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刘志奇刘志奇 董庆森董庆森 张张 虎虎 管培利管培利 美美 编编 夏夏 一一 高高 妍妍

作为我国全方位改革的重

要组成部分，文化体制改革已

取得重大突破和阶段性成果。

然而，改革无穷期，党的十八

届 三 中 全 会 《决 定》 告 诉 我

们 ， 胸 怀 伟 大 而 多 彩 的 中 国

梦，今日的中国文化发展大道

上，可谓“青山欲共高人语，

联翩万马来无数”。

是的，对于文化建设，我

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们要

完善文化管理体制，要建立健

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要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要

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但是，因

为华夏大地东西南北天赋人文

之大不同，因为五千年文明根

基之深厚丰富，更因为后发的

原因，所以，在很多领域、很

多区域、很多具体的事情上，

体制机制对文化发展构成制约。

怎么办？《决定》 明确了前

进的路径，要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 强 国 ， 增 强 国 家 文 化 软 实

力，就要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

新。各地的实践也证明，文化

创新可以有效地挖掘丰富的文

化资源，让一切文化源泉得以

充分涌流；文化创新能够以立

带破，以相对低的社会成本突

破某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固

有框架；文化创新可以对区域

和产业进行有机整合，从而创

造出新的文化产业集群，更为

传统产业添加附加值；文化创

新可以创造出多层面的就业岗

位，从而让各方人力资源得以

物尽其用；文化创新当然最终

表现为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

中国文化产品。

当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

内容，文化建设的创新需要政

府引导与鼓励。引导鼓励那种

心中装着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与

消费水平的创新，引导鼓励那

些能挖掘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创新，引导鼓励那些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创新。

记者：《决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在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方面如何体现？

金元浦：过去 10 年，我国的文化市场体系还不够
完善，存在着政府干预过多，监管不到位，甚至权钱交
易、腐败等问题。《决定》的重大突破在于强调建设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
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
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
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非公有制文化企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一支重要
力量。《决定》 特别强调了给民营企业、各种形式的
非公企业的发展以更好的环境，更低的门槛，积极
鼓励社会资本、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各个领
域，不仅允许和鼓励它们在电影电视拍摄等领域继
续发挥作用，还要允许它们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
版等领域，允许它们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
机构、文艺院团的改制经营。

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鼓励金融资
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扩
大政府文化资助和文化采购，加强版权保护。健全文化

产品评价体系，改革评奖制度，推出更多文化精品。
《决定》强调，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

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
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
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
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
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
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要尊重经济规律、
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

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文化企
业、文化产品也将融入全球化市场竞争。《决定》 强
调要进一步提高文化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对外文
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为此，我们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加强
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传播弘扬，理顺内宣外
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鼓励社
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
建设，积极承担人文交流项目。另一方面要从国际
市场出发，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培育一
批外向型的文化跨国企业，作为国家队，参与全球
文化市场的红海竞争。

文化体制机制创新：

新 思 路 新 突 破
——访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

本报记者 金 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对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作出新的
重大战略部署，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加快

文化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如何看待《决定》中对文化体制机制

创新的要求和部署，认识文化体制机制创
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何进一步深化文

化改革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
研究所所长金元浦教授认为，一定要牢牢
把握住激活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这个中心
环节。

记者：《决定》对于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做了全

面系统阐述，如何看待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程

中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重大意义？

金元浦：《决定》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
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提出了一系
列创新性的观点。

《决定》提出以激活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
环节。以往提法是将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作为中心
环节，包括推动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降低门槛
吸引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新提法体现了新一
届领导全面改革，希望动员一切积极要素，来激活全
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为新一轮改革集聚不竭动力。

记者：《决定》对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

营机制有哪些新的思想？

金元浦：《决定》 对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
产经营机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在“管”字上下功

夫，以制度管人。规范管理的方式、内容和重点：
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
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
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

《决定》的一个重要突破是肯定了建立党委和政
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
产管导向相统一的管理方式。在过去 10 年改革的推
进方式上，以行政推动为主，自上而下地采取了政府
决策，政府推动，甚至直接介入，直接办文化企业的方
式，致使企业行政色彩浓厚，市场主体地位难以确
定。随着国有文化单位的分类改革基本完成，如何推
动国有文化企业加快公司制改造，真正成为市场主
体，成为改革全面深化的难点。如何从过去以行政推
动为主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要
发挥推动作用。要在国有文化企业进行产权改革，将
出资人制度与主管主办制度相衔接，基本途径是推动
政资分离、政企分开和管办分开，使国有文化企业从
原来的行政附属物，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记者：《决定》对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哪

些新的举措？将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

金元浦：《决定》提出建立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其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体制机制的创新，包括引入
市场机制鼓励文化产品创新，激发文化企业活力和人
民群众的创作活力等，进而有效带动公共文化服务内
容的创新。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包括非常丰富的内涵。如现
阶段的先进文化理论研究、文艺精品创作服务、文化
知识传授服务、文化传播服务、文化娱乐服务、文化传
承服务等多个方面。其中，先进文化理论研究服务体
系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引导性意义，

其余则具有更多的实践性和功能性。
《决定》 此次进一步明确了不同文化事业单位功

能定位，要求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了绩效考核
机制。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
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
界群众参与管理。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推动
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在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时主要负责提供基本的公共
文化服务，而不是所有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超出
基本文化需求的服务，特殊的、高档的、流行的需
求，公民可以通过文化市场获得。

创新无止境
隋明梅

为文化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作为文化传媒互联网方向专业投资人，我们最关注文化产业

的政策趋势和投资机会。《决定》提到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
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我们认为这将为推动国有经营
性文化单位特别是新闻单位转制为企业，以及民营工作室和民间
力量加入出版、广播电视非新闻节目制作提供制度保障。明确了
政策边界，投资机构将大胆参与到文化产业的投融资和发展中。

——复星文化产业集团董事总经理 钱中华

用原创精品赢得世界尊重用原创精品赢得世界尊重
文化产品是创造创新活力的体现，仅有数量是不够的，更需要

注重质量。我们必须沉下心，坚持打造原创精品，才能真正与全球
接轨，参与国际竞争，传递优秀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赢得世界
的尊重。健全的现代文化市场环境有利于激发全社会的创作热
情，让更多原创文化精品脱颖而出。

——北京青青树动漫科技有限公司CEO 武寒青

引入市场机制鼓励文化创新
《决定》提出，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里面一个重

点就是体制机制的创新。公共服务里最主要的是构建政府与市场
体制良性的关系，尤其是政府的责任与市场机制衔接的问题，通过
互相补位实现体制有效的衔接。从内容上讲，老百姓需求是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出发点，因此需要引入市场机制鼓励文化创新，把
企业调动起来，通过他们的创新来带动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创新。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清华大
学副教授 杨永恒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指兼具时代性、创

新性和开放性特征，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体制、运行机制的总称。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以塑造时代精神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目标，以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为基础，以文化
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为驱动力，要求进一步实现
政府职能转变，以政府政策和公共财政为支撑、以
公共文化机构为建设主体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
资源配置和多元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科学运用
现代传播方式，努力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多元参与
的发展格局。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是实现城乡文

化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
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

特殊管理股制度
特殊管理股制度是鼓励国有文化企业进

行股权创新，推进国有上市文化企业优化股
权结构，以吸引更多文化领域战略投资者的
创新探索。设置特殊管理股是通过特殊股权
结构设计，使创始人股东（原始股东）在股份
制改造和融资过程中，有效防止恶意收购，并
始终保有最大决策权和控制权。

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明
确适合、适当的服务标准，制定和实施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做到
扩大覆盖、消除盲点、完善服务、改进管理。
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行“菜单式”服
务，变“我给你接”为“你需我送”，推动文化惠
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真正把公
共文化服务的选择权和评价权交给群众。

（本报记者 金 晶整理）

11 月 20 日，第一届中国国际马戏节开幕式在广东

珠海横琴新区举行。近年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文化

交流，成果丰硕。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11 月 19 日，江西崇义县文化馆演职人员在阳岭国

家森林公园表演。近年来，很多地区实现了特色文化

与旅游互动相融发展。 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摄

11 月 19 日，江西崇义县文化馆演职人员在阳岭国

家森林公园表演。近年来，很多地区实现了特色文化

与旅游互动相融发展。 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摄

随着国有文化单位的分类改革基本

完成，如何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加快公司

制改造，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成为改革

全面深化的难点。如何从过去以行政推

动为主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国有资产

出资人机构要发挥推动作用。要在国有

文化企业进行产权改革，将出资人制度

与主管主办制度相衔接

《决定》 强调给民营企业、各种形

式的非公企业的发展以更好的环境、更

低的门槛，积极鼓励社会资本、民间资

本进入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不仅允许

和鼓励它们在电影电视拍摄等领域继续

发挥作用，还要允许它们参与对外出

版、网络出版等领域，允许它们以控股

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

的改制经营

要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

组织。政府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时

主要负责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而

不是所有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