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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新世纪新阶段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文化市场日趋繁荣, 文化基础设施逐步建立, 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群众文化

生活越来越丰富。但也要看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愈益发展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文化体制

方面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如文化事业结构不合理、文化产业布局散滥的现象比较

严重, 许多文化单位活力不足, 缺乏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 单纯依靠政府投入而不讲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问题比较突出, 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 简单沿用计划经济或机械照办市场经济的

观念和做法办文化、管文化的现象大量存在, 该保护和扶持的得不到保护和扶持, 该淘汰的不能被淘汰, 

该管制的没有完全管制好; 文化执法环节薄弱, 盗版侵权严重, 文化垃圾屡禁不止, 严重干扰着文化市场

秩序。尤其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 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

础、体制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体制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 

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 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环境不相适应, 与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的趋势不相适应。在机遇与挑战并存

的历史条件下, 必须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 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 充分认识深化文

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际,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任

务是: 以发展为主题, 以改革为动力,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 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 完善

文化法律法规体系, 强化政府文化管理和服务职能, 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形成富有效

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 增强文化事业单位的活力, 提高文化企业的竞争力; 形成以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文化领域的主导作用, 调动全社

会力量积极参与文化建设; 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

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形成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积极应用先进科技

手段, 推进文化内容创新, 使原创性文化产品在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 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

来有益文化,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 进一步提升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国际影响力和

竞争力。 

为实现这一目标, 一是要科学制订和实施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 理顺党委、政府和文化企事业

单位的关系, 改善对文化的宏观管理。坚持党管方向、党管干部、党管重大事项决策, 从政治上、思想

上、组织上加强对文化工作的指导。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企事分开的原则, 转变政府职能, 从经

办文化事业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 把主要精力转到定政策、作规划、抓监管上来。建立党委领导、

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 建立职责明确、反应灵敏、运转有序、

统一高效的文化宏观调控体系。二是加强文化法制建设, 抓紧制定和完善促进改革开放、规范市场秩

序、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维护公民文化权利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做好与有关国际规则

相衔接的法律法规修订, 提高文化执法水平。三是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加强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建

 



设, 完善现代文化流通体制, 建立文化市场中介机构和行业组织, 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四是深化文化企

事业单位内部改革, 规范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制, 推进国有文化企业的公司制改造, 加强对文化事业单

位剥离企业的监管, 着力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 激发文化企事业单位发展的活力, 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 

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 文化领域的行业、单位的特性有很大差异, 因而文化体制改革特

别要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原则, 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党的十七大报告

提出: “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 加大投入力度, 加强社区

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 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

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 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 繁荣文化市场, 增强国际竞争力。”④

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根本任务是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现人文关怀, 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文化需

求。要坚持以政府为主导, 鼓励社会参与, 贯彻“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方针, 

最大限度地发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社会效益。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根本任务是繁荣文化市场, 满足人民

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文化需求。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贯彻“创新主体、转换机制、面向

市场、壮大实力”的方针,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力量做大做强文化产业。要着力在重塑市场主体、完善

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健全政策法规、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管理等关键环节上取得新的突

破。要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结合起来, 积极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 培育新的文化业态, 

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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