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走进春天里，改革步入“深水区”

改革越深入
越需要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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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制改革

推进表

在党的十七

届六中全会讨论

审议有关文化体

制 改 革 文 件 之

后，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逐渐成为

共识。

在 此 背 景

下，文化大发展

的契机到来，深

化文化体制改革

成为不可逆的历

史必然。然而，文

化的探索和发展

有着什么样的自

身规律？文化体

制改革进入“深

水区”后面临何

种挑战？其改革

前景如何？

文化自觉

成社会公识

改革的新航程始自党的十六
大。十年前的这次大会上，明确提出
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的战略决策，这意味着我国的文化
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那时，一条清晰的改革脉络
逐渐形成。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要求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放到更加
突出的位置。同年三月，全国文化体
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改革由点到
面逐步铺开。2009年8月，在南京召
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
标志着改革全面展开。随后，文化产
业发展被上升为国家战略。2011年
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题讨
论文化发展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

“从十六大以来，特别是从十
七大以后，中央在文化建设、文化
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出台了很
多文件，有关理论也相当雄厚。”中
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接受媒
体采访时称，从最初的为了满足人
民生活需要、促进社会发展，到后
来逐步强调文化软实力，把文化作
为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来看，现在又
提升到民族复兴的角度来认识。

“文化自觉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他说。

一条逐步

完善的路径

改革路径的设计并非一帆风
顺。改革中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
节点，就是党的十六大对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的概念划分。

“可以说，这种划分厘清了长期
以来困扰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
性问题。”有专家认为，这是文化体
制改革在思想认识和改革实践两方

面取得的重大突破。
另一方面，在改革的总体方案

制定中，就文化的管理体制、文化生
产经营体制、文化法制建设、文化市
场培育等问题做了全面部署。

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说，文化
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积累
了宝贵经验。“一是坚持一手抓公益
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
业。二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
统一。三是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
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确保改革
积极稳妥推进。四是坚持以人为本，
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把维护职工权
益摆在突出位置，妥善解决社会保
障衔接、人员分流安置等问题。”

根据已公布的改革方案，围绕
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六条推动改
革的主要路径出现，分别为：“推进
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化文化企
业改革”、“加快文化领域结构调
整”、“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健
全宏观管理体制”、“加强对文化体
制改革工作的领导”。

一个不得不

面对的“瓶颈”

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区提
出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有些省
市的文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甚至达到7%。
文化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

更为复杂、更为系统，无疑需要诸多
的配套政策和条件。另外，文化体制
改革起步较晚，传统体制还没有完
全退出历史舞台，官办不分、政企不
分、政资不分等弊端依然影响巨大。

改革进入“深水区”，遇到了不
得不面对的“瓶颈”。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首先要解
决的两大障碍问题，一个是文化体
制中的条块分割，另外一个则是要
让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中
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主任齐勇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坦言，企业活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
来。因此，他认为，首先要解决文化
体制中的条块分割，只有解决了这
个问题，才能更好地整合资源。

目前，我国的文化企业规模较
小，市场成熟度不够高，民营资本的
进入也远远不够，“国有垄断必须最
终打破，这方面的改革还要继续深
化。”齐勇峰表示，我国文化企业的
跨行业并购困难重重，其原因多方
面，也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不彻底
的表现。

文化践行的呼唤

据最新统计，中央各部门各单
位出版社体制改革任务如期完成，

全国出版发行、电影电视剧制作等
领域基本完成全行业转制，全国文
化系统承担改革任务的2102家国有
文艺院团中，已有2061家完成改革
任务，完成率达98%，非时政类报刊
完成转制1600多家，22个省区市实
现省内广电传输网络整合。全国共
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4000多
家，核销事业编制18万个以上。

按照改革既定的任务书、时间
表、线路图，党的十八大之前，文化
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基本完
成。但依然有专家指出，目前文化市
场体系改革和发育迟缓，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之间的界定不够清晰，
国家文化宏观管理和监管体制的改
革进展缓慢，另外国有经营性文化
资产管理、监督和运营机制的改革

基本没有实质性进展。
“应该说文化还没有从宣传形态

中解放出来，这样的体制改革很多时
候只是流于形式，造成资源消耗。”有
专家坦言。

呼唤脚踏实地的文化践行成为
社会需求。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目
标不是表面的形象工程，而是让文
化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追求。

“要实现这一目的，要害依然是体制
和机制的改革。改革越是深入，越是
需要更多胆识。”上述专家称。

齐勇峰也表示，随着改革的深
入探索，给综合配置和顶层设计都
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还需要从文
化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政治
体制等几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

本报记者 郭静

10月20日，上海国际艺术节周周演活动。CFP供图

文化体制改革政策让更多的老百姓受惠。（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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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3年底，国务院印
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
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试行)》
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
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
的规定(试行)》两个规定。

2、2006年 1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
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3、2009年8月14日，全国
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在
江苏南京召开。标志着改革全
面展开，出版、发行、电影、文
化市场管理等领域的改革，进
入决定性阶段。

4、2009年9月，《文化产业
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

5、2011年10月，党的十七
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
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
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
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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