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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

民族复兴高度，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

辉煌”的重大任务，就“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出部

署安排，为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

向。 

本报告对中国文化产业投融资情况进行了概述及特点分析。

报告指出 2022年我国文化产业在疫情带来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

预期减弱三重压力下，文化产业投融资市场今年受到疫情反复等

因素影响，预期维持低位。但随着疫情政策的调整，以及扩大内

需等政策的出台，市场的预期快速提升。我国文化和旅游消费市



   

 

 

场潜力巨大，文化与旅游产业数字化趋势明显，产业近年来的发

展显现了韧性，并孕育着新的机会，这些不但体现在了今年文化

产业投融资市场的结构性表现中，同时也是未来文化与金融合作

深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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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产业投融资情况概述 

1.1 整体情况 

2019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市场产生了较

大的冲击。2020年十月，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市场在经历低谷之后迎

来拐点。2021年文化产业投融资市场继续保持回升的趋势，融资情况

较 2020 年有所增长，但整体水平仍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2022 年

在疫情反复与政策冲击下，文化产业投融资次数和规模均较去年同期

水平下降幅度较大。2022年文化产业投融资市场下降幅度较大，融资

次数与融资金额明显下降。全国文化产业投融资次数为 532 次，融资

总规模为 1343.8亿元，融资次数与融资规模同比下降分别为 42.9%和

68.6%。 

 

 

图表 1 2019 年至 2022年全国文化产业投融资市场融资次数与融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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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各行业融资情况 

从我国文化产业各行业融资次数和金额来看，出版和体育等行业

受影响较大。2022年文化产业各行业融资次数均较去年同期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下降。其中，降幅最小的为艺术与表演、广告与策划和影视

三个行业，降幅分别为 16.7%、21.1%和 37.3%。降幅最大的为出版、

游戏和体育三个行业，降幅分别为 67.3%、58.1%和 52.2%。 

 

图表 2 2019年至 2022年全国文化产业各行业融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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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与表演行业融资金额降幅最小，分别为 31.7%、57.2%和 60.2%。音

乐与音频、体育和出版三个行业融资金额降幅最大，分别为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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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2019年至 2022年全国文化产业各行业融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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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2019 年至 2022年全国文化产业各地区累计融资次数与融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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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2019年至 2022年全国文化产业各市场融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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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2019年至 2022年全国文化产业各市场融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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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2019年至 2022年全国文化产业科技热词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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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私募及并购市场 

2.1 私募市场整体情况 

2022 年文化产业私募市场融资次数与融资金额分别为 299 次与

153.2亿元，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 43.5%与 47.7%。 

 

图表 8 2019 年至 2022年全国文化产业私募市场融资次数与融资金额 
 

2.2 私募各轮次融资情况 

从私募市场中各轮次融资次数占比来看，2022 年种子轮/天使轮

的融资次数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明显增加，由 24.0%上升至 35.5%，

为过去四年中最高。其中，约有 23%的种子轮/天使轮项目与数字藏品

或 NFT 概念相关，新兴科技概念对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影响明显。 

504

365

529

299

265.5 

183.2 

292.9 

153.2 

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2019 2020 2021 2022

单
位
：
亿
元

单
位
：
次

次数 金额



   

9 

 

 

图表 9 2019 年至 2022年全国文化产业私募市场各轮次融资次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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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2019年至 2022年全国文化产业私募市场各轮次融资金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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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2019年至 2022年全国文化产业私募市场种子轮/天使轮热词分布情况 

单位：个 2019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总数 111 80 126 106 

社交相关 36 27 28 20 

AR/VR 4 6 12 7 

AI 6 7 5 12 

元宇宙相关 0 1 6 46 

区块链 11 3 4 14 

IP版权 20 10 13 21 

 

2019年至 2022年全国文化产业私募市场种子轮/天使轮项目涉及

热词投资情况如表格 2，整体趋势与表格 1相似。 

表格 2 2019年至 2022年全国文化产业私募市场种子轮/天使轮热词占比情况 

占比 2019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社交相关 32.43% 33.75% 22.22% 18.87% 

AR/VR 3.60% 7.50% 9.52% 6.60% 

AI 5.41% 8.75% 3.97% 11.32% 

元宇宙相关 0.00% 1.25% 4.76% 43.40% 

区块链 9.91% 3.75% 3.17% 13.21% 

IP版权 18.02% 12.50% 10.32% 19.81% 

 

2.3 企业登记状态与后续融资情况 

从在 2019 年（当年）至 2021 年间进行过私募融资的文化企业在

2022年末的登记状态来看，处于“存续”和“在业”状态的文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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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在缓慢增加，处于“注销”状态的文化企业占比在逐年减少，文

化企业的生存环境正在缓步改善。 

 

图表 11 2019年至 2021年全国文化产业初创企业三年内存续情况 
 

表格 3 显示，2019 年有 96.4%的企业最后一轮融资停留在种子轮

/天使轮，三年后（2022 年）仍有 91.0%的企业停留在种子轮/天使轮。

有 3.6%的企业在三年后（2022 年）停留在战略投资轮次；有 4.5%的

企业在三年后（2022年）停留在 A轮；仅有 0.9%的企业在三年后停留

在 B轮。2020年有 95.0%的企业最后一轮融资停留在种子轮/天使轮，

两年后（2022 年）仍有 82.5%的企业停留在种子轮/天使轮。有 1.3%

的企业在两年后（2022 年）停留在战略投资轮次；有 11.3%的企业在

两年后（2022 年）停留在 A 轮；仅有 1.3%的企业在两年后停留在 B

轮。两年后被并购的企业有 3.8%。2021年有 93.7%的企业最后一轮融

资停留在种子轮/天使轮，一年后（2022 年）仍有 90.5%的企业停留

在种子轮/天使轮。有 0.8%的企业在一年后（2022 年）停留在战略投

资轮次；有 8.7%的企业停留在 A轮，没有企业停在 B轮。 

84.8%

0.2%
7.5% 7.5%

88.2%

0.3%

8.8% 2.7%

88.6%

0.2% 10.3%

0.9%

87.5%

0.0%

11.4%

1.1%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存续 迁出 在业 注销

3年后 2年后 1年后 当年



   

13 

 

表格 3 2019 年至 2021年全国文化产业私募市场各公司后续融资状态 

  当年 一年后 两年后 三年后 

2019 年 

种子轮/天使轮 96.4% 93.7% 91.0% 91.0% 

战略融资 2.7% 2.7% 3.6% 3.6% 

A 0.9% 2.7% 4.5% 4.5% 

B 0.0% 0.9% 0.9% 0.9% 

并购 0.0% 0.0% 0.0% 0.0% 

2020 年 

种子轮/天使轮 95.0% 86.3% 82.5%  

战略融资 0.0% 0.0% 1.3%  

A 2.5% 10.0% 11.3%  

B 0.0% 1.3% 1.3%  

并购 2.5% 2.5% 3.8%  

2021 年 

种子轮/天使轮 93.7% 90.5%   

战略融资 0.8% 0.8%   

A 5.6% 8.7%   

B 0.0% 0.0%   

并购 0.0% 0.0%   

 

2012 年至 2019 年私募股权初创项目两年内实现 B 轮融资的项目

数量占比统计结果显示：在增长阶段，该比例达到最高，首次融资的

私募股权项目一年内进入 B 轮的比例在 2014 年达到最高值 8.9%，此

阶段在第二年进入 B 轮的比例均高于 15%。而在放缓阶段，这一比例

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2015年私募股权初创项目一年内进入 B轮的比

例仅为 5.2%，第二年进入 B 轮的比例降至 9.9%。2016 年这两个数据

分别降至 4.1%和 7.7%。2014年至 2015年期间，私募股权市场投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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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与金额均快速增长，但企业存活率下降。这一期间，私募股权市

场涌入资金快速增多，在优质投资项目有限的情况下，资金对投资项

目要求降低。在调整阶段，文化产业私募股权初创项目一年内进入 B

轮比例比率在 4%～5%之间，两年内进入 B轮比率持续下降，2018年降

至 5.2%。其原因在于私募股权投资大幅减少对于文化产业初创项目的

投资，使初创期项目后续融资成功概率下降，初创企业资金中断风险

提升。 

表格 4 2012 年至 2019 年全国文化产业私募股权初创期项目存活率分析（%）

 

2.4 并购市场整体情况 

从文化产业 2019 至 2022 年并购市场融资次数及融资金额来看，

2022年并购市场融资次数与融资金额分别为 126次与 266.8亿元，分

别较去年同期下降 37.0%与 67.2%。 

年度 首次融资+1年进入B轮比率 首次融资+2年进入B轮比率
2012年 4.8% 17.0%
2013年 7.6% 17.4%
2014年 8.9% 15.8%
2015年 5.2% 9.9%
2016年 4.1% 7.7%
2017年 5.1% 6.8%
2018年 4.5% 5.2%
2019年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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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2019年至 2022年全国文化产业并购市场融资次数及融资金额 
 

截至 2022 年底，2021 年并购项目有 6.3%失败，有 36.8%的项目

仍在进行中。2022年并购项目有 2.2%失败，有 60.2%的项目仍在进行

中。 

 

图表 13 2021年与 2022年全国文化产业并购项目最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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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至 2019 年全国文化产业并购市场部分头部互联网企业并

购方所投行业主要集中在游戏、新闻信息服务、出版、影视和广告语

策划行业，主要为横向并购。例如时代出版并购出版企业 4 家，占比

100%；北京映客并购影视公司 5家，占比 100%；成都传媒并购广告与

策划企业 5家，占比 100%等。还有部分企业并购企业行业涉及较广，

例如腾讯，并购行业集中度较为明显，主要为文娱传媒行业。2012年

至 2019 年并购游戏企业 14 家，占比 64%；出版 3 家，影视 3 家，音

乐与音频 2家。其中，以 27亿收购有声读物平台懒人听书，是腾讯当

年花钱最多的并购项目。例如哔哩哔哩，并购企业行业涉及新闻信息

服务、出版、影视和游戏行业，2020年 B站对外投资非常聚焦，文娱

项目占绝对比重，包含一些网络内容的制作方，例如以 6 亿元并购原

创漫画梦工厂有妖气，又并购动画制作公司绘梦动画。到 2022 年，

仅从并购这一角度来看，B 站从对内容平台的偏爱转向对游戏行业的

布局。另外，游戏项目是 B 站重点布局的领域，这与 B 站的主业之一

游戏代理相关业务有着较强的业务协同关系。阿里巴巴并购企业行业

涉及旅游、广告与策划、艺术与表演和影视行业，2021 年和 2022 年

阿里巴巴整体并购活跃度下降，并购企业行业涉及广泛。2021年，复

星集团收购 7 家电竞企业，主要涉及电竞、体育、信息服务及游戏业

务。2021 年 10 月，隶属于复星国际大快乐业务板块的全球化体育产

业运营公司复星体育产业集团正式成立经营实体。公司已完成收购复

娱文化旗下游戏、电竞、体育等核心运营资产及管理团队合并交易事

宜，未来将继续围绕体育、电竞、游戏等核心业务深化全球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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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 2019年至 2022 年全国文化产业并购市场并购方所投行业统计（部分） 

行业 
新闻信息服

务 
出版 影视 游戏 音乐与音频 艺术与表演 广告与策划 旅游 体育 

腾讯 0 3 3 14 2 0 0 0 0 

哔哩哔哩 1 2 2 4 0 0 0 0 0 

阿里巴巴 0 0 4 0 0 1 1 3 0 

字节跳动 2 0 0 3 0 2 0 0 0 

复星 0 0 0 7 0 0 0 0 0 

北京映客 0 0 5 0 0 0 0 0 0 

成都传媒 0 0 0 0 0 0 5 0 0 

百度 2 0 2 0 0 0 0 0 0 

赤子城 4 0 0 0 0 0 0 0 0 

宝力科技 1 0 1 0 0 0 2 0 0 

时代出版 0 4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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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IPO 与新三板挂牌 

3.1 IPO 数量及金额 

从 IPO企业数量来看，2022年共有29家文化企业完成首发上市，

数量上低于 2020年与 2021年水平，2020年与 2021年有 37家文化企

业完成首发上市。从 IPO企业融资金额来看，2022年首发上市企业的

融资金额较 2021 年有大幅度的降低，仅为 702.6 亿元，仅为 2021 年

的 42.8%。 

 

图表 14 2019年至 2022年全国文化企业首发上市数量及金额 

 

3.2 各交易所 IPO数量及金额 

2022年，沪深股市文化上市企业数量为 15家，略低于 2021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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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港股上市企业 11家，比 2021年多 1家。涉及金额 30.3亿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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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 994.9亿元相差较大，2021港股的较大金额主要是由于短视

频头部企业的融资值较高。上市企业主要分布在影视、新闻信息服务

和广告与策划行业。2022 年北京证券交易所文化上市企业数量为 3，

2019年-2021年均为 0。 

 

图表 15 2019年至 2022年全国文化企业北交所、沪深股市、港股及海外首发上市企业数量 

 

 

图表 16 2019年至 2022年全国文化企业北交所、沪深股市、港股及海外首发上市企业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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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三板分层 

2019年，文化企业新三板挂牌共计 928家，其中基础层 850家，

占比 91.6%，创新层 78 家；2020 年，文化企业新三板挂牌共计 848

家，占比 87.1%，创新层 109 家；2021 年，文化企业新三板挂牌共计

707 家，占比 84.6%，创新层 109 家；2022 年，文化企业新三板挂牌

共计 656 家，其中基础层 521 家，占比 79.4%，创新层 135 家。创新

层公司数量占比由 8.4%逐步上涨为 20.6%。主要得益于新三板市场的

深改改革步伐持续推进,新三板企业积极大幅度提高，进一步拓宽新

三板企业融资能力。 

表格 6 2019年至 2022年文化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分层情况 

单位：家 2019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基础层(NEEQ) 850 739 598 521 

创新层(NEEQ) 78 109 109 135 

合计 928 848 707 656 

基础层(NEEQ)

占比 
91.6% 87.1% 84.6% 79.4% 

创新层(NEEQ)

占比 
8.4% 12.9% 15.4% 20.6% 

 

2022年，全国股转公司发布了修订后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分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分层办法》），《分层办法》对进

层财务条件、非财务条件均进行优化调整，并将进层频次由 1 年 1 次

增至 1 年 6 次。此次调整，能够有效扩大对优质中小企业的覆盖面，

增加优质投资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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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 2019 年至 2022年全国文化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分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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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 2019-2022年（累计）从基础层进入创新层的企业行业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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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股权再融资市场 

4.1 股权再融资 

2022年文化企业股权再融资出现明显回落，融资活动较为低迷，

融资金额仅为 70.6 亿元，同比降低 75.7%，融资金额仅为 2020 年的

50.0%，仅为 2021 年的 24.3%。2022 年文化企业股权再融资次数仅为

46次，仅为 2021年的 50.0%左右。 

 

 

图表 19 2019 年至 2022年全国上市文化企业股权再融资次数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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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2020年水平，与 2019年持平。2022年，新三板再融资数量为 25

次，仅为 2021年的 47.2%。 

 

图表 20 2019年至 2022年文化企业各交易所融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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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 2019年至 2022年文化企业各交易所融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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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权融资 

5.1 债权融资数量及金额 

2020 年至 2021 年，文化企业债权融资规模大幅下降，2021 年文

化企业发行各类债券 62个，共计 1239.9亿元，同比下降 49.9%。2021

年至 2022 年，文化企业债权融资规模继续保持下降趋势，2022 年文

化企业发行各类债券 22个，共计 149.6亿元，同比下降 87.9%。短期

债券和长期债券融资的下滑反映出资本市场对文化企业短期业绩和长

期发展的担忧。 

 

图表 22 2019年至 2022年文化企业债权融资数量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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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数量骤减，仅为 22 个，未发行海外债。其中债权融资长期工具

占比仅为 36.3%，短期融资工具数量明显增加。 

2022年，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三次超短期

融资；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两次超短期融资。一般发行

超短融的企业信用资质较高，在公开市场有持续债务融资行为，信息

披露充分，投资者认可度高。同时，也有一些新的上市公司进行超短

期融资，超短期融资更加普及。 

2019 年至 2022 年这四年中，2022 年长期融资工具债权融资金额

首次超过短期融资工具债权融资金额，且比较接近，分别为 78.1 亿

元和 71.5 亿元。2022 年文化企业发行各类债券融资金额大幅度降低，

仅为 149.6亿元，仅为 2021年的 12.1%。 

 

图表 23 2019 年至 2022年文化企业债权融资长期短期工具金额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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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数量的 23.6%，融资金额共计 1345.3亿元。2021年，上市文化企

业发行的海外债共计 22 笔，占 2021 年所有文化企业债权融资数量的

35.5%，融资金额共计 827.3 亿元（仅为 2021 年披露的金额数）。

2023 年 3 月 1 日爱奇艺宣布计划发行 6 亿美元的 2028 年到期可转换

优先票据。公司拟将发售债券所得净额用于偿还（及）或回购现有债

务证券。2023年 1月，爱奇艺曾宣布完成发行 5亿美元可转换票据。

公司完成向 PAGAC IV-1(Cayman) Limited 发行 5亿美元可转换票据。

爱奇艺表示，完成发行后，公司将继续提高和扩大商业运营，发展原

创内容和加强营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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