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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求理清文化强国、体制改革、民营文化企业三者的内在关系，采用解剖标本案例的方式，潜入
底层，深度调查，观察生逢其时的民营文化企业，在国家建设文化强国的强烈意愿下，在文化体制改
革跌宕起伏的大潮中，如何通过自己的实践证实民营文产企业是中国文化强国路上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如何通过对实践的总结和理论创新为中图文化价值影响世界贡献新经验。
　  本书所做的调查分析、经验提升、理论总结，可供文化体制改革决策参考．可供各地政府促进文
化产业参考，可供文化产业的研究和教学使用，可供从业人士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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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伯君，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剐院长、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特聘研究员、两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香港中文人学访问学者。
2005、2006、2007、2008《成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蓝『支书）执行副主编。
　　陈伯君长期致力于中国发展与体制改革研究，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
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以及海外学术期刊《远东巾文经贸评论》等发表
论文近百篇，已出版的论著主要有《乐兮？
忧兮？
巾困农村潮》、《国家与价值：解读中国社会转型》、《转型期中国改革与社会公正》、《西部人开
发与区域经济公平发展》（阳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人，合著）。
多次就中国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接受新华社《嘹望东方周刊》、《中国改革》、《新京报》、《南
方周末》、《社会科学报》、《四川日报》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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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多极世界中，也有其他极宣称自己所代表的价值才是人类理想社会的前景。
尽管中国所倡导的核心价值强调世界多元化、和谐发展，但意识形态的分歧难以消除，价值冲突不以
人意志为转移。
　　价值冲突会有硝烟，如科索沃战争就是以“为价值观而战”的理由发动的。
但价值冲突更多的时候没有硝烟。
没有硝烟的价值冲突，则是以文化产品的消费作为传递介质进行的。
谁是文化产业的强手，谁的价值思想就是世界的主流。
　　在价值冲突阶段，世界各国都把文化安全、文化强国放在全局性战略性的地位上。
　　文化力不仅是重要的综合国力，对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发展变化有深刻影响，而且
是这个国家各民族认同的凝聚力，其作用跨越国界。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历史。
但所有文明古国都不约而同地落在近现代发展的后面。
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文化与国家发展的专家关注。
这个现象至少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强大与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长短没有必然关系。
悠久的历史文化并非一定理所当然地具备发展当代文化的优势，上帝也有黄昏的时候。
但历史文化悠久是一笔潜在的、令人羡慕的文化资源。
中国在进入20世纪后才走上现代化历程，经历了如世纪初期“全盘西化”和世纪中期“文革”两次割
断传统文化的劫难。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反思热”、“寻根热”、“复古热”，其实不过是对民族文化长期失落的
焦虑。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些焦虑很快被汹涌澎湃的经济浪潮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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