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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晕要标志。
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进入新世纪，我国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文化建
设与经济建设相比还相对落后，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还不相适应，与我国日益提高的国际
地位相比还不相匹配，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加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统筹考虑文化建设中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
科学确定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战略，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战略学和发展战略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范畴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理沦的框架，遵照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围文化发展的
成功经验和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以新的文化发展观为指导，提出新时期我国文化发
展的战略。
全文包括导论和正文（共分四章）组成。
    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评析了本课题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论述了
全文的主要内容、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点，并说叫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第一章阐明了战略的演变及其基础理论，介绍了文化发展战略的由来及含义，重点讨论了加强文化
发展战略研究对于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提出制定和实施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是
我国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第二章介绍了国外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情况，着重探讨国外发展文化产业历史轨迹和对我国
的借鉴意义。
本章主要以美国、法国、日本和韩国的文化发展为例，总结了这些国家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
这些国家都高度重视文化的战略地位，在文化发展方面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规划，有比较完善的
文化法律和文化政策，在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战略支柱产业的同时，都注重文化产品的输出和扩大本
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第三章主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历史演进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历届领导集体对文化发展战略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取得丰硕的成果，
文化发展战略体系的轮廓日益明显。
深刻认识和总结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在探索构建文化发展战略方面的理论，对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些理论成果包括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文化发展的战略方针，文化建
设的根本任务，以及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为核心的新的文化发展观等内容。
    第四章在对国外文化发展战略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发展战略演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
我国新时期文化发展的基本战略。
本章从构建新时期我国文化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提出要深化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的
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的认识，分析了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阐明了我国文化
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的构想。
从发展战略学的角度看，文化发展战略体系包括战略规划、战略措施和战略实施三个方面。
文化发展战略规划是对文化发展进行长远的总体谋划，包括战略指导思想、战略方针、战略目标和任
务、战略步骤、战略布局和战略重点等基本要素。
文化发展战略的措施涉及文化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市场、知识产权、文化遗产、区域与城乡文
化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诸多方面，这是文化发展战略体系的核心内容。
文化发展战略的实施，主要从党的领导、政府组织实施、全社会积极参与、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制定
文化发展政策、实施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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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发展战略第一节 战略及文化发展战略一、战略概念的演变及其基本理论（一）“战略”
概念的演变战略概念最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军事实践而产生的。
就中国历史上的战略家而言，第一位完整提出战略理论的伟大人物无疑是孙武，他的著作《孙子兵法
》是得到公认的最早的影响最久远的战略学著作。
对于指导战争，该书强调了战略的重要性，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孙武特别强调“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点正是运用战略的最好结果。
之后，中国的历史上还有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对》，朱元璋的“高筑
墙，广积粮，缓称王”等战略。
毛泽东在1936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阐述了战争的战略问题，他说：“战略问题
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
”我们现在所通用的战略(strategy)一词发源于西方。
据台湾学者钮先钟考证，1777年，法国人梅齐乐(PaulGideonJolydeMaizeroy)在其著作《战争理论
》(Theoriedelaguere)一书中首次使用战略（英语strategy,法语strate'gie）这个名词，并将其定义为“作战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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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前身是2007年7月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
连续六年的读硕和读博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艰苦、最难耐和收获最多的时光，对于我这样禀赋平平
的学生来说，相继完成两项学位论文着实是费了一些力气。
2001年9月我有幸成为哈尔滨师范大学徐德荣教授和王福兴教授的学生，从此开始了我的专业知识积累
和人生轨迹的重大转折，两位恩师的厚爱和教诲始终萦绕着我和鞭策着我。
2004年9月，我一鼓作气考入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李道中教授的门下，开始了读博生涯。
在三年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过程中，多次聆听导师的指导和教诲，尤其是在毕业论文的选题、拟提纲
、写作、修改、润色等方面更是花费了导师很多心血。
导师淡泊名利、踏实做事、严谨治学的态度令我永生难忘。
同时，还要感谢师母杨淑云老师，她开朗、热情、真诚和乐于助人的品格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杨吉华、王晓刚是我的同门师兄，我们亦师亦友，在生活、学习和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结成了很深的
友谊。
在论文选题的过程中，中央党校科社部秦刚教授、张海涛教授和培训部李书磊教授、提出了许多宝贵
的意见和建议，使我受益匪浅。
在多年求学的日子里，我首先要感谢哥哥、嫂嫂和姐姐、姐夫，没有他们多年在物质和经济上的支持
，我很难顺利毕业。
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孙连红和爱子邓一凡，是他们母子的期盼和鼓励支撑我走完多年的求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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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的前身是2007年7月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
连续六年的读硕和读博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艰苦、最难耐和收获最多的时光，对于我这样禀赋平平
的学生来说，相继完成两项学位论文着实是费了一些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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