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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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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栏语： 

  随着全球文化发展战略的兴起，政府利用文化政策对文化发展相关的社会公私行为作出有选择性的约束和

指引以促进文化发展，是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普遍选择。1996年，联合国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题为

《我们创造性的多样性》的报告，开始将治理概念延伸到文化发展的讨论中。本栏目旨在立足本地实践，在全

球视野下力求用专业知识解决文化发展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以积极的姿态介入政府政策议程的评议和构建，

从而发挥文化政策学科知识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责任。希望各界专家学者予以关注，并欢迎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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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政治文明的成熟和公民社会的兴起，西方政治学家、公共管理学家和经

济学家赋予“治理”以崭新的含义，从而远远超越了其传统意义。 

  治理理论的界定及社会功能 

  关于“治理”的界定，学术界有许多解释。美国学者、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瑙在其

代表作《没有政府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文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该机

制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台湾学者王志弘指出，“某种程度上，对‘治理’的定义是个迟来

的承认，因为复杂社会体系的整合和社会发展的操控，从来就不是国家责任，而总是涉及各种国家和非国家行

动者” 。 

  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很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它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对

“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

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正式制度和规

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公共管理的方法，是在对政府、公民社会与市场的反思及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中产生

的。治理理论不单单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更重要的是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合作和互

动，寻求一种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达到公共事务得以“善治”的方式。简而言之，治理即是各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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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 

  从“文化”到“文化治理”  

  据此，“文化治理”可视为将“文化”理念与“治理”理念相结合，来处理公共文化事务，进行公共文化

决策，配置文化资源与权力的过程；同时，“文化治理”也可以理解为在这一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力量博弈形

成的一种复杂的“自组织”关系。 

  “文化治理”理念的形成，与“领域分化”即“文化”逐渐成为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关——现代社

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和现代化的全面推进，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政教分离”，人类社会分化

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文化，逐渐从一个从属的、不够独立的（往往与政治领域“重合”，并受制于

经济领域）领域，分化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 

  正是这种独立性，使得文化需求、文化权利日益凸显，文化行业得以发展，文化的公共事务日益繁多，对

文化领域进行管理成为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需求。 

  “文化治理”理念的形成也与现代社会文化政治关系的发展及对其认识的深化相关。人类社会的文化与政

治之间，一直有着复杂的关系，人们对这一关系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一般而言，作为人类文明

的重要组成，文化既是人类行动与思想的产物，又反过来塑造着人类的行动与思想，而政治则被视为控制人类

命运的一种活动。但是，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文化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可能陷入一个统治和反抗的过程并成

为政治斗争的场域，从而具有了政治的性质和功能，成为一种所谓的“文化的政治”。当代社会，文化与政治

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进一步加强，文化已不只是解决政治争论的一种途径，而经常是政治冲突本身的重要组成，

由此形成一种“文化政治”（单世联：《文化、政治与文化政治》）。换言之，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文化可

视为一个交错着权力、资源、认同、意义和真理等的争夺场域，“文化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治理”引发革命性转变 

  “文化治理”理念及其实践，为传统的文化管理和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转变，这一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 

  一是“文化治理”者（政府、其他公共机构）与“文化权利”拥有者（公民社会、个人）形成多元的互动

关系，使得文化资源配置、文化权力分配关系日益复杂化，以及文化意义诠释、文化审美观念日益多元化。 

  二是“文化”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进一步获得关注，并在文化管理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直接影响文化制

度的设计、文化体制机制的选择与安排等一系列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文化治理”成为观察和分析当代文化

管理与政策发展乃至具体到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的一个绝佳视角。 

  （作者单位：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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