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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文化改革发展》

内容概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文化体制改革再出发。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亲历者
，作者高书生将过去10年的实践经验和理性思考结集成《感悟文化改革发展(精)》，系统梳理了文化
体制改革的基本脉络，总结提炼了对文化体制改革的规律性认识，为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
参考和借鉴。在书中，作者紧扣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困难和矛盾，以亲历者的独特视角进行
了全景式扫描，问题剖析鞭辟入里，条分缕析、细致入微。
文化发展如何在战略上谋篇布局、排兵布阵，是本书探讨的重点问题。作者突破了以往文化行政分业
的思维定式，立足于激活文化再生产各环节，提出建立文化“大创作”体制、创新文化“大生产”方
式、构建文化“大传播”体系、打造文化“大消费”格局、开创文化“大贸易”局面，为推动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寻找新的突破口，并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建议。
作者更以前瞻性的眼光提出文化传承要搭上数字化“快车”，倡导建设“中华文化素材库”，让不说
话的文化瑰宝“动”起来、“活”起来，以推动文化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提升中华文明展示水平
，建构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体系。
本书附录介绍了文化改革发展六个方面政策的由来及演变，客观记录了每项政策从决策部署到贯彻执
行的全过程，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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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书生，1961年12月生，河北井陉人。先后在河北财经学院、首钢研究与开发公司、国家体改委和国
务院体改办等单位工作，目前从事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工作，兼任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
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曾担任《经济日报》理论周刊“双周热点”专栏作者，参加过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九五”和“十五”重点项目及其他多项课题研究，参与多项改革方案的研究和制定工作。2002年
提出的社会保障改革设想，经世界银行作时限为75年的精算验证，认为切中了现行制度存在的许多缺
陷，大多数建议均比较合理。主要论著有：《分配系统论》、《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20年》、《中
国就业体制改革20年》、《重新认识高工资》、《促进就业：政府该做什么》、《搭建中国社会保障
的新平台》、《社会保障：我们该走哪条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现状、趋势与政策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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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文化改革硬碰硬
一、区分事业和产业
坚持“两手抓”
“文化产业化”是误读
国有文化单位“一分为二”
不设“准公益类”
迷恋事业体制
事业和企业两种体制比较
事业单位也要改革  二、可核查、不可逆
改革的内在动力不足
事业单位企业管理
不能“两头沾”
非时政类报刊社改革大有可为
制播分离旨在增加供给
转制“不留退路”  三、从“要我改”到“我要改”
配套政策要跟上
改革不是甩包袱
改到难处是人员
退休待遇差是怎么产生的
解决退休待遇差的两种方式
改革需要精细化
可靠的是制度安排
不允许一个人下岗
设立职工权益保障资金  四、出资人不能缺位
改革绕不过去的问题
借用授权经营模式
财政部门履行监管职责
设立出资人机构
发展壮大国有文化企业
意识形态管理新手段
第二部分  文化发展布好局
一、从小文化到大文化
⋯⋯
二、从战略上“排兵布阵”
三、不能再是“两张皮”
四、按规律办事
五、文化和科技怎么融合
六、交流和贸易相得益彰
七、大发展需要大投入
第三部分
文化传承迈大步
一、文化传承要搭上数字化“快车”
二、加快建设中华文化素材库
三、出版业如何突围
四、动漫产业要突破“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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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看电视到用电视
六、假如孩子们用上电子书包
七、不能容忍“千城一面”附录
文化改革发展若干政策的由来及演变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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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司出书，值得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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