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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融资支持小微文化创意企业发展的思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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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 厦门工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摇 要] 摇 文化创意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小微文化创意企业是其主力军。 但由于企业实力

有限、抵押品缺乏以及行业风险高等原因,小微文化创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通,限制了其发展。 众筹融资开放灵活、门槛低、
平台资源丰富,是小微文化创意企业融资的有效方式。 文章从政府、融资平台和企业三个层面提出了众筹融资支持小微文化

创意企业发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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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自从英国政府 1998 年正式提出“创意经济冶的
概念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提出了创意立国或以创

意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创意产业已经被发

达国家或地区提到了发展的战略层面。 它是后工业

时代文化、创意、科技及经济诸多要素高度融合的产

物,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

显。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
“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文化创意产业在

城市发展中的支柱地位。 2012 年 2 月文化部出台

的《“十二五冶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中提出,在
“十二五冶期间,文化部门管理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年

平均增长速度要高于 20% ,2015 年比 2010 年至少

翻一番,实现倍增[1]。 文化创意产业将逐渐成为中

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新兴产业,处于

萌芽发展阶段,需要有效的融资体系助力其发展。
小微文化创意企业是产业中的主力军,探索有效的

融资方式,满足其资金需求,有利于推进创意产业的

健康持续发展。 众筹融资开放灵活、门槛低、平台资

源丰富,不仅能够为小微文化创意企业带来资金,而
且能够促进创意项目与市场的对接,是一种有效的

融资模式。

一摇 小微文化创意企业的特征和融资现状

(一)小微文化创意企业的特征

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最早出现在 1998 年出台

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该文件明确提出,

“所谓创意产业,就是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

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

识产权的开发以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

动。冶 [2]我国学者潘玉香提出,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以

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

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
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

群[3]。 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创意文化产业而言,中国

的文化创意产业刚刚起步,据抽样调查测算,目前我

国小微文化企业的数量占到文化企业总数的 80%
以上[4]。 小微文化创意企业数量多、个体小,活跃

在文化产业中市场竞争最为充分的领域,对人民群

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把握敏锐,能够从

市场变化中及时发现商机,创造创意产品、服务的模

式与业态,形成自身的独特竞争优势。
从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看,小微文化创意企业

以创新为灵魂和生存法则,具有灵活性强、增值空间

大、风险性高等特征。 首先,小微文化创意企业规模

小,以创新人才为主体,团队创新活力大,决策效率

高,发展机制灵活,适应性强。 其次,小微文化创意

企业以知识产权开发和交易为特征,位于价值链的

高端,潜在增值空间大。 如果能够有效地把知识产

权、创意成果服务于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融合第一

产业、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的资源,可以迅速地增

加产品的价值和服务的价值,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盈

利水平。 最后,小微文化创意企业风险性很强。 大

多数小微文化创意企业经济实力有限,经营风险和



财务风险高;以知识产权等“轻资产冶为核心,具有

一定的外部性,创意复制成本低;产品主要满足人们

精神性需求,面临人们精神需求多变性、个性化的

挑战。
(二)小微文化创意企业融资的现状

目前,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有政策性

贷款、商业银行贷款、上市融资、债券融资、信托融

资、文化创意产业基金等,这些渠道都有比较严格的

融资条件,适用于中大型文化创意企业的融资。 多

数小微文化企业在现阶段尚无在证券市场融资的条

件,达不到新三板和创业板的上市资质。 小微文化

创意企业受融资手段与方式缺乏创新、质押担保物

较少、政策激励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商业银行

出于对资产流动性、安全性的考虑,贷款条件比较严

格,放贷数量很少。 由于创意产业领域的投资在建

设、创作、培养周期和成长周期方面都比较长,风险

系数较高;此外,小微文化创意企业无形资产所占的

比重较大,投资者对资金流向的监管比较复杂,收益

也难以完全掌控,在市场中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等,
这使得天使基金、风险投资等投资机制对小微文化

创意企业热情不高。 综上,小微文化创意企业目前

主要通过亲朋好友资助、民间借贷等方式融资。
在我国科技创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时

期,文化创意产业融资模式必须转变为市场化多元

化创新模式。 探索适用于小微文化创意企业的融资

模式,提高小微文化创意企业的融资效率,不断对融

资活动进行规范和管理,这已成为小微文化创意企

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 众筹融资可以聚集社

会上闲散的资金,利用民间资本激活文化创意,助力

小微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可以是一种有效的尝试。

二摇 众筹融资支持小微文化创意企业发展的优势

众筹融资(Crowdfunding)是一种创新型的科技

融资新方式,是 2009 年发展起来的网络商业模式,
它是指一群人通过互联网众筹融资平台为某个项目

或者创意提供资金支持,项目发起者在融资平台上

展示项目,项目支持者根据相关信息选择项目进行

投资,投资者从融资者那里获得实物或者股权等回

报方式[5]。 美国的 Kickstarter 网站是全球规模最大

的众筹融资平台,也是众筹模式的起源,至今已发展

成为包含艺术、电影、戏剧、出版等 13 类项目的融资

平台。 Kickstarter 网站自 2009 年 4 月成立以来,截
至 2014 年 4 月底,短短 5 年时间,成功募集到超过

10 亿美元的资金[6,7]。 根据美国研究机构 Massolu鄄
tion 的调查报告,2013 年全球共有众筹平台超过

800 个,价值总额已接近 51 亿美元,并且增长迅速,
预计到 2015 年,全球的可用投资将达到 930 亿美

元[8]。 国内的众筹模式也发展较快,近年来已出现

了包括“点名时间冶、“追梦网冶、“天使汇冶等多个股

权和非股权众筹网络平台。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文化创意产业融资都是

众筹商业平台起步的主要内容。 作为美国众筹平台

的第一巨头的 Kickstarter,目前仍是以音乐、电影漫

画等与文艺相关的项目为主。 据统计,2012 年,
Kickstarter 近 30% 筹资成功的项目都属于音乐

类[9]。 国内情况也是如此,例如,截至 2012 年 8 月,
在点名时间网站成功实施的项目当中,设计类有 94
个,影视类 32 个,音乐类 18 个,而科技类只有 13
个,从绝对数量来看,60% ~70%的项目都可以归属

于文化创意产业范畴[9]。 Hal Varian(2011)认为,
众筹非常适合于那些创造知识产权的行业[6]。

作为创新型的互联网金融融资模式,众筹融资

在支持初创文化创意产业上具有独特的优势。
(一)激发创新,促进创意转化成生产力

众筹与文化具有渊源关系。 众筹的雏形最早可

追溯至 18 世纪,当时很多文艺作品都是依靠一种叫

做订购( subscription) 的方法完成的。 例如,莫扎

特、贝多芬采取这种方式来筹集资金,他们去找订购

者,这些订购者给他们提供资金,当作品完成时,订
购者会获得一本写有他们名字的书,或是协奏曲的

乐谱副本,或者可以成为音乐会的首批听众。
互联网的技术特征和商业民主化进程决定了

“草根冶创新时代的到来,每个人( 文艺科技人才

等) 都可以发挥自身的创新与研发能力,并借助社

会资源把自己的创意变为现实的产品。 众筹鼓励创

意和创新,旨在为创业者提供资金资助。 在众筹平

台上,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的创业构想发给网站,经
网站审核后发布,网友自愿给予资金支持,回报则是

相应的产品或服务。 众筹网站从成功项目中抽取一

定比例的资金作为报酬。 在海外,众筹模式都是以

物品众筹的方式为主。 每一位参与者并不是以获得

经济回报为最终目的,其实质还是在于支持创意、创
新,同时也包括了捐赠、互帮互助的思想。 众筹融资

的实质内涵使得众筹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获得了迅速

的发展,催生了无数的创意,是创意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行之有效的孵化器。 在众筹融资中,文化创意类

项目占据了半壁江山。 例如,成立于 2011 年的追梦

网是我国最早一批成立的众筹网站之一,目前追梦

网的项目中像电影、音乐、动漫这样的文化类项目占

到 70%左右,其中影像、设计、出版等文化类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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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额度最为突出[10]。
(二)门槛低,方便小微企业融资

众筹这一融资模式之所以在美国迅速盛行,其
中有一原因为后危机时代美国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

企业融资困难不断加剧。 众筹融资的发展历程都与

支持个人或小微企业创新性项目密切联系,专注于

解决个人或小微企业投资、贷款、创业。 众筹平台打

破了传统融资模式和投融资对象的限制,项目发起

人可以在众筹网站上发起融资项目,融资需求从几

百元到几百万元不等,并设置不同的支持额度,供投

资者选择。 从全球范围内看,众筹模式正在成为个

人或小微企业通过网络渠道进行低成本融资的草根

渠道。 这在当前小微文化创意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

通、融资成本高的情况下为创业者提供了获取资金

更便捷的可能性,可以很好地解决融资难问题。
(三)灵活开放,迅速获得大众关注

文化创意产品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具
有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等特征。 小微文化创意企

业缺乏的不只是资金,还有大众的关注、口碑和展示

平台。 作为大众化的融资模式,众筹还是一种有效

的营销手段,能够促进小微企业的创意项目更加接

近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使产品更好地适应市场需

要,更快打开市场。 从项目产品上线融资的那一刻

起,营销就开始了,无论成功与否,都能够得到重要

的市场反馈。 依托于互联网的开放性,投资者可以

为好的创意项目集思广益、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双
方的互动拉近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这种

注重用户交流和体验的行为类似于大规模定制行

为,极大地降低了产品的市场风险。 众筹融资的平

台效应是金融机构、风险投资等其他融资渠道难以

达到的。
(四)融资数量有限,吻合资金需求

融资数量要与资源需求相吻合,融资的效率才

高。 小微文化创意企业的资金需求量一般不大。 以

北京为例,四分之三的文化创意企业融资需求少于

500 万元,50%的企业融资需求集中在 100 万—200
万元[11]。 上市融资、债券融资等成熟企业适用的融

资方式对于它们来讲,并不合适,也不实际。 众筹融

资的规模往往很有限,这一特点与小微文化创意产

业的融资需求相吻合。 目前,国内各个众筹网站的

融资数额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有的到几百万元。
综上,众筹融资模式对支持小微文化创意企业

发展具有独特优势,也取得了初步的进展。 但由于

众筹融资自身在中国的发展尚不成熟,众筹融资平

台的定位过于多元化,既有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也

有非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既有数额比较大的支持

中型企业的融资,也有数额较小的支持小微企业的

融资。 在涉及支持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上,存在支

持手段单一,平台效应发挥不充分,产业链的资源整

合效应不明显等缺点,对整个小微文化创意企业的

整体带动效果不理想。

三摇 众筹融资支持小微文化创意企业发展的思路

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融资需求和模式有区

别。 大中型的处于成熟期的文化创意企业的资金需

求量大,投资风险较低,上市融资、发行债券融资等

是可行的方式;中小型的处于发展阶段的文化创意

企业,资金需求量较大,投资风险较高,金融机构、风
险投资、文化创意基金是有效的融资方式;小微文化

创意企业,资金需求量不大,投资风险很高,众筹融

资能为其带来原始资金、大众关注和市场对接。
(一)政府层面———推动众筹和小微创意企业

融合发展

从 2011 年 7 月中国第一家众筹网站———点名

时间成立起,众筹融资模式进入中国不到 5 年左右

的时间,目前处于起步阶段。 虽然一度出现蓬勃发

展之势,但很快出现鱼龙混杂的局面,出现监管漏

洞。 众筹行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整顿规范和适度

监管。 文化创意产业高风险性的特征使得其融资受

限,发展受限,难以发挥创意产业的经济功能。 对

此,政府可以适当的介入,推进众筹融资和小微创意

企业融合发展,以推动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为契机,
规范众筹融资的发展;在规范引导众筹融资发展的

同时,激发创新氛围,促进文化创意转化为生产力。
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2014 年 8 月

19 日联合发文《关于大力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

实施意见》,意见中提出要支持债券融资、小额贷

款、股权投资、金融中介等为小微文化企业提供金融

服务,拓宽小微文化企业的融资渠道[12]。 众筹融资

平台属于金融中介的范畴,基于其在支持小微文化

创意企业上的独特优势,可以把小微文化创意企业

的金融服务确定为众筹融资的经营范围,并制定有

针对性的监管措施。 借助创意产业博览会、交易会、
投资洽谈会等平台,宣传创意产业众筹融资模式,促
进创意项目与众筹融资的对接。 选择一些代表性的

创意性众筹融资平台,作为众筹行业发展的典型,给
予政策资金、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支持。 通过优质创

意项目的打造、活动宣传、媒体广告、讲座研讨等方

式,让大众了解熟悉众筹运作模式和潜在风险,引导

更多的文化创意人理智借助众筹平台展示项目,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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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
(二)平台层面———明确创意孵化平台的定位

众筹融资、风险投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融

资渠道各有特色、各具风险,适用于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的不同阶段。 目前,众筹融资在法律上和行业监

管上,仍然有诸多不确定性,未来的政策走向扑朔迷

离。 但作为一种被国外实践成功的可行的商业模

式,在结合中国国情,不脱离众筹精髓和实质精神的

前提下,终会得到法律的保护而获得规范发展。 有

学者建议我国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引导民间资本

通过众筹方式为中小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融资,同
时,他还提出,根据众筹融资模式的特点,这种试点

最适合在科技金融和文化金融领域进行[7]。 基于

创新创意的本质,众筹融资的发展应立足众筹模式

特征,在法律框架、行业监管、风险控制的范畴内,孵
化创意,激活创意,促进创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
小微创意企业的起步提供初步的金融支持和新产品

推广服务。
Kickstarter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众筹融资平台,

该平台在收到创意项目的简要说明后,工作人员按

指南对项目是否适合该平台进行评估,如果创意通

过评估,工作人员将要求项目发起人对项目介绍进

一步修改以适应市场的需求[7]。 众筹融资平台提

供的不是单纯的筹资业务,还有其他的金融增值服

务。 可以组建专业性的文化创意项目辅导团队,鉴
别项目的真实性、合法性、新颖性,提出市场化的修

改建议,协助创意项目寻找资金、人才、市场等运作

要素。 鉴于一些网络非法集资引起的公众对众筹的

不信任,众筹平台要建立风险管理体系,控制风险。
可以委托信誉较高的银行等第三方收取和管理筹资

款,降低支持者的信用风险。 探索投资担保的模式,
鼓励大型企业、知名企业家等为小微企业提供信誉

担保,降低投资风险。
(三)企业层面———借助平台建立创意产业链

关系

小微文化创意产业的最大特征就是高风险性,
它的特征决定了文化创意产业效益的实现需要延伸

产业链,也决定了其产业融资模式不同于其他产业

融资模式。 特别是小微文化创意企业的项目转化,
不仅需要投入资金,更需要整合资源,从创意产品研

发、科技创新制作、版权授权、衍生品生产及销售、成
功创意产品的深度开发及新创意产品开发,逐步建

立产业链关系,提升创意产业链整体盈利能力。
日本东京在动漫制作和衍生产品开发环节,已

经形成了动画制作公司、衍生产品开发商和电视台

等主体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完善的投融

资机制[13],其实质是文化产业链的各环节紧密结

合,以降低投资风险和融资难度。 小微文化创意企

业要借助众筹融资平台开放的社区,积极参与公众

互动,努力寻找项目转化的上下游企业。 利用资源

整合的思路为企业的发展壮大奠定基础,为进一步

的数量更大的融资打好产业基础。 为此,小微文化

创意企业要从细微处入手,逐步取得公众的信任;客
观展示创意项目的全貌,做好项目预算,确定合理的

筹资额;坚定项目开发目标,严格实施项目计划。 合

理规划项目进展,定期发布项目实施情况;定期与支

持者展开交流,有选择性地汲取大众的意见;确定切

实可行的售后服务方式,保障支持者享有类似产品

的售后服务,提高项目的信誉度,为下一步的筹资作

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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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bout Crowdfunding Supporting Small and Micro Culture Creative Enterprises

WANG A鄄na
(Xiam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China)

Abstract:摇 Nowadays th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has become the new engin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the small and
micro cultural creative enterprises are the main force of the industry. But because the蒺small and micro cultural creative enterprises are
too small and lack of collateral, there is high risk in this industry, and the financing channel is not smooth, the enterprises爷 growth is
limited. Crowdfunding is open and flexible with low threshold, and the platform resources are rich, which can become an effective fi鄄
nancing way for small and micro cultural creative enterprises. This thesis will propose the development paths for the small and micro
cultural creative enterprises through the government guiding, financing channel and enterprises爷 efforts.

Key words:摇 crowdfunding;摇 small and micro cultural creative enterprises;

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摇 development path

外资吸引政策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国胜铁、钟廷勇在《经济学家》2014 年第 6 期撰文认为,利用 1998—2007 年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

数据,对外资的技术溢出渠道如何在制度约束下影响国内企业技术进步所做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对私营企业

的过度抑制或是对外资的鼓励,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是不同的。 首先,具有出口行为的企业在行业间

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为负,前向溢出效应也不显著;而完全内销企业的前向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表明,本土内

销企业能够受益于外资供应商,因此 FDI 进入能够更大程度地促进内销企业技术进步。 其次,当涉及到是否

具有税收补贴时,主要区别也在于前向技术溢出,无税收补贴的企业能够受益于外资同行业和上游环节的技

术溢出,但是下游环节的外资对其的影响却是负面的,而具有税收优惠的国内企业却不能受益于上游环节的

技术溢出。 原因在于,那些受到税收优惠的企业一般都属于国家扶持的产业,比如高科技产业,这些产业的

外资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强,因此,国内企业很难获得技术进步。 最后,比较企业规模在国内企业技术吸

收中扮演的作用会发现,那些规模较大的企业能够从同行业或行业间的外资中获得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而
规模较小的企业却不能,原因在于大中型企业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技术基础,有能力从外资企业获得所需

人才,而具凭借其市场地位可以从上下游外资获得技术培训,而这些是小企业不能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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