.75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71.7%；批零业为 0.44

表 1:2008 年-2017 年潮州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及全省排名情况

年份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全省排名

2008 年 3.53 9

2010 年 3.51 12

2011 年 3.73 10

2012 年 4.95 4

2013 年 4.95 4

2014 年 5.95 4

2015 年 5.56 4

2016 年 5.42 4

2017 年 5.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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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169.9%；服务业为 0.26 亿元。截至 2017

年底，我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共吸纳就业人员 2.1

万人，比 2012 年增长 14.1%，文化产业为潮州经济发展提供

大量的就业岗位。

展望未来，潮州将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书记李希对潮州提

出的“突出文化之特，把深厚的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的软实

力新优势”的指示要求，充分利用独特资源禀赋，实施一系

列“文化+”特色工程，全力发展文化事业，促进文化产业创

新升级，以潮州特色文化产业高质量参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

共建和新型经贸合作，推动潮州从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经济

强市转变，加快潮州建设沿海经济带上特色精品城市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