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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报告明确提出，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就是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

容。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历经 10 年努力获得“五

位一体”建设全面发展，其中文化小康建设更

是起到了丰富、引领和提升的巨大历史作用，

成为全面、高水平和多层次小康社会建设关键

环节。踏上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新征

程，梳理总结文化小康建设的重大成就和宝贵

经验，对促进文化强国建设、提升国家文化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

从文化小康成就经验
看文化强国建设路向

高宏存

[摘  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重要历史阶段，文化小康是这个系统工程的

有机构成，涵盖文化民生、文化素质、文化权利和文化制度等多层面内容，是经济发展基

础上人的精神需求、权利愿望、品格素养塑造和文化制度完善发展的演进过程。20年文化

小康建设实践，从认识到实践全面确立文化战略地位，从功能上深化与延展文化经济价值

功能，从目标实现上聚焦文化权利保障，从实现条件上系统有序推进文化制度创新，共同

构建了文化小康的整体框架，推进了文化领域繁荣发展，文化小康建设成就经验对持续文

化创新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有重要的启示。集中体现在信息文明衍化渗透中寻求城乡文化

均衡发展、民族文化复兴伟大事业中塑造新时代文化自信、以文化制度优化释放文化创新

活力、制定科学可行的文化小康评估体系、以文化法治建设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五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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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多维度文化精神需求和文化权利实现，

不仅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也是社会发展变

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体现。随着经济发展

水平不断提高，温饱基础上人的更高需求愈加

突出，马斯洛和恩格斯都从人的需求层次不断

提升的角度，阐述了随着经济发展带来人的需

求不断增进的趋势。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

人的价值体系中存在五种需求 ：生理需求、安

全需求、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

需求。“这些需求组成连续的层次，一旦某种

需求得到满足，另一种更高的需求就会出现，

又需要满足。当更高的需求得到满足时，新的

更高的需求又会显得突出起来。”[1] 一个国家多

数人的需求层次结构，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阶段、科技发展水平、文化和人民受教育程度

直接相关。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的渴

求以及自我实现的愿望会更加强烈，这种渴求

和愿望就是一种要求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走向

深入和丰富的表现形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

法》中将人需要的对象分为“生活资料、享受

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的资料”，[2]

相对应的是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奢侈需要）

和发展需要，向人们印证了人的需求层次的不

断提升。无论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还是恩格

斯对于人的发展资料不同需要的论证，都反映

着从物质丰裕到精神富足的跃迁，人的关注焦

点和需求方向总是会跃升到满足多样化精神需

求，更倾向于文化休闲娱乐、教育康养等领域

的活动和消费。

（二）我国各个时期都很重视文化的作用和

文化创新

“小康”不仅是传统社会理想，也是中国现

代化核心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诗经·民

劳》《尚书·尧典》把“小康”看作仅次于“大

同”的一种理想社会模式，儒家传统话语里，“小

康”既是经济和物质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有礼

义和重要现实价值。

一、文化小康内涵与价值的再认识

文化小康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涵盖文

化民生、文化素质、文化权利和文化制度等多

层面的内容，是经济发展基础上人的精神需求、

权利愿望、品格素养塑造和文化制度完善发展

的演进过程。

（一）文化是国际上各种发展评估指标的重

要组成部分

1. 大国实力是经济、文化、科学及教育等

因素的综合考虑。国际上一些重要的经济和文

化组织从经济和文化角度对世界经济体进行衡

量，成为反映各国经济文化综合实力的重要标

准。世界银行依据上年美元现值人均国民总收

入（GNI），把全世界经济体划分为四个收入组

别，即，高收入、中等偏上收入、中等偏下收

入和低收入组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

指数（HDI）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平均

受教育年限和 GNI”为衡量标准，将 HDI 高于

0.8 的国家或地区列入很高发展水平国家或地

区，媒体将 HDI 高于 0.9 的国家列入极高发展

水平国家或地区。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将为自己及家庭获得相当的生

活水准的权利、享有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权

利、受教育权以及享受科学文化生活的权利等

包含明显文化需求的权利列入公约内容，保障

提升本国公民相应的权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未来 8 年发展战略规划（2014—2021 年）包含

的教育、科学、文化、传播和信息五大领域的

工作更是体现了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全面

提升人的权利的宗旨。经济、文化、科学、教

育以及各项文化权利的全面发展是大国综合实

力的真正显现。

2. 从国际视野看，经济发达基础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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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规范和文明演进的要求。党的十六大提出了 

21 世纪头 20 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

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随后国家从战略层面

提出了“三位一体”和党的十七大“四位一体”

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文化建设也成为小

康社会建设的有机构成。

1. 新时代愈加浓厚的文化小康色彩。新阶

段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和生活水平提升，人们对

丰富文化生活和多样化文化消费的需求日益增

多，文化小康的建设成为时代发展的最强音。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

和新目标，其中针对文化领域提出了文化软实

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要求和

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深化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目标要求 ：国民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 中国梦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人民思想道德

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高 ; 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 ; 文化产业成为国民

经济支柱性产业。党的十九大在充分分析社会

发展形势的基础上，作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论断。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文化强国建设和人

的全面发展目标，深化了我国文化建设任务和

目标设计。历次党的重大会议作出的文化发展

战略决定，印证了文化小康建设在整个经济社

会发展格局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社

会深度数字化转型，数字权利尤其是老年人的

数字权利，成为当代社会公众多维权利体系的

重要内容。人人获得、使用数字技术产品和服

务的权利均等化便利化，成为新时代数字社会

下集体人格重塑、民族文化心理重建以及文化

自信提升的坚实基础和时代底色，印嵌了数字

化社会文化建设的特色化新要素。

2. 文化制度体系设计是实现文化小康的制

度性保障。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市场监管、文

化产业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文化遗

产保护、文化法治建设等逐步健全和完善的文

化制度体系设计，为人民追求多样化高层次精

神文化需求，提供了强大保障和支持。改革开

放 40 多 年 以 来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从 局 部 到 整 体，

从机制创新到体制改革逐步深化 ；文化市场监

管与时俱进，将网络文化生产等新兴内容及时

纳入监管范围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遗产

保护、文化法治建设更趋全面和成熟 ；不断完

善和发展的文化制度体系成为文化市场的良好

发展以及文化建设整体推进的重要力量和强大

保障。

二、文化小康系统化建设的宝贵成就

与历史经验

从 2000 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到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庄

严宣布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历史性目标已经实

现，在 20 年小康社会建设历程中，文化小康

建设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文化战略地位的

奠定、文化经济价值的提升、文化权利的实现

和保障、文化制度的系统创新共同构建了文化

小康的整体框架，推进文化领域繁荣发展。

（一）从认识到实践全面确立文化战略地位

改革开放后，从对歌舞娱乐场所放松管制

到 2002 年明确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文化的经

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得以全面认识和深化，尤其

是文化的经济价值得到认可和重视并不断被挖

掘，为文化建设的推进、文化战略地位的提升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新时代，文化建设的

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国家从战略、艺术创作

方向引领以及机构改革层面不断推进文化建

设，促进文化领域的全面繁荣发展。党的十八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2022・2

·18·

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对

于文化领域，文化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文化

治理体系建立成为战略实施的核心。2013 年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

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全国高校思想

政 治 工 作 会 议 等 一 些 重 要 会 议， 铸 牢 了 我 国

主 流 意 识 形 态 的 安 全 根 基， 明 确 了 坚 持 以 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艺术

创作的引领方向。2018 年，国家通过大部制

机 构 改 革， 将 原 文 化 部 和 旅 游 部 合 并 为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对 文 旅 融 合、 文 化 建 设 进 行 统 筹

管 理。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文 化 建 设 导 向， 持 续

性 深 化 的 文 化 权 利 权 益 保 障， 不 断 丰 富 满 足

人 们 多 层 次 精 神 文 化 需 求， 成 为 重 塑 民 族 文

化 集 体 人 格 的 映 射， 文 化 建 设 不 单 单 是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社 会 支 持 系 统， 本 身 就 是 社 会 发

展 建 设 的 核 心 战 略 目 标， 成 为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的集中体现。

（二）深化与延展文化经济价值功能

1. 文 化 产 业 增 长 占 比 持 续 增 加。2012—

2019 年，我国的文化产业呈现持续增长的态

势（如图 1 所示），从 2012 年的 18071 亿元增

长到 2019 年的 44363 亿元，2018 年我国文化

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破 40000 亿元大关，2019 年

文 化 及 相 关 产 业 增 加 值 占 GDP 比 重 为 4.5%，

逼 近 成 为 国 家 支 柱 性 产 业。 在 文 化 产 业 各 具

体行业领域，发展势头迅猛，文化经济价值不

断攀升。以电影产业和出版产业为例 ：电影产

业方面，我国电影票房市场近年来保持高速增

长 的 态 势， 观 影 人 次 从 2012 年 的 4.4 亿 增 长

到 2018 年 的 17.16 亿， 年 均 复 合 增 长 率 达 到

25.5%。国内电影票房从 2012 年的 170.7 亿元

增长到 2019 年 642.7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到 20.85% 。2019 年，中国新增银幕 9708 块，

银幕总数达 69787 块，全球领先的地位更加巩

固 。中国电影产业在国民经济新的发展形势

下实现了快速增长。以电影票房收入衡量，我

国电影市场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

电影市场，银幕总数居全球领先的地位 ；在新

闻出版领域，2019 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

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18896.1 亿元，较 2018 年增

长 1.1% ；图书出版营业收入增长 5.6% ，2019 年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图1 2012—2019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及占GDP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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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实现营业收入超过 9800 亿元，

较 2018 年增长 17.6% ，成为出版产业新的增长点。

文化产业总体产值以及各行业产业规模持续增加

的态势，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需求

层次不断提升的客观真实的写照。

2. “文化 +”助力产业转型和经济品质跃

升。剥离文化产业核心领域的内容生产和消费，

“提供的产品 ( 或服务 ) 主要是以中间性产品、

要素投入的形态，满足社会生产性需求，或为

生产活动提供辅助性服务，体现出文化的生产

性功能和特征，这类文化产业可称为生产性文

化服务业”，[3] 综合 2014—2019 年文化及相关

产业增加值中文化传播渠道、创意设计服务以

及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三项指标（2014 年、

2015 年和 2016 年对应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文

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以及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

产三项指标），从图 2、图 3 和图 4 中可观察出，

抛开传播渠道、创意设计服务以及文化辅助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图2  2014—2019年文化传播渠道增加值及占及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比例

图3  2014—2019年创意设计服务增加值及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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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中介服务三项指标统计口径变化产生的影

响，在文化的带动下，以文化传播渠道（文化

信息传输）、创意设计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

服务）以及文化辅助生产（文化产品生产的辅

助生产）等为代表的文化生产性服务业呈现快

速增长的态势，这不仅是对整个经济发展结构

的优化升级、整个文化产业实力的提升，也是

对传统农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转型

升级，更是为平台型企业诞生和快速发展提供

机遇。主题农庄、创意儿童家具设计、老旧厂

房改造以及数字平台一体化服务，是将文化的

内涵和要素巧妙地融入传统产业，利用平台整

合各类文化资源，通过文化创新赋能行业发展

的典型例证。

（三）从目标实现上聚焦文化权利保障

1. 人口素质全面提升与现代文明素质新塑。

“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三

个素质共同决定着人力资源的质量和全社会的

文明程度，亦即小康社会在人的方面的实现程

度。”[4]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以来，全社会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

质、健康素质不断提升。思想道德素质方面 ：

2001 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及 2019

年《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了公

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

主要内容，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指

导。“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最美

人物”等评选活动，以典型模范的标杆作用，

激发人们参与思想道德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促进了全民思想道德水平的不断提升。社

会诚信制度建设稳步推进，多层次社会征信系

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优化了社会公德和营商

环境建设。科学文化素质方面 ：截至 2018 年

年末“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为 99.95%，

初中阶段、高中阶段、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分

别 为 100.9%、88.8%、48.1%， 学 前 教 育 毛 入

园率为 81.7%，这些指标已达同期中上收入国

家平均水平”；[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教

师严重不足、科研人员严重匮乏，2017 年我国

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达 167.28 万人，各

类科研人员总量达到 621.4 万人 。教育科研事

业的发展和成就，为提升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奠

定了重要基础。健康素质方面 ：从 1950 年至

2015 年，婴儿死亡率“中国由 195.0‰下降到

图4  2014—2019年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增加值及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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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下降 177 个千分点。同发达国家的差

距只有 12 个千分点，已进入低婴儿死亡率国

家行列”，从 1950 年至 2015 年，人口预期寿

命中国由 40.8 岁提高到 74.9 岁，提高 34.1 岁，

年平均提高 0.52 岁。[6] 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

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显著提升，是人的

文化需求和权利得到全面保障的体现，是不断

提升的现代社会文明程度表征。

2. 持续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全国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等硬件指标不断趋于完善，公共图书馆机

构数、公共图书馆总馆藏量、每万人公共图书

馆建筑面积、文化馆机构数、每万人拥有的群

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等硬件设施总量不断提

升（如表 1 所示），初步构建了涵盖国家大型

公共文化设施和城乡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网络

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是聚焦实现

人的文化权利，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保障，

也是实现文化小康的重要内容。

（四）从实现条件上系统有序推进文化制度

创新

1. 文化发展市场化导向改革一以贯之。从

文化经济属性得到确认受到重视，文化建设和

文化发展始终坚持市场化方向，集中体现在充

分发挥文化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和市场化机制

优势，释放文化生产活力，但并不是把“市场”

结果作为衡量和评估文化建设实绩的唯一尺

度，文化产业发展不唯 GDP，强调“双效统一，

社会效益优先”。以国有文艺院团的改革为例，

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从“承包责任制”和“双轨制”

表1  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及2015—2018年图书馆、文化馆相关项目统计

数据来源：《2020年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2017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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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分离”，

从“转企改制”到“分类指导，深化国有文艺

院团改革”，改革方向坚持以激发市场配置资

源优势的原则，提升文艺创作者的热情和文艺

作 品 质 量， 繁 荣 发 展 演 艺 文 化 市 场。2019 年

全国 400 家重点艺术院团共创排艺术作品 816

部，2019 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共演出 296.8 万

场， 演 出 收 入 1277742 万 元， 相 较 于 2011 年

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演出 154.72 万场，演出收入

526745 万元 ，极大地释放了艺术市场的生产

活力。

2. 文化政策制定创新走向体系化。文化政

策体系从深度和广度不断完善，逐步构建起成

熟的文化政策制度框架体系。从深度上，“文

化发展战略热”“文化产业热”“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热”三个阶段的发展，反映了文化政策从

关注文化领域独立地位到文化经济化的实现过

程，再到文化福利的层层深入的研究和推动进

程。从广度上，政策内容范围不断拓展，从文

化产业综合政策、配套性政策、规范文化发展

政策、培植扶持发展的门类行业政策，到文化

行业领域集聚化、网络化、专业化发展的政策，

跨部门文化政策等，从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

专项领域、扶持办法等全方位支持文化建设。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新业态新内容层

出不穷，尤其以互联网为平台和载体的短视频、

网络直播等业态为典型代表，面对文化新事物

和新发展机遇与挑战，政府从机构设置以及专

项政策方面双管齐下，保障互联网文化市场有

序发展。2018 年 3 月，中央设立中央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加强统筹对网络信息

内容的管理。2020 年 11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

求意见稿）》、2021 年 2 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

制定出台《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

领域的反垄断指南》针对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

要求商家“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违法公平

竞争、交易的现象进行规制，引导和保障统一

良好稳定有序的互联网文化市场秩序，促进平

台经济创新发展。文化政策体系深度和广度的

深化延展，推动文化政策制度体系化的完善，

不论是文化实体权利还是文化程序权利，为最

大程度保障好人民文化权利提供了体系化制度

支撑。

三、文化小康建设成就经验对持续文化

创新发展的启示

总结 20 年来文化小康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着 眼 已 经 开 启 的 文 化 强 国 建 设 战 略， 全 面 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智力支持和实践支

撑，为谋划发展路径和重点关注路向提供了重

要参考。

（一）在信息文明衍化渗透中寻求城乡文化

均衡发展

信息文明时代，数字权利成为新的人权和

文化权利的普遍内容，数字文化权利的满足和

实现不仅是缩小城乡文化差距的根本手段，也

是保持与整个社会数字化转型步伐同步的重要

要求。未来的文化建设，要重视利用数字化机

遇，充分利用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的优势，实

现数字文化权利共享的均等化和便利化。第一，

扩大数字化基础设施覆盖范围，调节区域发展

不均衡态势。完善和普及数字化基础设施对区

域发展不均衡的现实状况提供了一种新的调节

手段。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全国不同地域文

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发展起点，为推

动区域互动、城乡互融等发展主题发挥巨大推

动作用。一方面要积极推动数字化基础设施在

中西部地区的覆盖范围，为中西部补足短板提

供基础条件 ；另一方面要加大公共文化服务机

构和设施建设力度，为全国各地普遍享受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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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必要支撑。第二，以完

善的网络教育培训体系突破思维观念的限制。

发挥网络线上教育模式优势，启动文化共享工

程项目和城乡互动工程项目等互助项目，开展

城乡互帮互助，打破贫困环境的限制，扩展贫

困地区学生以及农村居民视野，开拓自身文化

多层次的发展空间，避免“数字隔离”的信息

孤岛困境，逐步缩小“文化鸿沟”。第三，以互

联网 + 文化扶贫的综合性治理全面提升数字文

化权利。积极调动各种类型文化建设主体——

民众、企业、社会组织、政府等多元主体，形

成共同参与文化扶贫和文化建设的合力机制，

提升文化建设与治理的系统性效能，为社会公

众了解和享受数字文化权利提供组织保障。

（二）在民族文化复兴伟大事业中塑造新时

代文化自信

“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是该国人民对于以

价值观与信念为核心的本国文化的确信与坚

持”，[7] 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吸收“先进性”

的文化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

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8] 奠定文

化自信在“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的重要地位。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复兴与文化强国建设都离

不开坚守文化自信，新时代文化自信不仅要随

时代所需更新丰富文化价值取向，还要正确面

对中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实现“综合性创新”。

第一，构建新时代文化价值体系。当代社会技

术推动文明的变迁，形塑中的新文明形态强势

占据主导地位，吸引着人们的关注。面对新技

术文明冲击，平衡古今文明的衔接和发展，促

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构建符合文化复兴历

史使命的当代价值取向，为新时代文化自信和文

化建设夯实价值根基，成为推动中华文明演进，

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关键所在。第二，实现

中外文明的“综合性创新”。当代哲学家张岱年

力求摆脱二元对立思维的掣肘，提出了“文化综

合创新”范式，即在“研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 

我们既要反对全盘西化 , 也要反对中体西用论， 

而是超越体用之争， 综合中西， 创造社会主义新

文化”。[9] 中华文明演进中多能正确对待外来文

化为我所用，“与其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实体，不

如说中国是一个文明——从古延续至今的唯一文

明。……中国曾经受到外国影响，先是有佛教，

现在是西方科学。但在过去，佛教没有把中国人

变成印度人 ；将来，西方科学也不会把中国人变

成欧洲人”。[10] 面对外来文明的冲击，中国人具

有保持清醒头脑的品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锦上添花而不是改弦易辙、东施效颦，丧失自己

的独特之处。在未来文化建设的进程中，中西文

明碰撞交融必不可少，如何摆正位置和心态，剔

除糟粕，吸收精华为我所用，构建新时代的中华

新文明，是提升文化实力的核心。新时代的文化

自信需要自身文化的传承创新，也需要中外文明

的融会贯通，是在开放的文化交融之中，融汇古

今中西中“选择性变迁”，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

塑型。

（三）以文化制度的优化释放文化创新活力

完善的体系化的文化制度创新既是文化生

产力提升的保障，为其提供健康有序的发展环

境，又是引领文化创新的重要力量。新时代文

化建设亟需加强文化制度保障和引领作用，最

大化释放文化生产和创新活力。第一，“管理”

向“治理”思维的代际转换。我国文化管理的

家长式管理色彩较为鲜明，政府作为文化管理

的主体发挥了绝大部分的作用。随着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文化治理成为新的管理思维和方式。

文化“治理”更强调政府的掌舵作用，由“管理”

的垂直化向“治理”的扁平化、灵活化管理方

式转变和发展，充分调动各主体参与文化建设

的进行，集众人之智慧，推动文化建设繁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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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面对未来飞速发展的态势，要进一步强化

文化“治理”思维，调动各方力量，共建共享

文明成果。第二，与时俱进完善文化制度。从“三

位一体”“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发展格局，

文化政策的体系化创新都是适时所需、不断优

化完善文化制度建设的体现。文化政策是国家

文化制度完善的突出领域和工具载体，中国文

化政策系统化体系化完善，文化政策价值的人

民中心取向、执行重点不断丰富细化，完善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在未来文化建设

的进程中，要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文化改革

的深入以及新业态的不断涌现，继续通过文化

政策体系的优化，在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具

体发展领域、支持保障等方面起到引领和支持

的作用，实现文化制度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优

化。文化治理理念转变和与时俱进的文化制度

创新，为提升文化生产力和释放文化创新活力

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根基。

（四）制定科学可行的文化小康评估体系

文化小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对文化小

康的评估更需要一个科学的评估体系，要秉承

综合性、系统性、以人为本、科学性和可行性

原则，从硬性和软性两个方面入手，既要涉及

从文化民生到文化权益全面保障，又要体现从

文化自身到“跨界”融合的带动价值。在文化

权益的全面保障方面 ：综合考量文化及相关产

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人均公共文化财政支

出、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每万人拥有“三馆

一站”公用房屋建筑面积、城乡居民文化娱乐

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和人均拥有公共

文化体育设施等硬性指标，以及体现每个公民

文化品质内核的科学理性与审美素养等软性指

标。在文化自身的“溢出”效应方面 ：从国家

层面关注文化发展对其他领域的贡献和带动价

值实现问题，[11] 如建立涵盖文化生产性服务业

大类和细分小类的一级和二级评价指标体系，充

分体现文化对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引领和提升作

用。总之，文化小康评估体系一定要体现综合性

和科学性特点，充分反映文化在提升人的全面素

质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和作用。

（五）以文化法治建设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

代化

文化法治的完善不仅是提升文化自信、促

进文化强国建设、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12] 更是提升

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效手段。文化法治建设完善

和发展是“人治”向“法治”思维转变，实现

社会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重中之

重。未来文化法治建设，要从体系化、灵活性

和多元性层面予以加强。第一，制定多类别的

文化基本法，全面涵盖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域。

加强文化内容管理法律、传媒法、文化遗产保

护法等领域的法律制定，更好规范和引领文化

行业各领域的有序发展。第二，以灵活性法律

法规应对新生事物发展。综合利用文化法律和

文化法规，及时跟上社会变迁与文化生态的变

革步伐，有效规避新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

种问题，促进其在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发展方向

下持续发展。第三，以文化治理法治化，更好

地发挥政府、社会和个人的综合作用。尊重文

化发展新规律，把握文化生态新特点，以“新

治理”理论为先导，充分调动政府、社会和个

人等多元主体参与文化治理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以多元协作、开放式的社会化新模式提升文化

治理效能。文化法治是国家转变治理理念和手

段、着重全面实现和满足文化权利的表征，它

直接推动国家文化治理水平的提升，增强政府

管理效能，更推动社会文明走向深入，促进和

谐共享、创新共进的社会文明新形态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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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ing the Direction of Building a Great Power Through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Well-Off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Gao   Hongcun
[Abstract]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stage on the road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which cultural well-off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part of it, covering aspects of 

people’s livelihood, culture quality, rights and institutions and so forth, and is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spiritual needs, prospects of rights, shaping of character,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improvements buil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wenty years’ practice of cultural well-off establish cultural strategic position 

cognitively, deepen an extend the economic function, realize the rights protection aims, push forward the 

cultural institution innovation systematically, which all-together form the holistic framework of cultural well-

off and enhance the prosperity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enlighten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novation in order to build a cultural strong state. It manifests seeking the balance of city and 

countryside tricking down by informatization, shaping culture confidence through nation rejuvenation, 

releasing cultural innovation capacity by cultural institutions, making scientific and operational evaluation of 

cultural well-off and pushing forward state modernization capacity by cultural rule-of-law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ultural Well-Off;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Making Great Power through Culture; 

Cultur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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