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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自省与体制的自新

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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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有步骤地全面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文化

管理体制加快改革，文化产品创作层出不穷…… 

  自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部署启动、全面展开、深化攻坚以来，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全党全社会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文化体

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大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触及到文化体制改革最核心、最复杂的问题，是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其进展影响着文

化体制改革的进程。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中心工作主要是转企改制。经过多年的试点和准备，从2009年起，改革进入全面铺开、

快速推进的阶段，改革成效日益显现，转企改制的院团数量快速增长，正在归位市场主体。转制院团结构不断优化，一批龙头演

艺企业正在崛起。许多院团在转企改制中实现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企业规模得到扩大、实力得到增强、产业链不断延伸、市场

开拓能力明显提升。这不仅使国有资本扩大了在演艺市场的占有率，而且为演艺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文化产品和服务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又具有商品属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越来越成为人们进行个性化文化

消费，满足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主要途径。文艺院团只有积极面向市场，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目的，就

是要通过转变体制机制，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增强活力、提高能力，努力打造经得起市场和群众检验的精品力

作。这些年，在体制改革中紧紧抓住转企改制这个中心环节，带动改革工作全面推开，逐步打破了以往“以行政为中心，以得奖

为目的”的生存模式，建立起以观众为中心、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为目标的院团经营管理体制。院团在市场搏击中不

断壮大，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天地。 

  思想观念是总开关。哪里有思想解放、观念转变，哪里的改革就会取得新突破。在推进院团改革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澄清

了下列模糊认识：改革不是政府“推责任、甩包袱”。一方面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没有减弱，还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企业

通过市场获得了所需的资源，从而突破制约发展的各种瓶颈，在政府和市场双重推动下，产生出“1+1＞2”的叠加效应。改革不

是因为政府“没有钱、养不起”。要通过改革，增强院团的内生动力与活力，把演艺业的主体培育好、结构调整好、环境营造

好、体制机制建设好。 

  改革能否顺利，关键是改革是否尊重和顺应规律。实践证明，经营性文化产业只有进入市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才

能更高，主流的声音才能传播得更远。这既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规律。因为把文化推向市场，就是把创造的

权利、评价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交给了群众，就是让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成为衡量文化发展的标准，从而文化才能在接受市

场的评价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一种科学有效的领导方法。正是因为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

其他领域改革的经验教训作参照，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日渐清晰。自文化体制改革以来，文化体

制改革就设计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发展思路：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一手努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壮大文化产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其中，“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

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是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文化发展实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党

的十七大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命题后，又明确提出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思路，将

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标志着我们党

对文化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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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突出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把文化建设摆在与经济、政治、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形成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意义重大而深远。 

  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并将其变革的深刻根源归结于人的觉醒：“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

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今天，

当我们以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审视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时，完全可以说这一改革正是中国重建文化自觉、重树文化自信、实

现文化自强的伟大变革，它所迎来的必将是恩格斯所热情称赞的那样一个伟大时代。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化体制改革释放出来巨

大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助力和鲜明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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