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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中 国 文化 治 理 的 生 成泛 辑 与

维皮建构

复旦大学 唐 亚林

［ 内容提要］ 文化治理作为现代 国 家治 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 ， 开始全 面嵌

入并 引 领 当代 中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历 史进程 。 改革开放三十 多 年的 时

间 里 ， 由
“

发展才是硬道理
”

所建构 的 当代 中 国 国 家现代化发展模式 ， 塑造 了 文

化发展服务于 经济发展的
“

文化搭 台 、 经济唱 戏
”

的尴尬 角 色 与 夹缝命运 。 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发展战略的确 立 ，推动 了 文化发展从
“

失位
”

向
“

复位
”

的 回归
，

并推动 了 文化治理从
“

搭台 逻辑
”

向
“

阵地逻辑
”

的转型 。 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指导的文化 治理的 主体性建构 ，

一 方 面立基于几千年 以来 中 华 民族 的基本

需求与 精神信仰 ， 另
一 方 面是一个 包括主体建构 、 内容建构 、体制 建构 、机制 建

构在 内 的复合 内 容体 系 。 由 中 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 、制 度而综合奠定的

文化 自 信 ，将为 当代中 国 的文化治理与 文化强 国 建设拓展全新的发展空 间 。

［关键词 ］ 文化治理
；
现代化发展模式 ； 生成逻辑 ； 维度建构 ； 文化 自 信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１ 月 ， 中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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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目标进行定位 ， 这就是
“

完善和发

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由此 ， 当

代中 国开启 了将国家治理全面引人 当代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

程 ，并将国家治理所作用的领域全面拓展至政府治理领域 、市场治理领域 、社

会治理领域 、文化治理领域 、生态治理领域 、 司法治理领域 、 国家安全治理领文

域 、军队治理领域 、共产党党内 治理领域等范畴 。

？这其中 ， 有效的政府治理 、 ￥
理
与

① 唐 亚林 ： 《 国家治理在 中国 的登场及其方 法论价 值 》 ， 《复 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２ ０ １ ４ 年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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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的市场治理 、有德的文化治理 、 有序的社会治理是引领国家治理诸多作用

领域的关键性要素 ， 而有德 的文化治理则起着把这些关键性要素有机地整合

在一起的独特作用 ，并形成 了推动当代中 国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独特动力机制 。

正因为文化治理起到了打通并引 领国 家治理诸多领域的独特作用 ， 十八

大报告特别强调
“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 是人 民 的精神家园 。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 兴起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发挥文化引领风尚 、教育人民 、服

务社会 、推动发展的作用
”

。
①文化治理除了 对

一

国 国 民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巨

大的促进作用 ，而且还对同
一发展模式在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应用 ，产生深

刻的影响 ，进而产生决然不同 的后 果 ：

“

为什么理想社会发展模式与现实之间

出现 了如此大的反差 ，并且这种反差在不断扩大呢？ 答案要从文化中去寻找 。

所有 民族的所有文化都 由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设置的控制机制构成 。 构

成各种社会文化的社会标准被认为增强了社会的结合和生存 。 因此 ，通常体

现在诸文化中的社会标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繁衍以保证种族的永存 ，最大限

度地生产 以 保证经 济 的维持 ， 最 大 限度地 加强军事 力 量 以保证实 际 的

生存 。

”②

因此 ，文化治理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方面可以为以 国家

为代表的各类共同体提供基本的价值规范 和行为模式 ， 另一方面可 以为共同

体成员构建
“

安身立命
”

的价值基础 ， 以及
“

心有所寄 、 心有所安
”

的心 灵秩序 ，

从而为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运行奠定根本的秩序基础 。

一

、

“

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
”

： 现代化进程 中文化发展

的尴尬角色与夹缝命运

１
． 文化发展的尴尬角色

新中 国成立以后 ，为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发展面貌 ， 当代中国走上了优先

发展重工业 、全面建立独立 自 主的工业体系为导向 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 改革

开放 以后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转型与确立 ，

直接推动了当代中 国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呈现出鲜 明的经济业绩优位的发展

① 十八 大报告文件起草组 ： 《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 》 ，人 民 出版社 ２ ０ １ ２ 年版 ，第 ３ １ 页 。

②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
《全 球通史

——从 史前 史到 ２ １ 世 纪 》
，
吴象 婴等 译 ， 北 京大学 出版社

２ ００６ 年版 ，第 ７ ９ 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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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２３

特征 ， 即 以国 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高速增长为导 向 的发展型政府成为推动现代

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当代 中 国文化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

呈现出独特的阶段性
“

跛脚效应
”

。

一

般来说 ， 现代化进程是
一

个包括经济领域的工业化 、政治领域的 民 主

化 、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等多 面向发展维度 的互动

过程 。

①但是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年代至 ２ １ 世纪头 １ ０ 年将近三十年的发展 时间段

里 ， 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首先让当代 中 国现代化进程的多面 向发展维度呈现

不平衡的特点 ， 即经济领域的工业化长期占据主导位置 ，
呈现

“
一

边倒
”

的发展

态势 ； 其次 ， 由 于思想认识的时代限制 ，现代化进程的多 面向发展维度被压缩

为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大发展维度的话语表达 ；第三 ，在推进物质

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过程中 ， 出现了
“
一条腿长 、

一条腿短
”

的

不平衡状况 ，或者说
“
一手硬 、

一手软
”

的发展格局 ；
最后 ， 在精神文 明建设领

域 ，其基本内涵更多地被压缩为思想意识形态教育 ， 忽视了对广大民众 日 益增

长的公共文化服务与产 品需求的有效提供与满足 。

１ ９８９ 年政治风波发生后 ，邓小平在检讨过往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时 ，特别强调
“

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 ，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

抓得不够 ，教育发展不够
”

？
， 就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改革 开放 以来当代 中国 文

化发展的狭窄 内涵式角色定位之写照 。 而在许多地方官员 的眼里 ，

“

文化发

展
”

难以用量化指标来衡量的
“

软性
”

特征 ，
以及难 以通过

“

看得见摸得着
”

的绩

效方式直观表达的
“

隐性
”

特点 ，让文化发展
“

说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 ，忙起来

不要
”

。 由此 ，也把文化发展的尴尬角色暴露无遗 ， 即文化发展相对于经济发

展 、社会稳定 、政绩塑造等硬性指标来说 ，始终处于
“

可有可无
”

的工具化角色

之境地 。

２
． 文化发展的夹缝命运

虽然文化发展在现实生活 中往往被以经济工作为主导 的其他工作所取

代 ，但在各地推进以招商引 资为核心的经济工作的过程 中 ，基于各地风景名

胜 、历史人物 、 自然矿产 资源 、 风土人情 、 神话传说等而开掘 的各类文化资源
“

大戏
”

，却成为各地争相打造的
一

张张屡试不爽的
“

名 片
”

， 而且还美其名 曰

“

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
”

。％

于是 ，文化发展的独特经济性功能在各地争相上演的
“

文化搭台 、经济唱￥

理
与

① ［美 ］西里 尔 ？Ｅ
． 布莱克 ： 《 比较现代化 》 ，杨豫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 ９ ９ ６ 年版 ，第 ７ 页 。｜

② 《邓小平 文选 》第 ３ 卷 ，人民出版社 １ ９ ９ ３年 版 ，第 ２ ８７ 页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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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
”

的大戏中 ，得到淋漓尽致的开发 。 每到春暖花开时节 ，各类桃花节 、梨花

节 、櫻花节等纷纷上演 ；

一

到夏秋之交 ， 各种收获果实的特色 品牌节庆活动纷

纷出笼 ，乃至高价邀请明 星歌星助阵演出 ，成为家常便饭 。 为 了争夺老子故

里 、西施 出生地 、诸葛亮出 生地 、 梁祝故事发生地等
“

名 人故里
”

， 各地奇招频

出 ，乃至伪造信史 ， 目的都是为了扩大 当地影响 ，

“

筑 （文化 ）巢 引 （经济 ）凤
”

。

至于如炎黄帝祭祀大典 、孔子祭祀大典则是高官云集 、宾客盈门 。

这种借助各地特色文化品牌而打造的各种招商引 资活动 ， 其基本结局就

是文化作为
“
一

次性消费品
”

，

“

用过即扔
”

，大多是
“

轰轰烈烈地开场 ，悄没声息

地收场
”

，甚至建筑 了大量的
“

三国城
” “

水浒城
”“

鬼城
”

等 ，既劳命又伤财 。 恰

恰基于各地地方特色文化的戏剧 、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有效保护和继承 ，不

断衰亡和消失 ，更谈不上对民俗 民风 、
民情 民意的教育 、塑造与 回应 。

二
、 阵地逻辑 ： 当代 中国文化治理的生成逻辑

１
． 文化发展从

“

失位
”

向
“

复位
”

的回归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代中 国现代化发展模式 ， 虽然助推了 当代 中 国在

改革 开放三十多年时间里很快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也导致文化发展

的
“

失位
”

现象 日 益加剧 。 文化发展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尴尬角色与夹缝命运 ，

导致文化发展本应具有的载体性功能 、工具性功能 、价值性功能的
“

三位
一

体
”

整体功能格局出现失衡状况 ，尤其是文化发展所独具的核心价值引领功能与

心灵秩序塑造功能 ， 日益受到物质消 费与金钱崇拜的侵扰 ，造成整个社会出现
“

核心价值观迷失
”

的现象 。

“

文化失位
”

现象在具体文化发展领域 ， 主要呈 现三大特征 ：

一

是以 文化

馆 、图 书馆 、博物馆 、文化站 、 电影院等核心的各类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得不

到有效的经费保障 ， 年久失修 ，功能荒废 ；
二是 以各类文化事业单位为主体的

文化发展主体力量 ，不仅人浮于事 ， 而且有
一

技之长的专业人员大量流失 ； 三

是以文化政策 、文化体制为核心的文化管理体制 ， 长期处于封闭保守的境地 ，

官本位意识浓厚 ，失去了对社会 民众文化需求的敏感识别与有效 回应的功能 。

面对文化发展长期
“

失位
”

状况 ，
２０１ １ 年 １０ 月 中共十六届七 中全会通过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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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 、增强国 家文化软实力 的战略高

度 ， 不仅强调 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明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
Ｅ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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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 ，文化建设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从指导思想 、奋斗 目标 、重要方针 、思想道德基

础 、基本文化权益 、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体制机制创新 、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党

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责任等方面进行全面而深人的部署 。 与此同 时 ， 各级党委

和政府部门相继出台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重要战略规划与建设举措 ，掀起 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 自

此 ， 当代中 国文化发展掀开了回归其战略地位的新篇章 。

２． 文化治理从
“

搭 台逻辑
”

向
“

阵地逻辑
”

的转型

在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 由 于人们对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当

代中 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认识出现 了偏差 ，导致文化发展出现服务于经济发

展的
“

文化搭台 ，
经济唱戏

”

之
“

搭台逻辑
”

，忽视了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问题 ，

更背离了文化治理的意识形态属性 ， 以致出现了
“

五重五轻
”

现象 ：

一

是重视文

化发展的经济效益问题 ，轻视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问题 ；
二是重视文化活动的

强身健体功能 ，轻视文化活动 的 国 民价值塑造功能 ；
三是重视文化产业的发

展 ，轻视文化服务的提供 ；
四是重视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 ，轻视文化的核心价

值引领 ；五是重视文化的管理手段的强化 ，轻视文化治理的体制机制再造 。

由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战略规划而推动 的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战

略 ，有力地扭转 了文化发展的
“

跛脚效应
”

局面 ， 推动了文化治理从
“

搭台逻辑
”

向
“

阵地逻辑
”

的转型 ，并且从多方面建构文化治理
“

阵地逻辑
”

的十大内容体

系 ： 第一 ，基本指导思想 ，即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全面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 。 第二 ，发展规划体系 ，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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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指 导下 ， 相继实施

《 国家
“

十二五
”

、

“

十三五
”

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并制定由文化部门具

体推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 》 。 第三 ，公益性平 台体系 ，即推进

以公共图书馆 、博物馆 、美术馆 、文化馆 （站 ）

“

三馆一站
”

为主体的公共文化公

益性平台建设 。 截至 ２０１ ４ 年底 ， 全 国共有文化馆 ３３ １ ３ 个 ，其 中省级馆 ３ １

个 、地市级馆 ３５ ４ 个 、县市级文化馆 ２９２８ 个 ， 乡镇 （街道 ）文化站 ４ １１ １ ０ 个 ， 全

国共有县以上独立建制的公共图书馆 ３１ １ ７ 个 。

？第 四 ，建设主体力量 ，即 由各

级公务员 队伍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社区工作者 、各类文化活动爱好者为核心 ．

的主体建设力量的正式形成 。 第五 ，实施工程体系 ， 即 以广播电视村村通工Ｉ

程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农家书屋建设工程为核心的ｉ
与

公

① 屈菡 ：
《公共文化建设迈人新阶段 》

，
《 中国文化报 》 ， ２ 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６ 日 。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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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惠民工程体系 。 第六 ，运作机制 ，即 以政府购买服务为核心的
“

菜单
”

式公共文化服务配送机制 。 第七 ，财政保障资金 ， 即成立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文化发展基金 。 第八 ，法律规范 ， 即 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２ 月 ２ ５ 日 ）通过的 《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 ， 自 ２０ １ ７ 年 ３ 月 １ 日 起施行 。 第九 ，协同发

展模式 ， 即形成文化资源 、文化资本 、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
“

四位一体
”

协同 发展

模式 。 第十 ，发 展格局 ， 即建构 党建 引 领下 的城 乡 公共文化服务
一

体化新

格局 。

三 、 文化主体性 ： 文化治理的维度建构

１． 文化治理的主体性实质来源

人类文明的演进 ，是由社会职能分工的细化而推动的社会控制机制 、 自 我

控制机制与国家控制机制三者 日 益交织与复合 ，并逐渐形成的特殊秩序的结

果 。 这种相互交织的秩序决定了历史变迁的行程 ，也是文明进程的基础 。

①毫

无疑问 ，文明 的进程是
一个

“

能去旧创新 、 有选择 、新陈代谢的过程
”

。
？而文明

体现在不同 的地域 ，并与不同的族群 的结合 ，产生了 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 ，经

过 以国家为核心的共同体的有机整合 ，便形成具有高度稳定性和 自 主性的价

值秩序 。 因此 ，费孝通把文化的 内涵界定为 ：

“

就是共同生活 的人群在长期 的

历史当 中逐渐形成并高度认同 的民族经验 ，包括政治 、文化 、意识形态 、价值观

念 、伦理准则 、社会理想 、生活习惯 、各种制度等 。 这是在千百年的历史中形成

的民族经验 ，具有相 当的稳定性 。

”？

当代中 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毫无疑问立基于几千年 以来 中华 民族的基

本需求与精神信仰 。 这种基本需求包括三个方面的 内 容 ，

一

是追求
“

丰衣 足

食 、安居乐业
”

的个体生存需求 ，
二是追求

“

出人相友 、守望相助
”

的社会交往需

求 ，三是追求
“

政通人和 、 国泰 民安
”

的 国家发展需求？ ；这种精神信仰鲜 明地

集 中于
一

点 ， 即对中华民族
“

多元
一

体格局
”

？的高度认同 。 这种基 于中华民

族的基本需求与精神信仰 的传统文化基 因 ，经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① ［德 ］诺．贝 特 ？ 埃 利亚斯 ： 《文明的进程 ： 文 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 的研究 》 ，王佩莉等译 ， 上

海译 文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第 ４ ４ ３ ４ ５ ８ 页 。

② 费孝通 ： 《中国文化的重建 》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２ ０ １ ４ 年版 ，第 ５９ 页 。

③ 费孝通 ： 《中国文化的重建 》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２ ０ １ ４ 年版 ，第 ５８ 页 。

④ 唐亚林 ：

《中国式 民主的 内涵重构 、话语叙事与发展方略 》 ， 《探索 与争鸣 》 ２ ０ １ ４ 年第 ６ 期 。

＿＿⑤ 费孝通 ： 《中国文化的重建 》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２ ０ １ ４ 年版 ，第 ２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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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一体化整合与创造性转化 ，形成了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

内容 ， 即十八大报告提出 的国家层面
“

富强 、 民主 、文明 、 和谐
”

之价值 ，社会层

面
“

自 由 、平等 、 公正 、法 治
”

之价值 ， 个体层面
“

爱 国 、 敬业 、诚信 、 友 善
”

之

价值 。
①

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的文化治理 ，体现了鲜 明的文化 自觉与文化

自信两大基本特征 ，进而型构 了文化的主体性实质 。 文化的主体性实质指的

是认识主体的
“

自 我认识 、 自我理解 、 自 我确信 、 自 我塑造 、 自 我实现 、 自 我超越

的生命运动 ，及其表现出来的种种特性 ，如 自 主性 、选择性和创造性等 ；它是认

识主体通过实践和反思而达到的存在状态和生命境界 ，展现了 生命活动 的深

度和广度 ，是生命 自觉的
一种哲学表达

”

。

？

２． 文化治理的主体性多维度建构

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主体性多维度建构 ， 是
一

个包括主体建构 、 内容建

构 、体制建构 、机制建构等在 内的复合 内容体系 。

（ １ ） 文化治理的主体建构

对于治理的维度分析 ，通常是采用三分框架 ，

一是治理的主体从传统的 国

家或政府为中心 ，走向了包括国家 （政府 ） 、企业 、非政府组织 、公民等多元主体

在 内的多中心治理主体体系 ；
二是治理的体制从传统的等级森严的科层制走

向了扁平化的网络体系 ；
三是治理的机制从传统的政府独家垄断走向 了 以参

与为核心的竞争机制 。

文化治理的主体性实质决定 了不能简单地套用治理的三分维度框架 ， 而

应该坚持认识主体所坚守与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地位 ，进而形成国家 （政府 ）主

导下的多元共治主体格局 。 具体到 当代中 国文化治理的主体建构 ，这是 由 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 ，社会主义国家 （政府 ）主导的 ，包括各类企业 、各类社会组织 、

所有公民有序参与的
“
一

体多元
”

主体格局 ，这也是 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根

本属性决定的 。 也就是说 ，任何偏离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

性的文化治理主体建构 ，必将导致文化治理的主体性实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

（２ ） 文化治理的 内容建构

传统上 ，人们通常把文化治理的内容建构局限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集中于传统的图书馆 、博物馆 、美术馆 、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而忽蒼

治

理

① 十八大报告 文件起 草组 ： 《 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 》
，
人民出 版社 ２ ０ １ ２ 年版

，第 ３２ 页
。ｆ

② 郭湛 ： 《主体性哲学 ： 人 的存在及 其 意义 》 （修 订版 ） ， 中 国人 民 大学 出 版社 ２ ０ １ １ 年 版 ， 第＃
２ ９ 页 。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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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了文化治理是
一

个既包括有形 的硬件建设又包括无形的软件建设的综合 内

容体系 。

作为文化治理的有形的硬件建设 ， 主要内容包括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体系 ，

通常以项 目建设的载体形态而呈现 ， 如包括 图书馆 、 博物馆 、文化站等在 内 的

公益性文化平台体系 ， 以及包括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等在内 的工程类文化项 目体系 ；作为文化治理的无形的软件建设 ，主要 内容包

括三个方面 ：

一

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意识形态体系建设 ，二是 以

文化传承与创新为核心的文化知识生产 与再生产体系建设 ， 三是 以文化发展

权利为核心 的公民文化权利体系建设 。

从当代 中国文化治理的内容建构的发展实际来看 ，最为重要的工作 ，是通

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 领 ， 以享受平等的公 民文化权利为保障 ，打通城乡

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的鸿沟 ，全力推进具有高度 自主性的文化知识生产与再生

产体系建设 ，从而为 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建构
“

心有所安 、心有所寄
”

的心灵

秩序 。

（ ３ ） 文化治理的体制建构

当代 中国文化治理的特殊性 ，除 了上文提到的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的意识形态体系建设属性外 ， 还体现在 由执政的 中 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

义国家的文化治理工作 。 中 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治理工作这一

质的规定性 ，首先决定了必须保证马克思 主义在文化治理工作 中的指导地位 ，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 ，掌握文化改革发展领导权 ，确保党对文化治理

工作的政治责任 ，形成党对社会主义 国家文化治理的领导体制 。 其次 ，要将文

化治理的党性与人 民性有机统
一

起来 ，形成党的宣传思想部 门与政府的文化

工作部门有机配合的党政二元治理体制 。 最后 ，根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特征 ，探索开创基于党建引领的公共文化建设新体制 ，尤其是开创基于城乡
一

体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新格局 。

（ ４ ） 文化治理的机制建构

一

般而论 ， 文化治理的机制建构 ，包括责任机制 、指导机制 、 财政机制 、平

台机制 、 整合机制 、购买机制 、竞争机制 、评估机制 、价值创造机制等 内容 。 责

任机制 ，是指文化治理由谁主管 、 由谁主办 ，就 由谁承担领导责任和主办责任 ；

指导机制 ，是指上级党委 、政府和部 门肩负着对下级党委 、政府和部 门在文化

治理方面的 日 常指导之责 ，以确保文化治理的正确发展方 向 ；财政机制 ，是指

通过设立专项预算和各类发展基金 ，对各级党委 、政府和部 门开展的文化治理

■ｆｅｙａ（ 第 ２４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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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提供资金支持和经费保障 ；平台机制 ，是指文化治理工作离不开各类文化

工程和文化项 目建设 ，需要搭建包括各类公益性文化平 台 ，开展各种公益性文

化活动 ， 以丰富人民群众的 日 常文化生活 ；整合机制 ，是指各级党委 、政府要不

断推进文化服务部门 、文化服务产品 、文化服务技术 、文化服务网络 四者的有

机对接 ，促进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 ，发展新型文化业态 ； 购买机制 ，主要

是指党委和政府通过灵活多样的
“

菜单式公共服务购买活动
”

，积极 回应和满

足人民群众 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竞争机制 ，是指在公共文化服务的生产

过程中 ，积极引人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 ， 推动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的分离 ，并

且实现公共服务生产的高效化 ；评估机制 ，是指通过 引人第三方评估等方式 ，

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多维角度 ，对基于公共财政的文化治理绩效 ，进行有

效评估 ，不断提升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价值创造机制 ， 是指充分发挥文

化资本的撬动与增值作用 ，推动文化资源 、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的
一

体化进程 ，

不断为社会公众 、企业 、政府和执政党创造实现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价值基础 。

结语 ： 以文化 自 信全面拓展 当代 中 国文化治理的新

空间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

是当代中 国文化治理的根本发展 目标 。 文化与生活密不可分 ，文化首先体现

为全体国 民的生活质量与道德素质的提升 。 文化治理要取得实效 ， 并获得高

度的认同 ，必须落到民众的 日 常生活中 ，并通过切实满足民众 日 益增长的文化

需求 ，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 这种持续发展的动力 ，

一方面来源于由 中 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与制度综合奠定的文化 自信的力量 ， 另
一

方面来源于文化

治理所建构的
“

以文化人 、 以文育人
”

的文化强国 的力量 。

因此 ，全面拓展 当代中 国文化治理的新空间 ，首先需要我们不断挖掘基于

几千年来中华 民族的基本需求与精神信仰的传统文化基因 ，并根据当今时代

人们集生产 、 生活 、生存 、生态和生命
“

五生
”

需求于一体的共 同体需求 ，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
一体化整合与创造性转化 ，成为引领当代中 国人

“

安身立

命
”

的文化自信的价值内核 ，建构当代 中 国文化治理的价值基础 。 其次 ，需要ｆ

我们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 ，用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

和精神文明成果 ，切实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需求 ，用不断ｔ

增长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来增强对文化 自信的认同度 ，建构当代 中 国文化治理ｆ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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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基础 。 最后 ，需要我们对 当代中 国文化治理所涉及的与贯通 的各治理

领域的体制机制进行全方位再造 ， 推动文化治理的多元治理与共享格局的尽

快形成 ，通过文化治理的主体建构 、内容建构 、体制建构与机制建构 ，释放文化

治理的活力 ，创设文化强国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建构当代 中国文化治理的

制度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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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ａ ｔ ｉｏｎｏｆｃ ｕｌ ｔｕ ｒａ 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ｃ ｅｎｉ ｃｌｏｇ ｉ ｃｔｏｐｏ ｓｉ ｔ ｉ ｏｎａ ｌ

ｌ ｏｇ
ｉ ｃ

．
Ｔｈ ｅｓｕ ｂ

ｊ
ｅ ｃｔ ｉｖ ｉ ｔｙｃｏｎｓｔ ｒｕ ｃｔ ｉｏｎｏｆｃｕｌ ｔ ｕ ｒａ ｌ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 ｃｅｗ ｉ ｔｈｔｈｅ
ｇｕ ｉｄ ａｎｃ 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ｏ ｃｉ ａ ｌ ｉ ｓ ｔ ｃｏｒｅｖａ ｌｕ ｅｓ ，ｃｏｍ 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 ｅｂａｓ ｉｃｎ ｅｅｄ ｓａｎｄｔ ｈｅｓ ｐ
ｉ ｒｉ ｔｕ ａ ｌｂｅ

？

ｌ ｉ ｅ ｆｏ ｆＣｈ ｉ ｎ ｅｓ ｅｅ ｔ ｈｎ ｉ ｃｐｅｏｐ ｌｅｓｆｏ ｒｔｈｏｕ ｓａｎｄ ｓｏ ｆｙ ｅａ ｒｓ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ｓ ｉ ｓｔ ｓｏｆｓ ｕｂｊ ｅｃ ｔｃｏｎｓ ｔ ｒｕｃ ｔｉｏｎ ，ｃｏｎ ｔｅｎ ｔｃｏｎ ｓ ｔ ｒｕｃ ｔ ｉｏ ｎ
，ｓｙ ｓｔ ｅｍｃｏｎｓ ｔ ｒｕ ｃ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 ｉｓｍｃｏｎｓ ｔｒ ｕｃ ｔ ｉｏｎｏ ｎｔ ｈｅｏｔ ｈｅｒｈ ａｎｄ
．Ｔｈ ｅｃｕ ｌ ｔ ｕｒａ ｌｓ ｅｌ ｆ

－

ｃｏｎ ｆ ｉ ｄｅｎｃ ｅ

ｂ ａｓｅｄｏ ｎｔ ｈｅｍｉ
ｘｔ ｕｒｅｏ ｆｔｈｅ ｒｏ ａｄ ，ｔ ｈｅｏ ｒｙ ，ｓｙｓ ｔｅｍｏ ｆｓｏｃ ｉ ａ ｌ ｉｓｍｗ ｉ ｔ ｈＣｈ ｉ ｎｅｓ ｅ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 ｒ ｉ ｓ ｔ ｉ ｃｓ ，ｗ ｉ
ｌ ｌｅｘｐ ａｎｄａｎｅｗ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ｔ ａ ｌｓｐａ ｃ ｅｆｏ ｒｃｏｎ ｔｅｍｐｏ ｒａｒｙ

Ｃｈ ｉ ｎｅｓｅｃｕ ｌ ｔ ｕｒ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 ｅａｎｄｔｈ ｅｃｏｎｓ ｔ ｒｕ ｃｔ ｉｏ ｎｏ ｆｃｕ ｌ ｔ ｕｒａ ｌ

ｐｏｗｅｒｆｕ ｌｎａｔｉｏｎ
．

Ｋｅｙｗｗｄｓ ：ｃｕｌ ｔｕｒａ ｌｇ
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ｉ

ｚａｔ
ｉ
ｏｎ

；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 ｌ

ｌｏｇ ｉ
ｃ

；ｄ ｉ
ｍ ｅｎｓ

ｉ
ｏ ｎａ ｌｃｏｎｓｔ ｒｕｃ ｔ ｉ ｏｎ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ｓｅ ｌ ｆ
－

ｃｏ ｎ ｆｉｄｅｎｃｅ

ｙ
＆
ｇｊ

Ｅ１Ｈ

ＭＢＷＭ
（ 第２４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