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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丨全国政协委员万捷：

建议通过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文化消费新场景
文 / 记者  谢湘南

全国两会进入尾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万捷今年

递交的《关于进一步推动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纳入

国家新基建的提案》，将关注重点放在推动文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层面。万捷认为，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一方

面让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活起来”，同时，

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新中

国过程中，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红色历史遗迹和史料；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了诸多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元素。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元素转化为数字形态，

经过标注、提炼，生产出在线上传播的优质文化产品，

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机会深入了解我国的优秀文

化，陶冶情操，提升精神文明素养。

建议建立健全文化保护机制 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兴盛

作为新闻出版界的代表，万捷在文化艺术行业奋斗

了 20 多年。他越来越认识到保护文化、传播文化，促

进文化艺术市场的机制运行、推动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

对国民、对社会、对国家的重要意义。

万捷每年都会在全国两会上，就“传承、保护和弘

扬优秀文化，健全文化保护机制，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

繁荣”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2008 年，万捷首次

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提议制定、细化文化产业发展所需

的各项政策。2009 年，他建议科技部门和文化部门要加

大对文化产业和 IT 业的扶持力度。2010 年他建议政府

鼓励和支持有能力的民营文化企业收购和兼并国外的文

化企业，打造众多龙头文化企业。2011 年他建议全面

人物档案

万捷 雅昌文化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全国文

联全委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创新创业人

物和先进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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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修订《著作权法》的提案，推动将滞后的《著作权

法》全面修订工作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规划。

2012 年，万捷提交了 3 个与文化艺术行业相关的提案：

积极扶持画廊行业；引导拍卖行业健康发展；充分调动

社会资源全面参与推动文化事业持续发展。2013 年，他

建议将每年 4 月设立为“版权保护月”。2014 年，他

建议通过数字化手段加强书画艺术品的版权保护；针对

网络拍卖市场不统一、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希

望相关部门“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网络拍卖规则，实行

统一的市场监管”。2015 年，他建议修改《拍卖法》。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万捷

针对降低艺术品市场税负、调整文物艺术品进境税率等

方面提交了相关提案。

建议继续减免税收  鼓励文物回流

今年，万捷针对艺术品交易市场的一项提案，是“继

续减免税收，鼓励文物回流，促进我国文物艺术品市场

发展”，此举将给予文物事业和文物市场从业者以信心，

通过市场方式让流散海外文物回家。

2020 年 10 月 12 日，财政部、海关总署、国税总

局联合发布《关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期内销售的进

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其中明确允许每个参展

商可享受 5 件“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免征进口关税、

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此举给予了文物事业和文物

市场从业者的信心。

近 10 年来，我国文物市场规模连年缩减。以拍卖

市场为例，年成交额已从 10 年前的 553 亿元下降到

200 亿元，丢失了全球第一拍卖体的国际地位，北京“国

际艺术品交易中心”的地位也逐步被削弱。

此次三部委对“进博会”展商销售文物艺术品给予

的税收支持，是继前些年下调文物艺术品进口关税后的

又一大举措，将对我国文物事业和文物市场的发展起到

积极推动作用。但是“进博会”政策的覆盖面毕竟有限，

多年来社会各方呼吁减免的文物艺术品进口环节增值税

（目前为 13%）和行邮税（目前为 20%）。考虑到“回

流文物”并非“进口国外商品”的本质，万捷建议：将

“回流文物”免税纳入《增值税法》立法，明确免征进

口环节增值税，调整《进境物品进口税税率表》，增设

“原产于中国的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并予以零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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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税则委员会调整《进境物品进口税税率表》，在

第 23000000“邮票、艺术品、收藏品”一节中增设“原

产于中国的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并予以零税率；由

财政部牵头，协同国税总局、文旅部、国家文物局、海

关总署以及相关行业协会共同研究具体方案。

建议创新文化大数据建设 让文化“活起来”

万捷今年递交的《关于进一步推动国家文化大数据

体系建设纳入国家新基建的提案》，将关注重点放在推

动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层面。

万捷表示，我国文化资源大多数集中在公共文化机

构，属于文化事业。但是，文物数字化或馆藏资源的数

字化是一个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生产过程；同时，这也是

一个长期的连续的工作过程，事业经费难以为继，必须

走产业化道路才能可持续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

设可以有效唤醒沉睡于库房里的文化资源，把文化资源

通过数字化转化为数据或素材，成为文化企业的生产要

素，必须建立一个秩序化的生产机制。

中宣部等相关部门在《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

合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国家文化大数

据体系的任务要求。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专门印发了《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

建设工作的通知》，对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

作作出了部署。各省也在文化大数据建设方面积极响应。

但目前在基础设施上还存在较大不足，如文化产业行业

分割格局依旧、公共资源开放不充分、文化事业与文化

产业发展不同步等。

万捷建议通过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线上线

下一体化的文化消费新场景，加快文化重点行业技术改

造等保障政策落地，使文旅深度融合，让文化“活起来”，

持续用新的方式“传中国文化，扬中国精神”。

将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纳入国家发改委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工作，依托宣传文化系统海量的资源和内容，

助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文化遗产收藏于各类

文化机构或由文化机构管理。如果在文化生产部门部署

建设国家文化专网，联通文化机构的数据和产品，打造

文化物联网，不但直接推动文化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让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实现展陈现代化，而且还把分

散的藏品数据通过文化专网连接起来，面向社会开放，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文化消费新场景。文化重在

体验，文化体验是文化消费的新模式。伴随着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消费呈现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

趋势。新的技术条件下，文化体验方式丰富多彩。比如，

可以以旅游景区、游乐园、城市广场等为目标，建设空

间在 4000 平方米左右的文化体验园（馆），对接文化

物联网，将地域文化、红色文化从博物馆和纪念馆“活化”

到文化体验园（馆），搭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桥梁。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2019

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

收入 19868 亿元，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总

额的 22.9%。传统文化行业和文化企业要适应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发展，必须抢抓机遇，抓紧实

施一批行业带动性强的技术改造项目，建设数字化文化

生产线。比如，图书、期刊等出版单位应积极对接文化

物联网，打造以编辑为中心、以移动终端用户为目标对

象的出版业数字化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