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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2年文化遗产蓝皮书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文化遗产课题组编撰的第四部文化遗产蓝皮书。

在2012年这个时间点上推出的作为文化遗产事业发展参谋的文化遗产蓝皮书，以展望“十二五”为主
题，旨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既明了这个领域现状与目标的差距，也为文物保护和利用、风景名胜
区管理等具体工作提供近中期有理有据的建议。

刘世锦主编的《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2）》这部文化遗产蓝皮书仍由主题报告、技术报告
和评估报告组成，延续了“主题报告给出政策建议”、“技术报告解释主题报告”、“技术报告和评
估报告共同为主题报告提供支持”的体例。
课题组发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战略性、综合性、前瞻性研究见长的特点，结合文物系统以及风景
名胜区系统的最新调查统计数据，辅以案例分析和量化分析说明书，系统、具体、深入浅出地描述了
文化遗产事业的现状与目标的差距并提出了对策。
考虑到文化遗产事业与国计民生日益紧密的关系，这部文化遗产蓝皮书还关注了社会热点并希望窥斑
见豹，用两个特别关注（“生态补偿政策不能‘没文化’”、“从博物馆相关事件看文化遗产管理单
位体制机制变革”）试图发现国家政策、媒体焦点与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力求这一事业能在更好整
合国家之力、社会之情的状态中与时俱进。

具体来说，《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2）》这部蓝皮书在全书线索设置和内容安排中紧扣“
民生”、“科学发展”。
在主题报告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以文化遗产与美好生活的关系发端，从定性定量两方面寻找事业发展
现状与目标之间的差距：从人民群众需求满足的角度来定性寻找文化遗产事业现状与目标的差距；尝
试性地将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终极标准“四个好
”（文物本体保护好、周边环境整治好、经济社会发展好、人民生活改善好）转化为评估指标体系，
以定量寻找事业发展差距。
以这些差距为依据，系统整理了当前事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基础不牢、欠账不少、借力不够
等方面，然后第三章从管理制度、第四章从管理水平方面分析了问题成因：大多数问题可以通过完善
体制机制解决，而完善的方向是事业的归事业、产业的归产业，体制要健全、机制要规范、机构要加
强。
尤其要依据“机构编制情况与事权对称”原则加强队伍建设，并在文物有效保护、文物执法督察和安
全监管、人才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着力，才能提升管理水平。

今年的问题成因量化分析中，还不乏与业内外人士感觉不符的重要结论，如在全面考虑保护和利用的
情况下，文物大省不一定管理水平高、相关功能发挥好。
这是因为这些省文物资源较多，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任务较重、保护需求迫切，相应的就需要更多的
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否则就会呈现文物大省反而管理水平较低的现象；又如，故宫的管理水平，
在全国博物馆乃至所有事业单位中都是较高的，其“十重门”中显现的问题及其制度成因，在全国绝
大多数类似单位中也存在，只是故宫身处聚光灯下而已。
这些结论，都体现了作为相关工作技术支撑的必备特性：科学性。
也因此，对即将发布的文化遗产白皮书、风景名胜区白皮书以及文物系统相关工作（如国家一级博物
馆运行评估）和相关研究（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关于大遗址和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体制研究）中的内
容有兴趣或有质疑的读者，可以到文化遗产蓝皮书中来探赜索隐。
另外，对日益红火的文物旅游，蓝皮书第二章中也创新地给出了定义和特征，总结了当前发展中的突
出问题，以使这个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关系的焦点领域能在理论指导下规范发展，使十七届六中全会
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能在符合文物工作规律的情况下理性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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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总结和分析，因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文化遗产课题组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申报201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遗址保护跟踪研究”成功，2012年文化遗产蓝皮书主题报告第二章
还专门增加了大遗址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的理论分析，使这部蓝皮书也成为这个重大项目的中间成果
发布阵地。
今后的文化遗产蓝皮书还将陆续把这个重大项目的成果发布出来，使其能服务于更多更广的读者，也
使文化遗产蓝皮书自身的品位得以提高。

未来，文化遗产蓝皮书在基本延续目前体例的情况下，从研究团队开放化、研究方式多元化、研究内
容具体化、写作文风行业化四个方面继续完善，力争使蓝皮书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文化遗产事
业促进并受益于这个过程的见证者，以书为证知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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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2.1 文化遗产的精细化管理 文化遗产的精细化管理已不是一个新鲜词汇，迄今为
止的四部文化遗产都利用GAP分析和DEA分析寻找文化遗产事业在精细化管理方面的不足。
在2008年和2009年蓝皮书中，我们已经通过GAP分析方法对截至2005年各省文物系统的行政资源空间
配置效率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沿用这一思路，2010年蓝皮书将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按照其管理内容和工作成效分门别类，据此设立评
价指标体系，采用GAP方法进行分析，找出目前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从而使提高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
管理效率。
 目前我国文化遗产精细化管理中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政策效力不够、基层执行力不足等方面。
文化遗产事业在“十一五”期间的进步有目共睹，按照精细化管理的要求，总体的管理水平在提高。
但是，按照2010年蓝皮书中提出的“全面、规范、高效”的标准衡量，文物系统内部行政资源配置的
效能仍旧不够高，尤其是云南、陕西、湖南、内蒙古、新疆、福建等省份仍有较大提高空间。
 GAP分析的结果为管理层面提供了科学判断的依据，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需要
从相关政策制定者、具体工作执行者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从上位性的政策层面来看，目前国家的综合发展规划、广域政策和相关法律制定中对文化遗
产事业的发展、对文化遗产事业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仍然认识不够，文物行政部门应在今后
的工作中关注国家大政方针和广域政策的制定，主动将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需求反映出来，呼吁平行
部门和社会对此项工作更加重视，统筹考虑文化遗产事业与社会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
另一方面，从文物系统的基层建设来看，通过全国范围内省级行政区的比较也便于各地区找准自身的
相对位置，尤其是存在行政资源投入相对不足、使用效率不高等方面问题的地区更需要理清思路，优
先解决文物保护和发展的根本问题——遵循“保护优先”原则，在文化遗产资源得到切实保护的前提
下，有针对性地加强人员队伍建设、管理制度改革和服务方式改进等方面的工作，以提高管理水平。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

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2版)》的文化遗产事业发展问题成因定量分析的结论中，不乏与业
内外人士感觉不符的重要结论，如越是文物大省，其相关投入相对其保护和利用的全面需要来说越不
足。
《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2版)》还关注了社会热点并希望窥斑见豹，用两个特别关注（“生
态补偿政策不能‘没文化’”、“从博物馆相关事件看文化遗产事业单位体制机制变革”）试图发现
国家政策、媒体焦点与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力求这一事业能在更好整合国家之力、社会之情的状态
中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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