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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思考

李国新

摘　 要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探寻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突破方向、重点任务、路径方法，

是推动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平衡充分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首先需要全面落实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确立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制度；构建县域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是完善乡村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突破口；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是高质量发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必然要求。 目前以政

府向社会力量购买管理运营服务的方式来激发乡村公共文化设施的活力，取得了成效，也暴露了问题。 疏通社会

力量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通道的着力点，首先应加大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承接组织的培育力度，其次应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政策体系，再次是政府监管应转变观念、改进方法。 参考文献 １１。

关键词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总分馆制　 政府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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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ａｓｋ ｉｓ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ｕ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ｒｓ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ｐｒｏｆｉｔ⁃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１１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ｕ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ｂａｓ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ｒａｎｃ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

　 　 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年）》，对近五年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阶段性

谋划。 关于繁荣发展乡村文化，规划提出了按

照“四有”（有标准、有网络、有内容、有人才）标

准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乡村两级

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的任务，作出了实施乡村

文化繁荣兴盛八大工程的部署。 当前，立足现

实、结合实际，探寻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突破方向、重点任务、路径方法，是推动新时

代公共文化服务平衡充分高质量发展面对的首

要任务。

１　 全面落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制度，
强化政府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责任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下简称“《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法》”）建立了我国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标准制度，具体内容是：国务院根据公民基本文

化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定并调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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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

准，结合当地实际需求、财政能力和文化特色，
制定并调整本行政区域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

施标准（第五条）；设区的市级、县级地方人民政

府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结
合当地实际，制定公布本行政区域公共文化服

务目录并组织实施（第二十八条）。 简单地说，
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制定国家和地方的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实现政府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事权责任和支出责任的标准化、清单化、法
律化，最终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的、上下衔接的、
既有基本共性又有特色个性的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标准指标体系。 这一制度被认为是我国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具有基础性和鲜明中国特色

的制度［１］ 。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制度的核心要素有

三：一是制定标准，二是动态调整，三是组织实

施。 制定标准的责任主体是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 标准的内容应包括服务项目、支付类别、质
量标准、支出责任等，简单地说就是明确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的内容、种类、数量和水平。 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对精神文化

的需求不断增长，因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总

体构成和实现水平不能一成不变，需要动态调

整，与时俱进。 如 ２０１１ 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提出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内容是保障人

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

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六大任务，２０１５ 年出

台的《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年）》扩展为 ３ 大类 １４ 项 ２２ 条，这就是动

态调整的结果。 标准的组织实施，责任主体主

要是县级人民政府，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我国目

前的行政架构中，县级政府是具有较为完整的

行政和财政能力的基层政府，处于社会治理和

公共服务“抓落实”的第一线；同时，以县为地域

单元组织实施标准，也有利于促进公共文化资

源和服务向农村基层延伸，有利于构建城乡一

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是

由政府主导的基本公共服务，发挥保基本、兜底

线、促公平的作用。 因此，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建设，首先就是要全面落实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标准制度。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施行以来，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制度的落实取得了明显进展。
据调查，截至 ２０１９ 年初，全国已有超过 ７０％的县

级人民政府出台了本地区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目录 ／ 标准［２］ 。 但从进一步加强农村公共文化

服务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的角度看，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制度在农村的全面落实还需加

大力度。

１．１　 尽快填补县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录制定

和公布空白点

　 　 目前，全国还有近 ３０％的县级政府没有依

法制定和公布本地区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

录，这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提

供还处于比较随意的状态，这与建设法治政府、
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要求不相适应。 尽快

消灭这类空白点，让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逐步走

上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道路，是加强农村公共

文化服务建设的迫切要求。

１．２　 规范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录的内容

已经出台的县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录，
内容水平并不整齐。 如有的基本是转述上级政

府的标准，有的内容比较虚泛，只提了几个方面

而没有具体项目，有的缺乏刚性的量化指标等。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应该涉及什么领域、提供什

么内容，其实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已有

原则规定。 如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目前包括

全民阅读、全民普法、全民健身、全民科普、全民

艺术普及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第二十七条）。
公益性文化单位应当免费或优惠向公众提供的

服务，包括文艺演出、陈列展览、电影放映、广播

电视节目收听收看、阅读服务、艺术培训等，以
及为公众开展文化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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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条）。 对于直接服务农民群众的乡镇和村

两级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法律还专门规

定了应有的服务项目，主要包括书报阅览、影视

观赏、戏曲表演、普法教育、艺术普及、科学普

及、广播播送、互联网上网和群众性文化体育活

动等（第三十条）。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 ２０１８ 年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

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公共文化

服务目录的内容，应实质性地提出与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服务项目、数量指标、质
量标准和支出责任［３］ ，简单地说，就是要让法律

的原则规定、类别列举具体化、项目化、指标化，
通过目录 ／ 标准明确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
种类、数量和水平。 县级政府制定公开的面向

农村群众的公共文化服务目录，应在完善和规

范内容上作出努力，以增强目录 ／ 标准的可操

作性。

１．３　 完善动态调整机制

动态调整机制是保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公共财政支撑能

力、公众需求不断变化相适应的措施。 目前，国
家、省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 ／ 实施标准

的更新调整周期一般为五年［３］ ，县级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目录的更新调整周期应适当缩短。 同

时，面向农村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应紧密

结合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三大重点任务加以拓展，研究设计出新的

服务项目并纳入目录 ／ 标准。 如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设计了“戏曲进乡村”重大工程，要求在全

国范围内实现戏曲进乡村常态化、制度化、普及

化［４］ ，“看地方戏”就应普遍充实为面向农民群

众的基本文化服务项目。 伴随着“乡村经济社

会变迁物证征藏”工程［４］ 的普遍实施，遗址博物

馆、生态博物馆、户外博物馆、乡村史迹馆等将

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阵地。 乡村文旅融

合实践将会催生一批新的乡村文化艺术节庆

活动，乡村群众文化活动会出现新载体、新样

态。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强化统筹协调、

整合资源服务、创新方式方法，打造理论宣讲

平台、教育服务平台、文化服务平台、科技与科

普服务平台、健身体育服务平台［５］ ，农村以文

化人、成风化俗，增加了新平台，将会带来农村

公共文化服务的总量增加、品质提升。 及时将

发展成熟的文化活动、项目等纳入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目录 ／ 标准，是动态调整的题中应有之

意，也是不断满足农民群众美好生活文化需求

所必需。

１．４　 压实县级政府组织实施的责任

按照《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要求，组织

实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录 ／ 标准的责任主体

是县级人民政府。 也就是说，不论国家指导标

准还是省级实施标准，最终都需要通过县级政府

组织实施的县级目录 ／ 标准落地。 组织实施，首
先需要依据体现事权责任的服务目录 ／ 标准来测

算保障经费，明确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
纳入财政预算，安排所需经费。 这也是《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法》经费保障条款（见第四十五条）体
现的基本精神。 同时还需要县级政府强化推进

措施、落实措施和检查监督措施，以确保政府承

诺的兑现以及服务目录 ／ 标准的落地。

２　 以构建县域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为
突破口，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乡村公共文

化服务全覆盖，根本措施是健全乡村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对健全乡村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四有”要求：有标

准、有网络、有内容、有人才。 有标准，是说要明

确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资源、服务、效能的

数量和质量水平，体现以标准化促进均等化、普
惠化、便捷化的思想；有网络，既包括设施网络、
互联网络，也包括服务网络，为设施联通、服务

联动、资源共享奠定基础；有内容，强调的是公

共文化服务内容为王，所有的服务、活动只有依

托内容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有人才，突出乡村公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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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文化服务中“人”的核心地位，设施、资源、活
动通过“人”才能转化为可获得的服务。 “四有”
要求对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很强的

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仅靠乡村自身单打独斗无法完成健全乡村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任务。 有研究表明，我国

公共文化服务呈明显的“差序结构”———离城镇

愈远，公共文化服务愈弱［６］ ，因此，乡村公共文

化服务建设必须发挥县域内具有中心地位的县

级图书馆文化馆的带动、辐射和支持作用。 目

前各地正在大力推进的县域图书馆文化馆总分

馆制建设，就是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突破口。 总分馆制的基本特点是，以县域为基

本地域单元，以县级图书馆文化馆为总馆，以乡

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为分馆或基层服务点，实
行总馆主导下的服务网点统一布局，服务资源

共建共享，服务标准全域统一，运营管理上下联

动。 按照国务院五部门《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

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总分

馆制要建立标准，明确功能，总馆要具有整合资

源、业务指导和服务援助的能力，分馆要具有提

供与总馆水平相当的基本服务的能力［７］ ，目标

是促进优质资源和服务下沉，提高城乡均衡发

展水平，提升综合服务效能。 各地在推进总分

馆制实践中创造的人员“下派上挂” “社工＋义

工”、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岗位等方式，不同

程度解决了乡村文化人才缺乏的问题。 总分馆

制建设明显推进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四有”问题的解决。
总分馆制建设绝不仅仅是图书馆文化馆的

一项业务工作，而是事关体制机制的重点改革任

务，是基层图书馆文化馆组织体系的变革，促进

图书馆文化馆由单一设施向设施体系进而向服

务体系转化。 正因为如此，总分馆制建设对乡村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才具有带动作用、奠基意

义。 在一个县域范围内，如果图书馆文化馆的总

分馆制真正建立起来了，以县带乡村、设施互通、
资源共享、服务联动、城乡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格

局就基本形成。 所以，构建县域图书馆文化馆总分

馆制，实际上也是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
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有效举措。

３　 疏通社会力量参与通道，促进农村公
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对公共文化服务的便捷高效和多样化、特色化、
个性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社会化发展、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动力，是高

质量发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必然要求。
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一个突出问

题，是一些乡镇、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往往处于

“沉睡”状态，所谓“不开门，不见人”，设施闲置，
效能较差。 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日常运营管理和常态化服务

活动的经费与人员保障不力。 针对这一现象，
近年来，不少地方探索以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

管理运营服务的方式来激发乡村公共文化设施

的活力，取得了明显成效。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初，全国

已有 １０ ０００ 多家乡镇、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实行

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管理运营模式［８］ 。 但在探

索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３．１　 承接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社会力量提供服务的角度看，突出问题

是承接主体数量不足、专业化程度不高、人员流

动性过大。 二、三线城市基本没有合适的公共

文化机构管理运营服务提供商，即便北京、上海

这样的一线城市，能提供合格服务的公司企业

或社会组织也不多。 目前我国还没有公共文化

机构管理运营承接主体专业资质的认定或评价

标准，各类社会机构面对新的业务拓展机遇，盲
目上阵的现象不时可见，导致承接主体的工作

人员专业水平不高，再加上薪资水平有限，从业

人员的稳定性普遍较差，直接影响公共文化机

构的服务能力、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益［９］ 。

３．２　 政府购买政策存在的问题

从政府购买服务的角度看，较多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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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不配套、体制束缚等瓶颈障碍，政府购

买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应用中面对着较多的

“玻璃门”“橡皮墙”。
一是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的合法性问题。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财政部和中央编办印发《关于做

好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的意见》，其
中规定承担公共文化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

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既
不属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也不属于承

接主体，不得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１０］ 。 然而

目前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实践与这一规

定有矛盾，典型的如伴随着图书馆总分馆制的

推进，一些地方出现了下级政府出资委托上级

公共图书馆管理运营本地图书馆的现象，上级

公共图书馆事实上已经成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

接主体。 再如近期一些地方为解决公共文化服

务供需对接而创造的“文采会”形式。 参加“文

采会”的资源和服务需求主体是各级各类公共

文化机构，而按现行政策，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这样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能作为采购主体和

承接主体。 矛盾和冲突首先是真正的需求方不

能作为采购主体；其次是供需方“对接”后并不

能进行实质意义上的“采购”；再就是按“供应商

不足三家应予废标”的现行政府采购规定，“文

采会”上的供需对接最终能否变成现实有不确

定性。 结果要么是公共文化机构违规购买，要
么是“文采会” 本应实现的功能大为削弱。 这

一矛盾若不解决，“文采会”势必会异化为“文

展会” ［９］ 。
二是政府采购招标方式、程序的适应性问

题。 目前主要表现为三个缺乏。 ①缺乏专门的

公共文化类招标文件。 目前基本上是在套用工

程类招标合同，许多约定用在公共文化服务上

让人无法理解，导致合同所提要求不能得到承

接主体的针对性响应。 ②缺乏公共文化领域专

家参与评标。 由于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属新兴

领域，各地招标机构专家库中还鲜有相应的专

家入库，导致对承接主体评价的专业性、针对

性大打折扣。 ③缺乏对投标公司企业或社会

组织专业资质的要求。 目前普遍采用“价低中

标”原则，往往导致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公司

企业或社会组织被淘汰，后果就是管理和服务

低成本运作，服务质量和效能难以获得基本

保证［９］ 。
三是社会化承接主体的平等市场待遇问

题。 目前我国承接政府购买开展公共文化设施

管理运营业务的，以中小微企业和社会组织为

主，一般来说规模小、实力弱、业务新，特别需

要政策扶持。 但现实状况是，这类公司企业、
社会组织目前还没有被纳入文化产业范畴，如
尚不能申请文化产业扶持资金，也无法享受小

微文化企业的优惠政策等，一个典型的、新兴

的文化产业形态目前还游离在文化产业范畴

之外［９］ 。
四是防止政府“甩责”问题。 有的地方政府

对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理解和认识存在

偏差，把社会力量管理运营公共文化机构当作

政府减少投入或不投入的机制，造成承接方只

能依靠收费或变相收费开展服务，背离了公共

文化服务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的宗旨，也违

反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规定。 在推进公

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进程中，需要防止政府

“甩责”，防止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异化

为新的“以文补文”“以文养文” ［９］ 。

３．３　 疏通社会力量参与通道的着力点

政府购买服务是引导和激励全社会参与农

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市场机制和手段增

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弱项的重要方式。 面对存

在的矛盾和问题，目前需要重点在三个方面

发力。
首先，加大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承接组织

的培育力度。 当前，应在扩大数量和提高质量

两个方面同时发力。 扩大数量，需要完善政府

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清单，使承接组织明确自身

优势与可购买范围的匹配度；需要扩大政府购

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扩宽承接组织的可选

择空间；需要强化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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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力度，将从事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承接组

织纳入文化产业范畴，享受相应的政策优惠，吸
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中来。
提高质量，需要从提高社会化承接组织与从业

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做起。 现实可行的做法是，
高等院校相关学科（如图书馆学科）开展面向职

业的公共文化服务专业教育，设计系统的专业

课程体系，建立规范的课程修读和考核制度，建
设完善的社会化人才评价机制，为社会化承接

组织输送合格的专业人才。 这也应该成为高等

院校图书馆学科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转型发

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同时，行业协会、第三方机

构等应建立独立的社会化承接组织资质水平评

价机制，为政府选择承接主体提供专业资质参

考，把控社会化承接组织的“入口”，防止不具备

一定专业资质的企业或社会组织盲目进入公共

文化服务领域［９］ 。
其次，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政策

体系。 当务之急是全面梳理现行相关政策，针
对已经显现的问题，解决不同部门之间政策的

相互冲突、互不协调问题。 此外，还需要加强政

府采购招标制度与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适

配性，解决招标文件、承接主体专业资质、评标

库充实公共文化专家等突出问题。 完善现行文

化产业扶持政策，助力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

化承接组织的发育和壮大［９］ 。
再次，政府监管应转变观念、改进方法。 在

构筑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格局的背景下，各级政府对公共文

化机构的监管应转变理念与方式，建立起以契

约精神按照合同进行考核的机制，防止文化企

业或社会组织过度的逐利倾向牺牲文化的公益

属性［１１］ 。 要从监管组织建设、监管结构搭配、监
管内容完善、监管方法多样、监管结果利用等多

方面着手，建立完善监管制度，实施全过程的有

效监管，同时协调不同政府部门共同落实监管

职责。 政府通过向第三方机构购买服务实施对

社会化承接主体的日常监管，是避免监管“行政

化”的有效方式，目前已有一些地方实践，应在

总结完善的基础上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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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ａｎｇｔ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４（４）：２１－２７．）

［ ７ ］ 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 ＥＢ ／ ０Ｌ］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６） ［ ２０１８－ ０６－ ０７］．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１６４４８． ｈｔｍ． （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ｇｅｎｔｒａｌ －

ｂｒａｎｃ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Ｂ ／ ０Ｌ］ ．（２０１６－１２－２６） ［２０１８－

０６－０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１６４４８．ｈｔｍ．）

［ ８ ］ 北京大学国家现代公共文化研究中心．我国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化发展调研报告［ Ｒ］．２０１８．１２．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Ｒ］． Ｄｅｃ．， ２０１８．）

［ ９ ］ 李国新． 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政府购买政策与机制［Ｊ］ ． 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１９（５）：２４－２６．（Ｌｉ Ｇｕｏｘｉｎ． Ｉｍ⁃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Ｊ］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ｆｏｒｍ，２０１９（５）：２４－２６．）

［１０］ 关于做好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的意见［ ＥＢ ／ ０Ｌ］ ．（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９） ［ ２０１９－ ０６－ ０７］．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６－１２ ／ ２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５４１５４．ｈｔｍ＃１．（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ＥＢ ／ ０Ｌ］ ．（２０１６－１２－２９） ［ ２０１９－ ０６－ ０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６－

１２ ／ ２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５４１５４．ｈｔｍ＃１．）

［１１］ 杨永恒．激发内生动力建设和谐美好农村文化［ Ｊ］ ．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１９ （ ５）：３０ － ３２． （ Ｙａｎｇ Ｙｏｎｇｈｅｎｇ．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ｂｅａｕｔｙ ｒ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Ｊ］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２０１９（５）：

３０－３２．）

李国新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 北

京 １００８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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