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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江西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现状及对策设计
＊
 

赵亮 1 ，袁思雨 2 ，吴奇伟 3 ，李小凡 41 

( 1． 2． 3． 4． 南昌工程学院经济贸易学院，江西南昌 330099) 

摘要: 经济增长新常态下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有新气象、新内容和新问题，如何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持续稳定建设，进而构

建均等公平、完善合理和利民助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为当下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之一。选取江西公共文化服务为研究个案，

基于江西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背景，从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和对策设计三方面构建分析框架，在深入剖析江西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的收入及投入、服务体系、网络媒体、制度建设、体制改革的基本情况以及财政投入、发展速度、供给主体、监管机制、人才

队伍方面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良性互动、精准投入、多元参与、奖惩测评、队伍建设、特色创新的一揽子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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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明确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建设的关键特征和重要目标之一，并且提出了“社会文化生

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的发展任务。因此，贴近人民生活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地位将进一步突出，

而构建均等公平、完善合理和利民助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亦显得尤为重要
［1］

。江西省一直重视省内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并把

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作为打造文化大省、提升民众文化认同度的重要契机和机遇。经过长期不懈发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同时，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逐年增大的大环境下，自 2012 年江西省经济增速也进入新常态，具体表现在经济增速由之前连

续九年超过 12%的高速增长降为近几年徘徊在 9% 的中高速增长。受新常态影响，江西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既有新气象亦有新问

题，面临新机遇又肩负新挑战，亟须进行新规划、新设计。本文将主要通过定性描述和规范分析对新常态下江西公共文化服务

发展基本情况、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设计路径。本文的研究也能为新常态下其他省域发展公共文化服务

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文献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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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是我国的文化术语，国外直接的相关研究很少，主要集中在公共产品等方面
［2］

。国内对于公共文化服务

的研究可以从研究内容、研究尺度两方面进行概述。 

从研究内容来看，既有研究主要从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和均等化三方面进行论述。在绩效评价方面，向勇和喻文益( 2008) 
［3］
、蒋建梅( 2008) 

［4］
较早对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进行模型评估和体系评价，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李宁( 2009) 

［5］

从农村视角探究了绩效评估机制的构建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王洛忠和李帆( 2013) 
［6］

在创新公共

文化服务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测量了地区差距问题。王学琴和陈雅( 2015) 
［7］
、苏祥( 2016) 等

［8］
都剖析了公共文化服务绩效的

理论基础，夯实了理论根基。在体系构建方面，王芬林( 2009) 
［9］

和邱伟( 2012) 
［10］

集中分析了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构建问题，罗云川( 2011) 等
［11］

结合“十二五”时期背景给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优化建议。张楠( 2012) 
［12］

基

于纵横结构重构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模型。也有学者从传统文化( 傅才武， 2012
［13］

) 、图书馆( 刘笑梅， 2008
［14］

； 常琛， 2012
［15］

) 的视角研究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路径。圣章红( 2016) 
［16］

通过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现代化解读，提出了

建设的新路径。在均等化研究方面，学者们重点探究了农村地区的均等化，提出了体制性障碍、文化贫困陷阱、制度设计等问

题和想法( 蔡辉明，2008
［17］

； 孙浩，2011
［18］

； 赵欣和徐鹏飞， 2012
［19］

； 陈前恒和方航， 2017
［20］

) 。朱海闵( 2014)
 ［21］

、

杨智慧( 2015) 等
［22］

均对标准化和均等化的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而肖希明和完颜邓邓( 2015
［23］

、2016
［24］

) 强调了数字化对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性。方堃和冷向明( 2013) 
［25］

、何义珠和李露芳( 2013) 
［26］

则分别从包容性视角和公民参与视角探

析了均等化问题，并据此提出了策略建议。 

在研究尺度方面，对国内外( 王学琴和陈雅，2014
［27］ 

) 、中国( 唐亚林和朱春，2012
［1］

； 陆晓曦，2017
［28］

) 、中西部地

区( 胡税根和宋先龙， 2011
［29］

； 叶翠和刘灿姣， 2017
［30］

) 、农村地区( 苏红， 2009
［31］

； 李少惠和王苗， 2010
［32］

) 、省

市县( 吴理财， 2014
［33］

； 王余生， 2017
［34］

； 康丽雯， 2010
［35］

) 均有研究。而以江西省或其省内区域为尺度的研究很少，

主要包括周芝萍( 2014) 
［36］

分析了服务体系构建，李荣华( 2015)
 ［37］

剖析了服务保障的机制，陶国根( 2017) 
［38］

以江西省安

福县为个案研究了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问题。 

综上可知，目前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已经从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和均等化三方面深入展开，并且研究尺度涉及宏观、

中观和微观层面，但是针对江西省公共文化服务的专门性研究仍很少，内容研究更显单一。因此透析江西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

情况并提出相关建议的基础性研究正亟待加强。 

二、江西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基本情况 

( 一) 文化收入和投入力度整体攀升 

江西文化产业作为省内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固有基础和先决条件，新常态下总体发展依然向好。根据江西省统计局公布的

数据， 2011 －2016 年，全省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020 亿元、1460 亿元、1784 亿元、2061 亿元、

2460 亿元、2814 亿元，逐年快速攀升，年均增长率达到 22． 5%，占同年度全省 GDP 的比重分别为 8． 8%、11． 3%、12． 4%、

13． 1%、14． 7%、15． 3%。在新常态下全省经济增速压力逐年加大的背景下，实现了增速和占比双重快速增长。这为省内公

共文化服务发展提供了优质环境和物质条件。在此基础上，江西省对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入整体上呈现较快增长态势( 见图

1) ，从投资总量来看，尽管在 2012 年进入新常态伊始，投资总额从 2011 年的 106． 4 亿元降为 101． 3 亿元，但从 2013 年

至 2016 年，投资总额由 143． 8 亿元提高至 176 亿元，特别是在 2015 年投资总额达到峰值 261． 3 亿元； 从增长速度来看，

同比增长速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由此可知江西省对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入的增长速度受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消极影

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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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1 － 2016 年江西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入及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 历年江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二)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截至 2016 年，根据《江西统计年鉴》和江西省文化厅公布的数据，江西省内已经建有艺术表演团体 84 个，文化馆 118 个，

公共图书馆 113 个，博物馆 133 个，县( 县级市、市辖区) 覆盖率达到或接近 100%。2015 年全省已建有文化站 1763 个，乡

镇综合文化站 1632 个，覆盖率约为 90%，此外还建有大量街道文化活动中心、村文化活动室服务群众。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不断完善，全省民众反响良好，受益群体逐年增多。 

( 三) 网络媒体积极发展 

网络媒体为全省公共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途径，更利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现阶段江西省积极推动“互联网+”公共文化

服务建设，借助计算机网络平台、手机客户端和 APP 软件下载等手段推动形成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媒体格局，将互联网创新与公

共文化服务建设耦合联结，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插上网络新媒体的“翅膀”。通过网络媒体发展，改变了信息互动环境，重塑了

公共文化传播方式，颠覆了群众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接触模式，提高了江西公共文化传播的便利性、快速性、及时性、规模性，

引致江西省内公共文化服务传播方式“质”的变革。 

( 四) 制度建设持续推进 

进入新常态以来，江西省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认真贯彻实施有关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大发展和均等化的各项

政策、文件规定。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规划》、《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文化服务指导标准( 2015 － 2020 年) 》

等国家宏观政策、文件的指导下，为促进江西省内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便民化、均等化和快速化发展，江西省大力推进公

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已经制定并颁布了《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的实施意见》、《江西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江西省 2013 － 2015 年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及《江西省“十

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等政策规定，为江西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指明了方向，夯实了制度保证基础。 

( 五) 体制改革逐渐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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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力争在 2020 年建成覆盖全国城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在江西省内实现这一目标，江西现阶段正积极推动文化

体制改革，以改革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首先，做好文化精准扶贫工作，重点抓好经济欠发达县市农村地区的乡

镇综合文化站、村级文化服务中心、农村书屋建设，坚持不懈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末端和“最后一公里”［39］。其次，按照《关

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的相关意见，积极构建县级文化馆、图书馆的总分馆制，增强江西省内县

级公共文化服务“馆”资源的服务能力，加强对县域公共文化资源的管理，打通公共文化资源流通、整合和延伸的渠道，实现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发展。第三，实施公共文化服务“品牌”战略，打造“文化三下乡”、“文化大码头”、“赣图大讲堂”、

全民阅读和“读好书”、服务农民工文化志愿行、“农村电影行”、“农村书屋”等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

水平和质量。 

三、江西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新常态下，江西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在快速提升、体系构建不断完善的同时，在范围广度和服务深度发展方面也存在局限、

挑战和“瓶颈”，具体表现在财政投入、发展速度、供给主体、公众参与度、监督机制以及人才队伍等方面。 

( 一) 财政投入不够科学 

新常态下，江西经济增长速度降为中高速增长，在维持和支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政府财政投入方面，尽管投入总量仍有

提高，但投入增长速度已经呈现出疲软态势。同时，财政投入仍存在一些弊端，表现在: 首先，与教育、农林水、社会保障及

救助安排、医疗卫生等其他公共服务投入相比，财政投入于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资金最少。根据江西省 2017 年省级预算安排公

布的数据， 2017 年新增财政支出 136． 2 亿元，用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是 41． 8 亿元，其中教育、农林水、社会保障及

救助安排、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预算安排分别为 12． 22 亿元、9． 5 亿元、10． 47 亿元、9． 2 亿元，而公共文化服务的

预算安排仅为 0． 4 亿元，占比低于 1%。其次，近年资金投入总量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

以 2015 年和 2016 年为例，江西对文化、体育与传媒业的财政支出达到 261． 3 亿元、176 亿元，同比增长 3． 8%和－ 32． 6%，

而同期江西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 9． 1%、12． 7%和 9%、4%，相较之下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

呈现不足。 

( 二) 发展速度略显停滞 

进入新常态以来，江西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整体已处于一个增速平稳期。根据表 1，以 2011 年为参照年份，考察 2012 － 2016 

年相关指标的变动情况，可知，全省艺术表演团体数量保持在 85 个左右，没有显著增加； 文化馆数量保持在 103 － 108 所，

增幅很小； 公共图书馆数量较稳定地保持在 113 所； 博物馆数量有比较明显的增加，从 2011 年和 2012 年的 108 所提高至

2015 年和 2016 年的 138 所和 133 所； 出版的各类图书和各类期刊分别为 2 亿册左右和 7200 － 7800 万册； 而出版各类报

纸增幅相对比较大，从 2011 年的 7． 2亿份提高至 11 亿份。这表明江西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目前处于一个发展速度略显停滞阶

段，对于发展潜力大的艺术表演团体、图书出版、期刊出版等仍需要加大发展力度。 

表 1 2011 － 2016 年江西公共文化服务基础( 部分) 建设情况 

年份 艺术表演团体 文化馆 公共图书馆 博物馆 
出版各类图书 

（ 亿册 ） 

出版各类期刊 

（ 万册 ） 

出版各类报纸 

（ 亿份 ） 

2016 84 118 113 133 2 7112 10．6 

2015 85 104 113 138 1．9 7878 11．2 

2014 82 104 113 109 1．9 7352 12．2 

2013 85 106 114 136 2 7112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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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88 103 114 108 2 7395 7．6 

2011 85 114 113 108 1．7 7200 7．2 

资料来源: 历年江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江西统计年鉴》 

( 三) 供给主体单一且社会公众参与度低 

当前，江西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的供给仍以政府主导为唯一渠道，各级政府施政以刚性监管手段为主，计划经济特征明显，

存在大包大揽的计划思维，导致供给的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社会力量参与渠道不通畅，不能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的积极性。

同时，引致社会公众的参与不足还由于江西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业大省，占省内人口绝大比重的广大农民群体、务工群体

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对文化的需求不强烈，同时迫于生计，他们大部分精力投入增收创收方面，参与公共文化的热情不高。此

外，一些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不匹配，尤其是针对乡镇和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娱乐活动，都是政府主导安排输出，农民

没有选择权，农民的文化需求不能被精准满足，参与意愿较低。 

( 四) 建设缺乏有效监管 

当前江西省内公共文化服务的实施、管理没有专门的监管机构和规章制度，而对比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比如江苏省，已经

制定有专门的《江苏省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江苏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办法》等条例制度对江苏全省的公共文化发展

进行指导、监管、考核和评价，同时设有专门的协调组办公室和联络员，而江西省在这一方面还比较欠缺。此外，江西公共文

化服务的发展也缺乏社会监督，目前的监管主要是行政监管，监管主体为各级行政部门和同级的政府部门，缺乏非政府性机构

的客观监督，容易诱导重复建设、资金挪用、建设周期冗长、供给与需求“不对路”( 供给无效) 等问题。
［40 － 41］ 

( 五) 人才队伍建设滞后 

文化专业人才队伍是助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主导者、布局者、参与者，是保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量”、“质”齐升的核

心和关键，人才队伍素质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质量的基础和保证。［36］现阶段江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以下问

题: 首先，人才总量严重不足，人才结构问题突出。根据《江西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 2015 年文化部门从业人员数仅为 19287 

人，占当年江西总人口数( 45656316 人)的比重为 0． 04%，远远低于东部和中部其他省份的水平。其中正高级职称人数仅为

130 人，副高级职称人数仅为 659 人，中级职称 2347 人，复合型人才和高技能人才比例更低。其次，从业人员学科专业背景

偏弱，市以下的县文化站、乡镇综合文化站、街道文化活动中心基本是由业余人员、老年人员兼管。在村组一级文化服务中心、

村文化活动室更是没有专业的人员从业在岗，多数由当地中老年村民担任服务中心开关大门角色，根本没有互动、讲解或者交

流环节。 

四、江西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对策设计 

面对江西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今后如何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投入科学化?增强参与主体多元化? 提

高公共文化的服务效能? 补齐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短板”?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这些都亟待统筹协调，亟须设计出适合江西

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一揽子竞合对策。
［42 － 44］ 

( 一) 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 

随着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江西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由高速增长( 12%左右) 降为中高速增长( 9%左右) 。经济增长压力

增大下亟须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动力转换，因此可以充分和有效利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刺激民众对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消费的

需求，培养群众的消费意愿，实现“萨伊定律”所阐述的供给创造需求的目的。同时也要扶持和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从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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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动力角度发挥公共文化服务对经济的驱动作用。此外，也要通过经济发展“反哺”文化服务建设，为文化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和物质基础，增强群众的消费能力，最终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发展。 

( 二) 精准投入建设文化场馆 

精准投入加大文化场馆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要实现基础性文化场馆、文化设施在市县区、在乡镇街道，特别是在农村社

区的全覆盖，由于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广场等已经基本实现在市县区的 100%覆盖，因此下一阶段要集中力

量全面加大对文化站、乡镇综合文化站、文化活动中心、村文化活动室的投入建设。其次，要注重提高文化场馆和设施的建设

质量，争取在“十三五”期间，通过精准投入将既有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建设等级达到国家二级馆及以上标准，

乡镇街道和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场地和设施的建设等级达到国家三级站及以上标准； 文化长廊、大舞台、运动场等文化广场面积

和质量达到省级或市级的规定标准。 

( 三) 建立多元参与的供给模式 

随着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江西省的政府职能也正在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行政模式转变。因此，需充分发挥政

府职能转变带来的有利契机，首先要放宽社会力量进入的市场准入政策，可以采取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引导社会力量合理、合

法进入。其次要建立激励措施，通过财政政策的减税和货币政策的降息等经济优惠手段激励社会公众力量进入，鼓励社会参与

力量兴办、捐赠、生产、赞助和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场所、设备、物品和项目等。
［45 － 46］

第三要搭建企业、单位、机构、个人等

社会力量参与的平台、理顺参与的路径，设计参与的模式，形成有序参与、多元竞争、公私结合的参与体系。
［47］ 

( 四) 建立奖惩测评机制 

首先，要建立服务绩效评价制度，对市县公共文化服务场馆的便民、利民和惠民效果设计指标体系进行定量测评，对乡镇

农村的文化站、文化室等服务设施的利用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抽查暗访，加强政府管理。其次，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

构，提高测评的客观性，以评促建、以评纠偏。第三，合理设立退出机制，以群众满意度为测度标准，切实增强从业人员的责

任感和积极性，提高服务水平，充实服务内容。 

( 五)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首先，整合省内高校教育资源，在省内高校设置相关专业和研究方向，精准培养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人才。在研究型本科

大学注重培养理论型、学术型人才，在职业型大专院校注重培养应用型、实践型从业人员，以便为省内较快发展的公共文化服

务提供充足的人才保证。其次，积极吸收有文艺特长、文化水平高的业余参与人员加入到公共文化服务队伍中来，充实市、县、

镇、村四个层级的志愿者队伍。第三，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建立从业资格准入制度，优胜劣汰，切实提高服务质量，

打造一支较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 

( 六) 突出特色强调创新 

基于省内市县各自的城市地域特色打造既具有一般普遍性更强调文化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将各市县的民俗传统风情、红

色文化资源、绿色景观文化、历史遗产资源等与创收、旅游、创作、基建相结合，强调在特色基础上的文化创新，深度挖掘区

域特色文化资源，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素材和内容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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