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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我国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一方面，农村出现了文化产业的萌芽；另一
方面，农村原有的文化体制落后，与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趋势不相适应。由于农村文化产业
自身具有的二重属性和多种功能，决定了发展文化产业是农村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出口与
路径。关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在发展农村文化产业过程中推
进农村文化体制改革，对落实新农村建设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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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G114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7）04-0
0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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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郭玉兰(1964-)，女，辽宁辽中人，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省情与发展研
究所副教授，副所长。 
在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原有的文化体制已经相当陈旧与落后；另一方
面，农村文化又显现出了一些新的萌芽与生机。各地农村纷纷利用当地独特的文化资源，
抓住地方特色打造文化品牌，开始摸索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新路子。从全国范围来看，有
些地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农村文化市场，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进来，而且不
断叩问城市文化消费市场。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应该对有关农村文化的一些问题进行新
的认识和思考。 
      一、陈旧文化体制下农村文化不断萎缩凋敝 
      农村文化的凋敝和文化体制的陈旧有密切关系。由于传统的农村文化体制主要以宣教
功能为主，对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在此情况下，农村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含量高的娱乐
活动。与此同时，在文化体制严重滞后局限下，农村文化的活动经费极其匮乏，许多自然
村连一个简陋的文化活动场地都没有，一些村镇连请一场戏、租一场电影的费用也无力承
担，农民看戏难、看电影难、看书难，文化活动贫乏至极。为数不多的农村文化经营者，
大都是分散的个体户，所经营的文化活动多数品位不高，有些甚至可能有害。在经济较为
发达的地区，不少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仍然单调乏味，加之现代文明知识缺失，很多农民
的精神领域出现了空白和断层。而当健康的文化生活缺位时，一些内容和形式低俗的娱乐
活动和劣质文化产品就乘虚而入，一些不法分子把农村当成了宣扬封建迷信思想的“温室
大棚”。在一些文化环境比较差的农村，腐朽、落后、低俗的文化力量肆意妄行，聚众赌
博、色情演出等大行其道。可见，在滞后的文化体制下，困扰农村的不仅是文化的贫乏，
还有健康文化被抑制以及农村文化生态环境被破坏所引发的种种问题。 
文化体制滞后也给农村传统文化的承传带来危机。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村文化的传承未必
是正相关的关系，有时甚至相悖。民间艺术研究专家、山东工艺美院院长潘鲁生忧虑地指
出：“一味追求物质生活的提高给农村经济本有的传统精神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如城镇
生活中追求的时尚、简约的生活方式正在使农村人民的生活习惯发生着转变：传统的民俗
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简简单单的所谓现代生活；传统的节日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
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端午节、七夕被淡化了，中国的传统节令文化甚至被外国‘申
遗’成功，甚至中国传统中的首要节日——‘年节’，都缺少了‘年味’。”[1]因此，不
能简单地认为，农村发展了，农村的文化自然而然会搞上去。 
我国农村文化具有独特而深厚的底蕴，农民在文化发展的历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们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原创力和承传者，农村文化也为现代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文
化源泉。随着农村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非常稀有和珍贵的民间手工艺品、民间交通
工具、纺织工具、生活用器用具，以及民间戏曲、民间传说、民间游艺、民歌、舞蹈等传



统民间文化艺术在遗忘中逐渐消失，有些甚至遭到人为的丢弃和破坏。农村文化资源及文
化生态环境，随着乡村向城镇化转变也在遭受着如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一样的破坏。还
有很多民艺品类濒临灭绝、亟待抢救。而我们农村大部分地区尚无力也无暇保护文化资
源，滞后的农村文化体制对此更是无能为力。 
二、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农村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出口与路径 
      （一）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理论合理性和政策支持度 
      一些人对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和农村文化体制改革之间联系的认识并不充分，因此对于
农村发展文化产业的可行性以及政策支持度等问题心存疑虑。 
从理论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规律，对我们理解经济发展和
文化发展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有重要意义。19世纪50年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
图亚特·穆勒和亚当·斯密等人在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时，认为物质生产能够直接引出文
化生产，物质生产水平的高低也直接决定文化生产水平的高低，从而得出了文化生产和物
质生产是按比例发展、绝对平衡的结论。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中对此予以批驳，第一次揭示了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规律。这个规律告诉我
们，“在一定的经济规律支配下，文化和经济在发展中既有平衡，也有不平衡的时候；既
有成比例，也有不成比例的时候；既在同一社会水平线的对称点上相应，又在历史长河中
呈螺旋形的曲线交叉向前推进”[2]。可见，在物质经济基础比较落后的农村，文化产业有
可能率先发展，没有必要等经济发展到很高程度才开始发展文化产业。更何况，发展农村
文化产业和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两项工作之间也存在着很多一致性
和内在联系。所以有识之士明确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角吹响之际，发展农
村文化产业恰逢其时。”[3] 
从政策层面来看，国家政策对于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向来是支持的。文化部早在1998年就已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的通知》，明确提出：“农村各级文化主管
部门和单位，要增强产业意识，积极探索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途径。农村有着非常丰富的
文化资源，既要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又要制定优惠政策，充分开发利用，使资源优势变
为产业优势，促进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4]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
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加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逐步解决农村文
化产品和服务相对缺乏的问题，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4]。同时，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指出，要“扶持农村业余文化队
伍，鼓励农民兴办文化产业”[5]。《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培育
农村文化市场，并做出具体指导：“运用市场准入、价格调节、财税优惠等政策，引导各
类市场主体在出版发行、电影放映、文艺表演、网络服务等领域，积极开发农村文化市
场。制定扶持农村文化经营单位和个体经营者的经济政策，简化对农村个体工商户和民营
文化企业的登记审核程序。支持农民群众自筹资金、自己组织、自负盈亏、自我管理，兴
办农民书社、电影放映队等，扶持民间剧团的发展。鼓励开发具有民族传统和地域特色的
剪纸、绘画、陶瓷、泥塑、雕刻、编织等民间工艺项目，支持农村民间工艺美术产业的发
展。”[76] 
这里实际提出了一个发展农村文化的新思路，即引入市场机制，在政策的引导下发展农村
先进文化。这就突破了旧的说教式的农村文化体制，为推进农村文化体制改革打开了新的
路径。 
（二）文化产业的二重属性和多种功能决定了发展文化产业是农村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出
口与路径 
文化产业具有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这二重属性如果得到积极正确的发挥，都会对新农村
建设产生非常好的作用。其中：文化属性对于建设和繁荣农村文化，提高农民素质、培养
新型农民、建设和谐农村都具有重要意义；产业属性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培育农村文化市
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文化建设功能、发展经济功能、意识形态功能和教
化功能等多种功能。这些功能可以使农村运用经济和市场的方式加快文化建设，让先进文
化与和谐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把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所以农村文化产业是农村
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出口与路径。我们应当对农村刚刚开始萌芽的文化产业加以关注和扶
持，使它有序地向前推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文化产业发展道路，让文化产业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加快农村文化体制改革的现实对策 
当前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确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障碍，要加大农村文化体制改革力度，就必
须使农村文化产业真正得以较快发展，为此应当采取以下一些积极对策。 
第一，找到各地农村发展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农村文化产业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找到
比较优势、找准切入点，将文化产业的优势和广大农村文化市场紧密结合起来。有了发挥
比较优势的切入点，文化产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就能够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从当前农村
的实际情况来看，旅游、演艺、手工艺、培训、节庆等等，都是发展文化产业较好的切入
点。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一些农村旅游业已经有了品
牌意识，开始实施特色文化品牌战略，推出了一批文化名镇、名村、名园。例如山西太行



山西南的沁河岸畔皇城村，那里是清康熙朝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总阅官、曾辅佐
康熙帝半个世纪之久的一代名相陈廷敬的故里。陈廷敬是清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理
学家和诗人，皇城相府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官宦巨宅，整个相府的礼制建筑规模宏大。上世
纪80、90年代，皇城村还是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村民们的文化活动只有打扑克、搓麻
将；90年代后期，他们开始设想修复相府开发旅游业，几次在首都师范大学开研讨会，多
次邀请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柴泽俊等人现场指导，把开小煤矿积累的3 000多万元投入到
修复皇城相府、开发旅游业的工程中。如今的皇城相府一改过去明珠蒙垢、破烂不堪的样
子，四季山青水秀，村里也建起了三星级宾馆，还通过赞助资金、提供场景投资拍摄了
《康熙王朝》、《契丹英后》等20多部影视剧，成立了陈廷敬学术研究机构，编辑出版了
《陈廷敬》、《乡间皇城》等20多部书籍，甚至重新印制了《康熙字典》。这个山西偏远
山村不仅把旅游产业搞得风生水起，而且将文化生态治理得井井有条。 
第二，培养农村文化产业经纪人，培育农村文化产业经济合作组织。当前，农村存在的突
出问题是文化人才匮乏，工作质量低下，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统筹城乡文
化人才开发，一方面应重视城市优秀文化人才的下乡，通过完善政策，积极引导城市文化
人才向农村有序转移；另一方面要重视现有农村文化人才的培训，通过定期或不定期举办
各种类型培训班的方式，重点培养一批文化带头人，使之发挥农村文化生力军的作用。发
展农村文化产业离不开农村文化经纪人，他们能够带动农村文化的繁荣。以浙江富阳为
例，全市已有40多个农村文化经纪人，他们有的是职业剧团的经营人员，有的是文化部门
的退休人员，有的是婚庆礼仪公司的经营人员，有的是自由职业者。这些人熟悉农村老百
姓的文化需求，同时又懂得经营，是富阳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产物。2003年，富阳举办了
“首届公益文化项目推介会”，在浙江首开先河，现已连续举办三届，共推出公益性文化
项目80个，达成合作资金和意向资金500多万元。2005年，富阳市共举办了各类经营性演
出1 200场，其中60％以上的演出场次是由农村文化经纪人具体操作的。目前，富阳农村
“多一个球场，少一个赌场”，“多一场戏剧，少一次纠纷”的良好风气已逐渐形成。农
村文化经纪人不仅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而且也深入到国有剧团“照顾不到”的领域。 
培育农村文化产业经济合作组织是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大事。没有规模就没有产业，没有
合作就会限制发展。发展农村文化产业需要经济合作组织，以使农村文化产业上规模、上
档次、出效益。当然，由于农村文化产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文化个体户的现象还比较
多，这种情况会随着深入发展得到改变。农村文化产业经济合作组织和其他经济合作组织
应当有所不同，它除了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外还要遵循文化发展规律。  
第三，鼓励农村民营经济投资文化产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由政府包办文化
的局面已被打破，逐步形成了国家、集体、个人一齐办文化的新格局。农村民营文化产业
越办越多，在农村整个文化结构中所占比重逐渐加大，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生力军。在这
方面，有些地区农村搞得相当好。以石家庄为例，近两年在广大农村兴建了农民影院、文
化娱乐中心、农民乐团、农民鼓队、农民画社等几大类上百家文化企业。农民影院大多以
放映电影为主，兼营卡拉OK、台球、录像、小商品，有的还配有露天旱冰场、舞场。经营
理念上，它们灵活多样，使影院放映和外出放映同时进行，以服务群众为宗旨，低价收
费，优质服务，用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增长。农民逢婚丧嫁娶、入学参军、节日庆典，
均以电影招待亲朋，放映员有请必到，风雨无阻，场地大到广场，小到庭院，观众多时上
千人，少时几十人，包一场只收30元，农民非常欢迎，比请客吃饭既省钱又体面，看电影
已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重要活动之一。另外，农民通过看科教片还可以学习农业科技知
识，在科技兴农中发挥作用。开发农村民营文化产业，应建立公开、透明、非歧视的农村
文化市场准入机制和公平、公正、自由竞争的文化产业生态环境，进一步放开农村文化市
场。 
文化产业的二重属性决定了它在繁荣文化的同时也带有逐利性特点，如果疏于管理有可能
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这一点是我们在发展农村文化产业过程中应当时刻警觉的。政府文
化部门应当把农村文化产业尤其是民营文化产业纳入管理范围，对从业人员定期培训，对
经营活动定期检查。如何引导农村文化产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引导健康文化消
费，以更多、更好、新颖、精致的主导文化产品占领市场，趋利避害，依法整治文化市场
秩序，维护农村文化安全，是当前农村文化体制改革中应当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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