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 ｆｓＱＣＡ 的区域比较分析

胡润哲， 魏君英

（长江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３）
■■■■■■■■■■■■■■■■■■■■■■■■■■■■■■■■■■■■■■■■■■■■

［摘　 要］ 利用中国 ２０１９ 年 ３１ 个省市数据， 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ｆｓＱＣＡ） 方法研究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竞

争力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 各维度影响因素无法单独构成影响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对文化产品贸易

竞争力产生影响的是所有因素的组态效应； 产业升级主导型、 网络主导型和企业竞争－财政支持主导型是有效提升

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 ３ 条关键路径； 中国各地区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高低的影响机制具有因果关系不对称性； 优

越的经济环境使得文化产业发展产生资源型和条件型路径依赖， 反而会制约地区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提升。 为推

进中国文化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 应进一步打造优势文化产业集群， 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 创新财政支持形

式， 促进地方文化企业间良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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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高， 人们开始从生存

型、 发展型消费转向享受型消费， 文化产品成为居

民的重要消费对象。 由于文化产品除具备基本商品

属性外， 还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特征， 发展文化产品

贸易不仅可以促进各国贸易增长与经济发展， 还可

以扩大本国文化输出， 产生 “文化外溢” 效应［１］５１。

因此， 文化产品贸易成为各国重点关注的国际贸易

领域之一。 中国一直高度重视文化产品贸易的发展，

自 ２０１７ 年启动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以来，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中国已在多个省份认定了 ２９ 个文化出

口基地①， 这些文化出口基地对当地文化产品贸易

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十四五规划” 明确

提出： “积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 开拓海外文化市

场， 加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 但中国各地区

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存在较大差异， 影响到中国整

体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提高。

一、 文献综述

关于文化贸易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评

价方面， 部分学者利用联合国贸发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或联合国商品贸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计算国

际市场占有率 （ ＩＭＳ）、 贸易竞争力 （ＴＣ） 和显示

性比较优势 （ＲＣＡ） 等衡量国际竞争力的指数进行

国别比较分析， 得出结论： 中国在处于价值链中低

端的劳动力密集型文化产品上的国际竞争力较强，

而在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知识密集型文化产品上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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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竞争力较弱［２－３］； 康邦丹［４］ 等计算了产业内贸易

（ＩＩＴ） 指数， 发现中国劳动力密集型文化产品国际

竞争力较强， 而文化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弱； 杨丽［５］

等对 “一带一路” １１ 个中东欧沿线国家的文化产业

竞争力进行研究， 发现中国在企业竞争、 贸易环境

等方面具有优势， 但存在高级人力资源匮乏、 政府

支持力度不够和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颜姜慧［６］ 等

研究发现， 中国文化贸易强省各具优势， 挖掘并发

挥各省核心优势是提升文化贸易竞争力的关键。 二

是文化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方面， 刘慧［７］ 等利用修

正后的引力模型研究发现， 中国经济规模主要通过

扩展边际影响文化产品出口； 韦永贵［８］ 等运用倾向

得分匹配方法分析发现， 友好城市能够有效促进中

国文化产品出口， 贸易伙伴国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和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具有促进作

用； 周升起［１］５７ 等研究发现， 供给视角下， 良好的

经济发展水平、 充足的文化要素投入和日益完备的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 而在

需求视角下， 贸易对象国良好的经济、 科技发展水

平和贸易环境有利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 刘绍坚［９］

以博物馆为例， 研究发现网络数字技术发展是提升

文化贸易水平的重要因素。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 文化贸易数据主要选

自国外数据库， 与中国文化贸易统计口径存在一定

差异；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间文化

贸易竞争力的比较， 少有文献进行中国地区间的比

较， 但只有首先提高中国各地区的文化贸易竞争力，

才能提升中国整体的文化贸易竞争力； 既有文献主

要运用统计与计量分析方法， 探索各影响因素对文

化贸易竞争力的净效应， 而现实中的影响因素具有

复杂性。 因此， 本文选用中国商务部的文化产品贸

易数据， 研究中国各地区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影

响因素， 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 ｆｓＱＣＡ） 方

法考察各影响因素间的联合效应， 分析提高文化产

品贸易竞争力的关键路径， 找出每条路径对应的典

型案例， 为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较低的地区提

供案例经验。

二、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美国社会学家拉金 （Ｒａｇｉｎ） 在 １９８７ 年提出一

种 案 例 导 向 型 研 究 方 法———定 性 比 较 分 析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简称 ＱＣＡ）， 相较

于传统计量回归分析方法， 它不关注单个变量对结

果变量影响的显著性， 而是基于布尔代数逻辑的集

合理论实现对多个变量的联合效应进行考察［１０］。 根

据变量数据类型， 具体分为三种 ＱＣＡ 分析方法： 清

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 ｃｓＱＣＡ）、 多值定性比较分析

（ｍｖＱＣＡ） 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 ｆｓＱＣＡ）。 其中

ｃｓＱＣＡ 处理二值变量， ｍｖＱＣＡ 使用多值分类， 这两

种方法的基础是清晰集和真值表 （Ｔｒｕｔｈ Ｔａｂｌｅ）， 适

合处理多类别问题［１１］１６１。

结合具体研究问题， 本文采用 ｆｓＱＣＡ 研究方法。

原因是： （１） 相较于统计分析方法， ＱＣＡ 研究方法

可以处理因果不对称性关系。 例如， 假定某高文化

产品贸易竞争力 （Ｙ） 地区的影响因素为 Ｘ， 且存在

Ｘ 为一地区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较高的前因条件，

那么， 该条件的非集 （即不存在， 记为 ～ Ｘ） 不一

定是另一地区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较高的前因条件，

即若 Ｘ→Ｙ 成立， ～ Ｘ→～ Ｙ （低文化产品贸易竞争

力） 不一定成立。 （２） 研究样本为中国 ３１个省市，

属于中等数量样本， 且变量数据为非二值变量， 符

合 ｆｓＱＣＡ 的基本要求。 同时， ｆｓＱＣＡ 研究方法不仅

可以处理类别问题， 还可以处理程度变化问题和部

分隶属问题［１１］１６１。

（二）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１. 变量选择

（１） 结果变量： 限于数据可得性， 结果变量文

化产品贸易竞争力采用贸易竞争力指数 ＴＣ 来衡量，

其取值范围为 ［－１， １］， ＴＣ 指数越趋近于 １， 表示

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越高。 具体计算公式为 ＴＣ ｉ ＝

（Ｘ ｉ－Ｍｉ） ／ （Ｘ ｉ＋Ｍｉ）， 其中 ＴＣ ｉ 表示中国 ｉ 省的文化

产品竞争力指数， （Ｘ ｉ－Ｍｉ） 表示中国 ｉ 省文化产品

的贸易差额， （Ｘ ｉ＋Ｍｉ） 表示中国 ｉ 省文化产品的进

出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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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条件变量： ＱＣＡ 研究方法一般适用于中等

数量 （１０～４０ 个） 样本的案例研究， 为了使条件变

量数量和案例数量形成良好平衡， 前因条件数量一

般设置为 ４～７ 个， 条件变量过多会导致组态数量超

过样本数量而无法准确反映结果。 在文化产品贸易

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方面， 根据国家竞争力优势理论

分别从生产条件、 需求状况、 相关产业发展、 企业

竞争、 政府政策和外在机遇等 ６ 个维度选取一个关

键性指标作为条件变量。 各维度具体衡量指标如下：

ａ. 文化人力资源投入 （用 Ｃ＿ｌａｂｏｒ 表示）。 文化

产品的核心价值是产品内容及其包含的各种符号，

文化人力资源投入增加及其素质提升不仅利于扩大

文化产品生产规模， 还利于提升文化产品内容价值，

提高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 因此， 在衡量生产条件

时选取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数指标。

ｂ. 居民购买力水平 （用 Ｐ＿ ｇｄｐ 表示）。 文化产

业是文化贸易发展的基础， 市场需求是文化产业发

展的动力。 人均 ＧＤＰ 可以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和

居民购买力，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市场规模和需

求潜力。 因此， 在衡量需求状况时选取人均 ＧＤＰ

指标。

ｃ. 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用 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表示）。

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与支持性产业的支撑，

文化产业属于第三产业， 与旅游业、 信息服务业等

第三产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因此， 在衡量相关产业

发展时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标。

ｄ. 企业竞争程度 （用 Ｃ＿ ｃｏｍｐａｎｙ 表示）。 一个

地方某个行业的相关企业数越多， 企业竞争越激烈，

进而倒逼相关产品创新升级， 提高产品竞争力， 赢

得更多市场份额。 因此， 在衡量企业竞争时选取文

化企业数指标。

ｅ. 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用 Ｒ＿ｆｉｎａｎｃｅ 表示）。 政

府作为 “有形的手”， 对文化市场起到宏观调控的

作用， 对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会影响文化产品生产

和出口。 因此， 在衡量政府政策时选取政府文化财

政支出占比指标。

ｆ. 互联网普及程度 （用 Ｒ＿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表示）。 传统

文化产品生产追求上下游分工协作以实现规模经济，

而在数字经济时代， 文化产品生产更注重多元主体

在网络化价值链中的交互作用， 以满足消费者个性、

多样和即时化的文化产品需求［１２］。 因此， 在衡量外

在机遇时选取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指标。

２. 数据来源

选取 ２０１９ 年中国３１个省市 （不包括中国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 的数据作为案例样本， 其中， 结

果变量数据由中国商务部网站获得， 条件变量数据

均由 ＥＰＳ 数据库整理获取。 所有变量描述性统计结

果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ＴＣ ０. ５４９ ０. ４６６ －０. ８４７ ０. ９９１

Ｃ＿ｌａｂｏｒ ４. ８７６ ３. ６８０ ０. ６０３ １８. ６０６

Ｐ＿ｇｄｐ ６９ ２３５. ０６４ ３２ １６６. ９０８ ３２ ９９４. ５６０ １６４ ２２２. ０００

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７ ０７９. ０１２ １３ ８８８. ４９４ ９２４. ０１０ ５９ ７７３. ３８０

Ｃ＿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 ９７５. ２２６ ２ ２４９. ８６３ ３４. ０００ ９ ７０９. ０００

Ｒ＿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 ８７９ ０. ５８８ １. ０９２ ３. ７７１

Ｒ＿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１ ４４９. ２８６ ９９７. ７５８ ９１. ４１３ ３ ８０１. ６３７

　 　 （三） 数据校准

使用 ｆｓＱＣＡ３. ０ 软件进行数据校准分析， 借鉴

Ｇａｒｃｉａ－Ｃａｓｔｒｏ［１３］ 等的研究， 采用四分法进行直接校

准， 分别将各变量 ２５％、 ５０％和 ７５％分位上的取值

设置为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的阈值。 各

变量校准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的校准

Ｔａｂ. ２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ｕｌ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结果变量 ＴＣ ０. ８８９ ０. ７４６ ０. ４８３

条件变量

Ｃ＿ｌａｂｏｒ ６. １９８ ３. ７６７ ２. ７４７

Ｐ＿ｇｄｐ ７７ ３８６. ５４０ ５６ ５０６. ８３０ ４７ ９４４. ０００

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４ ４４３. ２５０ １２ ２２４. ５５０ ７ ０１９. ８６０

Ｃ＿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 ８６６. ０００ １ ０４５. ０００ ２５１. ０００

Ｒ＿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 １９９ １. ８６４ １. ３０５

Ｒ＿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１ ８７３. ７７２ １ １６３. ９９１ ６８８.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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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 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对变量进行数据校准后， 首先需要检验每个条

件变量是否构成影响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必要条

件， 以避免对后续组态分析结果产生影响。 在

ｆｓＱＣＡ３. ０ 软件中运行必要条件检测命令， 生成一致

性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和覆盖度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两个指标。

条件变量是否成为必要条件主要通过观察一致性的

得分进行判断， 若变量一致性得分在 ０. ９ 以上， 则

该变量构成结果的必要条件； 而覆盖度主要反映条

件在多大程度上出现解释结果， 得分越高则解释程

度越高。 具体地， 一致性和覆盖度的计算公式见式

（１） 和 （２）， 必要条件检测结果见表 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Ｘ ｉ≤Ｙｉ）＝ ∑［ｍｉｎ（Ｘ ｉ，Ｙｉ） ］ ／ ∑Ｘ ｉ

（１）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Ｘ ｉ≤Ｙｉ）＝ ∑［ｍｉｎ（Ｘ ｉ，Ｙｉ） ］ ／ ∑Ｙｉ （２）
表 ３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Ｔａｂ. 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条件变量
高文化产品
贸易竞争力

低文化产品
贸易竞争力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高文化人力资源投入 ０. ５７４ ０. ６０５ ０. ５４６ ０. ５０４

低文化人力资源投入 ０. ５２９ ０. ５７１ ０. ５７２ ０. ５４１

高居民购买力水平 ０. ４８９ ０. ５２６ ０. ５６７ ０. ５３３

低居民购买力水平 ０. ５６６ ０. ５９９ ０. ４９６ ０. ４６０

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０. ５９８ ０. ６４０ ０. ５００ ０. ４６８

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０. ５０３ ０. ５３４ ０. ６１６ ０. ５７３

高企业竞争程度 ０. ５８５ ０. ６３１ ０. ４８１ ０. ４５４

低企业竞争程度 ０. ４９４ ０. ５２１ ０. ６０９ ０. ５６２

高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０. ４４８ ０. ５０２ ０. ５７６ ０. ５６５

低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０. ６１２ ０. ６２２ ０. ４９２ ０. ４３８

高互联网普及程度 ０. ６８４ ０. ７３４ ０. ４０１ ０. ３７７

低互联网普及程度 ０. ４１９ ０. ４４４ ０. ７１７ ０. ６６５

　 　 由表 ３ 可知， 所有条件变量对文化产品贸易竞

争力的一致性得分均处在 ０. ９ 以下， 说明不存在对

结果构成必要条件的条件变量， 且所有单一条件变

量均未对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高低构成重要影响。

这也说明单项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力不足，

构成高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条件具有一定复杂性。

（二） 条件组态分析

１. 高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路径组态分析

在 ｆｓＱＣＡ３. ０ 软件中构建真值表 （Ｔｒｕｔｈ Ｔａｂｌｅ），

将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０. ８， 案例频数设置为 １， 进行

标准分析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后得到三种解： 简约

解 （ Ｐａｒｓｉｍｏｎｉ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 中间解 （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和复杂解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借鉴已有

研究， 汇报简约解和中间解的结果。 组态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可知， 引致高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条件

组态路径共有 ４ 条， 其一致性得分均高于 ０. ８， 说

明 ４ 条组态路径均是结果的充分条件。 且组态结果

总体一致性得分高于 ０. ８ 的阈值水平， 说明实证分

析结果有效， 并且具有较高的解释力。 ４ 条组态路

径具体分析如下。
表 ４　 高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路径组态结果

Ｔａｂ. ４　 Ｐａｔｈ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条件变量 路径 Ｒ１ 路径 Ｒ２ 路径 Ｒ３ 路径 Ｒ４

Ｃ＿ｌａｂｏｒ ⊗ ⊗ ⊗ ⊗

Ｐ＿ｇｄｐ ⊗ ⊗ ⊗ ●

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 ⊗ ●

Ｃ＿ｃｏｍｐａｎｙ ⊗ ⊗ ● ●

Ｒ＿ｆｉｎａｎｃｅ ⊗ ⊗ ● ⊗

Ｒ＿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 ⊗ ●

一致性 ０. ８５０ ０. ９７２ ０. ８６６ ０. ８９９

原始覆盖度 ０. ０７２ ０. １６８ ０. ０７４ ０. ０８７

唯一覆盖度 ０. ００７ ０. １０８ ０. ０４２ ０. ０５１

总体覆盖度 ０. ２７３

总体一致性 ０. ９１５

　 　 注： ●表示核心条件存在， ●表示边缘条件存在， ⊗表

示核心条件缺失， ⊗表示边缘条件缺失， 表 ５、 表 ６ 同。 核心

条件存在是指某条件同时存在于简约解和中间解， 边缘条件

存在是指某条件仅存在于中间解。

（１） 产业升级主导型。 组态路径 Ｒ１ 中， 以较

高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较低的文化人力资源投入

为核心条件， 较低的居民购买力水平、 企业竞争程

度、 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和互联网普及程度为边缘条

件可以产生高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 这表明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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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响较弱的情况下， 若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高，

地方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也会较高。 满足组态路径

Ｒ１ 的案例为陕西省。 ２０１９ 年， 陕西省第三产业增

加值位列中国各省市第 １０ 位②， 第三产业发展速度

较快， 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性、 辅助性行业

基础。 同时， 陕西省近年来涌现出话剧 《白鹿原》

等一批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作品， 打造了陕北民歌

等一系列文化品牌， 为陕西省推动 “文化＋” 等文

化产业新业态发展、 促进省内文化产业升级提供了

良好的资源性基础。 另外， 根据 《陕西文化发展报

告 （２０２１） 》 显示， 陕西省文化制造、 批发零售等

行业较全国平均水平具备明显优势， 但文化服务业

仍有待加强， 这说明文化产业结构升级将是陕西省

提高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有效驱动力。

（２） 网络主导型。 根据表 ４， 组态路径 Ｒ２ 的原

始覆盖度和唯一覆盖度得分最高， 分别为 ０. １６８ 和

０. １０８， 是高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覆盖面最广的组态

结果。 组态路径 Ｒ２ 显示仅在互联网普及程度较高

的情况下产生高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结果， 这表

明在互联网时代， 当其他因素影响较弱时， 网络将

是引致高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 符合

组态路径 Ｒ２ 的最佳案例为北京市和上海市。 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北京市积极培育文化产业新

增长点， 大力发展智慧文旅和网络游戏等 “文化＋

网络” 新业态， 为文化企业发展提供了新路径， 为

文化产品创新升级指明了新方向。 上海市网络视听

产业能级逐步提升， 网络影视内容出品数量位居全

国第二， 仅次于北京市。 为进一步提升其文化产品

竞争力， 上海市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努力提升文旅

消费场所宽带移动网络水平， 提高文旅消费便捷程

度， 推进优质文化资源开放共享。 为进一步增强地

区文化产品竞争力， 北京市和上海市正以网络化为

导向不断促进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３） 企业竞争和财政支持主导型。 组态路径 Ｒ３

表明较高的企业竞争程度和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是构

成地区高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关键条件。 满足组

态路径 Ｒ３ 的案例为辽宁省。 辽宁省高度重视文化

产业的发展， ２０１９ 年出台 《关于推动全省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不仅在规模以上文化企

业中建立 “项目管家” 制度， 还对辽宁省从事高新

技术文化产业的企业减征企业所得税。 具体而言，

辽宁省地方财政统筹安排资金， 采取以奖代补和贷

款贴息等创新投入方式， 对文化企业发展给予一定

的财政支持。 同时设置 “辽宁文化企业 １０ 强” 等

荣誉， 对获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这有助于刺激

地方文化企业竞争， 促进文化产品供给侧改革， 提

高文化产品质量。 这也说明较强的企业竞争程度和

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是辽宁省文化产业发展较好、 文

化产品竞争力较强的原因。

（４） 多因素驱动型。 组态路径 Ｒ４ 表明， 较高

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企业竞争程度、 互联网普及

程度、 居民购买力水平， 较低的文化人力资源投入、

政府财政支持是构成地区高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

条件。 较为符合组态路径 Ｒ４ 的案例为山西省。 ２０１９

年， 山西省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数量由

１９９８ 年的 １９２ 个增加至 ２８６ 个③， 并举办了首届晋

祠文创产品展、 阳泉市文化产业博览会和长治文化

产业周等大型文化活动。 综合山西省文化产业发展

趋势来看， 其着重增加公共文化机构， 提供更为丰

富的公共文化服务。 同时致力于举办文化产品展等

大型文化展示和交流活动， 不仅直接促进了企业间

的交流合作， 而且还间接促进了企业竞争。 由此可

见， 山西省主要通过提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企业

竞争程度和居民购买力水平等来增强本省文化产品

竞争力。

条件组态结果显示文化人力资源投入是 ４ 条引

致高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路径的核心缺失条件， 说

明文化人力资源投入是中国各地区提升文化产品贸

易竞争力的制约条件， 符合学术界关于中国在劳动

力密集型文化产品上具有竞争优势， 在知识密集型

文化产品具有竞争劣势的主流研究结论。 这也进一

步说明， 增强中国整体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需要持

续投入高级人力资源要素， 努力提升文化产品蕴含

的文化价值， 不断丰富文化产品的符号内涵， 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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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文化产品出口结构。 其次， 中国各地区应着重

抓准 １～２ 个主导条件驱动当地文化产业发展， 若采

取过多主导条件驱动， 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文化

产品贸易竞争力， 但效果不佳。 具体而言， 以上案

例地区入选第二批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有： 陕西省

西安市曲江新区、 北京市东城区、 北京市朝阳区、

上海市上海仓城影视文化产业园区和辽宁省沈阳市

沈河区， 山西省并未入选， 这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

论。 最后， 较高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企业竞争程

度和互联网普及程度在 ４ 条组态路径中均出现 ２ 次，

说明这 ３ 个指标是提高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重要的

影响因素。

２. 低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路径组态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各维度因素对文化产品贸易竞争

力影响机制的因果关系不对称性， 对高文化产品贸

易竞争力的 “非集” 进行分析， 结果见表 ５。 可知，

总体一致性得分大于 ０. ８， 满足一致性条件。 此时

产生一条组态路径 Ｒ５， 说明在投入较多文化人力资

源， 并且在居民购买力水平、 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

政府财政支持力度都较高的情况下， 依然会出现导

致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较低的结果。 原因可能是：

文化人力资源投入增多， 可以认为是劳动力向文化

部门流动， 文化产业增加值因此增加， 并促进第三

产业发展水平提高。 再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可知，

产业间收益差异是推动劳动力由低收入产业向高收

入产业流动的原因。 所以劳动力向文化部门流动，

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 收入增加， 居民购买力水

平提高； 加之较高的财政支持力度， 产生了较优越

的经济环境， 这可能使文化产业发展产生资源型和

条件型依赖， 从而使其缺乏有效市场竞争和创新升

级动力， 进而制约地区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提升。

综上所述， 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低是受到多维

度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 因此， 各维度影响因素的

不同组合不仅可以解释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高的结

果， 也能解释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低的结果， 这证

明了导致高和低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条件并不相

同， 即不能简单地将高和低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

原因归结为非此即彼的关系， 其存在因果关系不对

称性。
表 ５　 低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路径组态结果

Ｔａｂ. ５　 Ｐａｔｈ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ｏ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条件变量 路径 Ｒ５

Ｃ＿ｌａｂｏｒ ●

Ｐ＿ｇｄｐ ●

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Ｃ＿ｃｏｍｐａｎｙ

Ｒ＿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Ｒ＿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一致性 ０. ８５２

原始覆盖度 ０. １８２

唯一覆盖度 ０. １８２

总体覆盖度 ０. １８２

总体一致性 ０. ８５２

　 　 注： 空白表示条件可出现， 也可不出现。

（三） 稳健性检验

借鉴张正荣［１４］等的做法， 采用调整一致性阈值

的稳健性检验方法， 将一致性阈值从 ０. ８ 调整至

０. ８５， 并保持案例频数设置为 １ 不变， 所得组态结

果与表 ４ 结果相比未发生变化 （见表 ６）， 这进一步

说明了本文组态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６　 稳健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 ６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条件变量 路径 Ｒ１ 路径 Ｒ２ 路径 Ｒ３ 路径 Ｒ４

Ｃ＿ｌａｂｏｒ ⊗ ⊗ ⊗ ⊗

Ｐ＿ｇｄｐ ⊗ ⊗ ⊗ ●

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 ⊗ ●

Ｃ＿ｃｏｍｐａｎｙ ⊗ ⊗ ● ●

Ｒ＿ｆｉｎａｎｃｅ ⊗ ⊗ ● ⊗

Ｒ＿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 ⊗ ●

一致性 ０. ８５０ ０. ９７２ ０. ８６６ ０. ８９９

原始覆盖度 ０. ０７２ ０. １６８ ０. ０７４ ０. ０８７

唯一覆盖度 ０. ００７ ０. １０８ ０. ０４２ ０. ０５１

总体覆盖度 ０. ２７３

总体一致性 ０. 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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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 ｆｓＱＣＡ）， 从 ６

个维度对影响中国 ３１ 个省市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

因素进行分析， 得到能够产生高文化产品贸易竞争

力的 ４ 种条件组态以及能够产生低文化产品贸易竞

争力的 １ 种条件组态。 研究发现： 每个条件变量均

无法单独构成影响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高或低的必

要条件， 只有所有变量的组态效应才能对文化产品

贸易竞争力产生影响； 能够产生高文化产品贸易竞

争力的关键路径主要有四种， 包括产业升级主导型、

网络主导型、 企业竞争和财政支持主导型以及多因

素驱动型， 其中前三种路径对于提升文化产品贸易

竞争力的效果较好； 影响中国各地区文化产品贸易

竞争力高低的机制具有因果不对称性； 优越的经济

发展环境可能导致文化产业发展产生资源型和条件

型路径依赖， 使其缺乏有效市场竞争和创新升级动

力， 进而制约地区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提升。

为推进文化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 根据研究结

论以及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实际， 提出以下建议：

（一） 以产业升级为导向， 进一步打造优势文

化产业集群。 中国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

源的地区可以借鉴陕西省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 采

取产业主导型发展路径， 不断夯实文化载体， 加快

发展新型文化业态， 创新文化贸易模式。 持续推动

地方文化产业转型升级， 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

建设地方文化产业园区， 形成产业集群以降低中间

成本， 获得规模经济优势。

（二） 以网络促进为重要抓手， 推动文化产业

数字化转型。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借

鉴北京市和上海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 采取网络

主导型发展路径， 进一步壮大网络视听、 数字娱乐

等产业。 充分利用互联网多级传播优势， 积累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上互联网用户的文化消费资本， 不断

扩大本土文化影响力， 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地方

文化品牌， 同时加强传统优秀文化产品和网络影视

产品等数字产品 “走出去”。

（三） 创新财政支持形式， 促进地方文化企业

间良性竞争。 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仍然较低的

地区可以参考辽宁省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 采取企

业竞争和政府财政支持主导型发展路径。 当地政府

应进一步完善对文化企业的征收赋税体制以及奖惩

制度， 同时不断完善地方文化市场的监管体制， 为

当地文化市场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消费和发展环

境， 利于地方吸引文化企业投资， 避免文化企业的

同质化竞争， 促进当地文化产品创新升级。

五、 研究展望

影响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因素具有复杂性，

限于 ｆｓＱＣＡ 研究方法条件的限制， 只从六个维度选

取关键性因素作为条件变量， 未考虑其他影响因素

的作用， 在以后相关研究中可将变量考虑得更加全

面。 同时， ｆｓＱＣＡ 研究方法未能将时间变化纳入考

量， 但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会随时间推移发生一定

变化， 未来研究可以尝试构建面板数据模型， 观察

各变量动态变化， 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政府网、中国商务部。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

③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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