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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展现了新中国60年文化管理体制发展变迁的历程，研究总结了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建设取得的辉
煌成就和历史经验，梳理和阐述了文化管理体制理论发展的脉络和理论创新的成果，分析了文化管理
体制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思路、举措，并展示出文化管理体制
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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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对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作了描述，重点分析了“文
革”结束后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反思，以及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文化管
理体制的革新与转轨。
第一节“文化管理体制的调整与革新”叙述了在四次文代会以后，党和国家在对文化管理工作反思的
基础上，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和革新，并且借鉴经济改革的“承包制”、“双轨制”等成功经
验，使文化市场得到发育和发展，重新焕发了文化事业应有的活力。
第二节“文化管理体制的转轨”，描述和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过程中文化产业的异
军突起，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两分法”开创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第三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管理体制的建设”，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及中
国加入WTO后的背景下，我国通过进一步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通过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
包括网络文化管理制度的现代化文化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管理体系。
　　第六章“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建设的成就与历史经验”，是对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60年发展演变
所作的一个总结。
新中国60年来文化管理体制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惨重教训，对进一步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推动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均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本书的问题意识是，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究竟具有哪些特征，使之既区别于中国以往所有的文化
制度，也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制度？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究竟有哪些因素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了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
其问是否有规律可循？
最后，究竟什么样的文化管理体制才是一个好的体制？
一个好的文化管理体制究竟需要哪些必要条件？
以及我们怎样来判断和衡量一个文化管理体制的优劣？
本书对上述问题只能说是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思考，这些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透彻清晰的回答。
我们希望今后有机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希望能够把制度一结构分析与过程一事件分析有一个较好的结合，希望能通
过抓住重大事件来描述发展脉络，同时注意保存重要历史资料和历史细节，希望在描述文化制度发展
变化的过程中，能够看到人和事，因为制度是人建构的，而制度之所以被建构，就是用来处理人和事
的。
我们相信这种见人又见事的制度史，才是完整和丰满的。
我们也意识到，文化体制、文化制度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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