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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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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历来重视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建设战

略思想不断与时俱进，从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再到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再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无

不体现了我们党对文化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中

重要地位认识的不断深化。
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的指导思想

十八大报告 （以下简称报

告）把“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文

化部分”的总标题，突出了“文化

强国”在当前文化改革发展中的

目标地位，这是对我国文化建设

实践探索作出的基本结论，是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

丰富和深化，为我国文化改革发

展走什么样的路、朝着什么样的

目标迈进指明了方向。报告“文

化部分”第二段指出，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坚持“两为”方向，坚持“双百”方
针，坚持“三贴近”原则，推动“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

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
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

是我们在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阶段，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推进

文化改革发展的基本要求。
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的原因所在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坚

持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

局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十年来

“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文化日

益繁荣，国家文化软实力日益增

强。但是也要看到，在推动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具备更多有利条

件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

新情况新问题，突出的有：一些

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少数

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

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奢
侈浪费现象严重；文化产品精品

不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

全，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

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

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中华

文化国际影响力尚需进一步增

强，等等。国际上，当今世界各种

思想文化交锋交融更加频繁，文

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更

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

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

力、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的要求

更加紧迫。了解了这样的背景，

就会明白中央为什么提出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和举措。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道路，扎实推进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建设，正是为了解决

这些问题。
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的关键所在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关键是激发出全民族文化创

造活力。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灵

魂，只有不断推陈出新才能生生

不息、永续发展；只有将蕴含在

人民大众中的创新能力普遍激

发，13 亿人的文化创造才会使

中国文化迎来更加辉煌的未来。
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就要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

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 邱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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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

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

涌流”。
激发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

力的关键又在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以

来，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长

期被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所束缚、
压抑、扭曲的文化生产力喷薄而

出，文化创造激情四射，中国文

化的面貌随之焕然一新。在这样

的基础上，报告提出：“开创全民

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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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

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的具体举措

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的目标，报告提出了四项具体

举措，即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

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

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

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方向。”由于对外开放、
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

文化的多样性愈发显现。在中国

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

国里，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主体地位，必须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报告首次提出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
报告提出要从三个层面积极培

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国家

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社会层面———倡导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层面———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关注

度很高的问题，在十七届六中全

会征求意见和起草调查过程中，

就有人提出建议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作概括，提出简明

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报告从三个

层面最大限度地覆盖了各方面

的意见，也反映了我们党一贯

的理念，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

同。
（二）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

质

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

荣辱观的主要内容，报告将之单

独列出，体现了中央对其在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

用的充分认识，也体现了中央对

公民本身道德素质提高的进一

步重视。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

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全面提升

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道德

建设的基本任务。全面提高公民

道德素质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覆盖各个领域的利益群

体，既包括人生态度又涵盖社会

风尚，是我们党在社会价值日趋

多元的背景下加强社会主义思

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报告提

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相结合，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

程，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和改进思

想政治工作，深化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
（三）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

活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

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物质财

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

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

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

它能够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

明，还表现在它能够创造出高度

的精神文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丰富人们

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

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报告首

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

伟目标，而“让人民享有健康丰

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不仅仅是物质财富

的增加，还要有精神食粮的丰

富。报告提出了 11 条具体举措，

包括提高文化产品质量，推进重

点文化惠民工程，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繁荣少数民族文明事业，

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提高

全民科学素养和体育素质等。
（四）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

竞争力

把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

产业、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
建设文化人才队伍放在一起，总

的提出“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

争力”，是报告的一个首创。报告

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
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对

外开放、文化人才队伍四个方

面，不断增强文化的整体实力和

竞争力，才能使我国尽快从文化

资源大国转变为文化发展强国。
在文化事业方面，要以政府为主

导，加大投入，发展公益性文化

事业，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在文化产业方面，

要面向市场，构建现代文化产业

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

济支柱性产业；在文化领域对外

开放方面，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

世界，同时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

优秀文化成果；在文化人才队伍

方面，要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

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责编 / 郭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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