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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 19 日

中央文化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管理制度简评

2013 年 5 月 7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央

文化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的通知》（财文资

〔2013〕5 号，以下简称“《通知》”）和《中央文

化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财文资〔2013〕

6 号，以下简称“《规则》”）。

针对中央文化企业国有产权管理的要求及其所处

的文化行业特征，《通知》和《规则》在《企业国

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令第 3号，以下简称“《暂行

办法》”）的基础上，对中央文化企业国有产权交

易的审批权限、交易方式、场所、程序和相关主

体的法律责任等方面予以了明确，在转让公告、

提交资料、产权交易合同等方面结合文化企业特

点提出了要求，注重审核转让过程的合规性，细

化了交易流程，明确了交易过程的监管要求和管

理责任。

一、 《通知》及《规则》出台的背景

2009 年，为解决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后“出

资人缺位”的问题，中央决定由财政部代表国务

院履行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2011

年，财政部设立了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1 年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商务部、

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

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加强文化产权

交易和艺术品交易管理的意见》(中宣发〔2011〕

49 号，以下简称“《意见》”)，在规范整顿各地各

类文交所并加强艺术品交易管理的背景下，提出

国家重点支持上海和深圳设立文化产权交易所作

为试点进行文化产权交易方式探索，中央文化企

业国有产权转让须在上海和深圳两个文化产权交

易所挂牌交易，并鼓励各地文化企业国有产权进

入上海和深圳两个文化产权交易所交易。

2012 年 12 月 22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

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文资[2012]16 号）及《关于印发<中

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文资[2012]16 号），确立了中央文化企业国有

资产产权登记、评估的基本管理制度。

随着我国文化产权交易的蓬勃兴起，亟需制定相

应的制度引导其规范发展。在上述中央文化企业

国有资产监管主体、交易场所、产权登记、资产

评估等制度陆续建立后，制定中央文化企业国有

资产交易管理制度的条件基本成熟，《通知》和《规

则》的出台，确立了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交易

的基本管理制度，奠定了整个中央文化企业国有

资产管理制度中最核心、最有价值的基石。

二、 《通知》及《规则》的特色要点

《通知》及《规则》的主要制定依据为《暂行办

法》，与《暂行办法》、《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

则》（国资发产权[2009]120 号）相比，《通知》及

《规则》建立的中央文化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管理

制度主要体现出如下特点：

1. 明确界定重要子企业的概念

《暂行办法》对所出资企业重要子企业的国有产

权转让批准权限作出了区别于一般子企业的规

定，但并未明确“重要子企业”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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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往往需要个案沟通，导致时间成本及沟通

成本的增加，且个案中把握尺度宽严不一。为使

相关规定更具可操作性，《通知》明确界定了中央

文化企业重要子企业的范围，即“中央文化企业

直接管理和控制、资产总额和利润总额占本企业

比例超过 30%的重要子企业”，对重要子企业的资

产总额及利润总额占比提出明确要求，并排除了

中央文化企业间接持股的子企业。《通知》要求符

合上述条件的重要子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事项应

当报财政部批准，其他的子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

事项则由所出资企业自行决定。

我们理解，在适用《通知》关于重要子企业的上

述标准时，需根据中央文化企业对子企业的持股

比例、在董事会所占席位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构

成“直接管理和控制”。此外，鉴于该标准并未明

确判断资产、利润比例指标的时点以及相关数据

是否应为合并报表数据、是否须经审计，在适用

时仍需提前与财政部门进行沟通。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与《暂行办法》关于重要

子企业的哪些国有产权转让事项需报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的规定有所区别。《暂行办法》仅

要求重要子企业的“重大国有产权转让事项”应

当报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会签财政部门后

批准，而《通知》则不再区分国有产权转让事项

是否“重大”，一律要求经财政部批准，从这点而

言，《通知》作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

2. 对交易方式和场所的要求更加严格

对于国有产权交易的方式，《通知》规定以进场交

易为原则，协议转让为例外。《通知》规定“中央

文化企业在本企业内部实施资产重组，拟直接采

取协议方式转让国有产权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应

为中央文化企业或其全资境内子企业”，意味着若

受让方为中央文化企业非全资控股企业或境外子

企业，则无法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在对协议

转让的适用条件作出更严格规定的同时，《通知》

要求“协议转让事项由中央文化企业负责依法决

定或批准，同时抄报财政部”，将更多的自主权交

给中央文化企业。此外，《通知》还对协议转让的

价格作出限制规定，要求转让价格应以资产评估

或审计报告确认的净资产值为基准确定，且不得

低于经评估或审计的净资产值。

就交易场所而言，《暂行办法》要求相关国有产权

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

行，并规定可在具备相关基本条件的产权交易机

构中进行选择。而《通知》则沿袭《意见》的相

关规定，要求中央文化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应在上

海和深圳两个文化产权交易所进行。

3. 关于管理层作为国有文化企业产权受让方

的态度似有变化

《暂行办法》未明确管理层是否可以作为国有产

权的受让方，目前关于管理层受让企业国有产权

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财政部发布并于 2005 年 4 月 11 日起实施的

《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国资发

产权[2005]78 号）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发布并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起实施的《关于

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国资发改

革[2008]139 号）。此外，《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

规则》规定，管理层及其关联方拟参与受让国有

产权的，转让方应当在产权转让公告中披露其目

前持有转让标的企业的股权比例、拟参与受让国

有产权的人员或者公司名单、拟受让比例等。

据悉，此前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对国

有文化企业管理层参与受让国有产权持保留意

见，而这次财政部发布的《规则》增加了关于管

理层及其关联方作为受让方的信息披露要求，是

否意味着文化企业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关于管理层

持股的态度转变，则还有待观察。

4. 对产权转让公告披露作出特别要求

基于文化企业产权交易的行业特征，《规则》在产

权转让公告披露方面作出了一些特殊规定，主要

包括：（1）针对版权资产等无形资产是文化企业

核心资产的特点，《规则》规定产权转让公告中须

专项披露标的企业著作权等无形资产基本状况及

其评估值，这将有助于意向受让方更准确地判断

转让标的企业对意向受让方的价值；（2）转让标

的企业为文化企业的，转让方应当根据文化行业

准入要求，在产权转让公告中明确提出受让方条

件，在文交所依照准入要求严格把关意向受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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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资格审核的前提下，将有助于确保产权交易

的实现不违反文化产业准入相关规定；（3）就公

告产权转让信息的报刊，除可以选择经济、金融

类报刊外，文交所还可以选择文化类报刊，而在

文化类报刊公告产权转让信息将可促使相关交易

信息有效地到达更多潜在的文化企业产权意向受

让方。

5. 规定了对交易资金的支付要求

在交易保证金方面，《规则》增加了关于交易保证

金设定比例的限制，要求设定的交易保证金一般

不超过转让标的挂牌价的 30%。在交易资金结算方

面，《规则》在付款方式及期限方面要求转让价款

原则上应一次性收取，仅在金额较大、一次付清

确有困难的情况下可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并限制

最长交付期限不超过 1年。

三、 评述

《通知》和《规则》的出台，有利于加强中央文

化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和交易的管理，促进国有文

化资产合理流动，防止企业国有文化资产流失，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且《通知》和《规则》

所确定的交易制度很有可能成为地方文化产权交

易制度的范本。

《通知》并未明确规定其适用范围，中央非文化

企业的文化类下属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是否需适用

《通知》和《规则》尚需征求相关主管部门的意

见。此外在如何规范管理层参与受让国有文化企

业产权方面，我们仍期望文化主管部门能走出更

积极的一步。对于《通知》和《规则》中相对模

糊的规定在实践中将如何操作，还有待在日后的

国有文化产权交易中进一步观察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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