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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与时俱进的文化遗产事业《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09）》（以下简称2009年蓝皮书）仍是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文化遗产课题组集体编写，且顺承了《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08）》
（以下简称2008年蓝皮书）的基础理念、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但有了以下三方面变化：（1）呼应了
大势——2009年蓝皮书在内容安排上与2008～2009年间发生的国家大事和文化遗产事业的大事结合得
更紧密，“文化遗产事业关系民生大计”成为蓝皮书年度主题。
（2）体现了变化——相对文化遗产事业的年度变化及其带来的发展机遇，文化遗产蓝皮书的内容也
“随机应变”。
不仅在全书内容安排上紧扣民生主题，还将文化遗产事业中与民生关系最大的博物馆全面、定量地纳
入了研究，诠释了博物馆全面免费开放对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影响，找出了民生所要求的事业发展重
点。
（3）进行了修补——根据各方反馈更正了2008年蓝皮书的若干不妥之处，更新了若干数据，填补了一
些内容空缺并对一些学术争论进行了针对性的回答。
这三方面变化的共性是与时俱进。
而这个“时”，可以用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2008年全国文物局长工作会议上总结的四个“新”来
概括。
——科学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
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文化遗产事业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架构的重要内容，成为民生的一部分。
上升到这个高度来看，文化遗产事业虽具有三大功能——教育、科研、经济，但这三大功能受种种条
件的限制与民生关系并不那么紧密，功能发挥得也不够全面。
时易境迁，以往“文化遗产事业公益性发挥不足，长期以来积累的丰硕文化成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的突出问题，在2008年迎来了诸多转机，如博物馆全面免费开放拉近了文化
遗产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博物馆努力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尝试也密切了文化遗产事业与民生的联系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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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08年起，国家文物局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文化遗产课题组以《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
蓝皮书的形式每年围绕一个主题连续展现中国文化遗产事业领域发展情况，2008年度蓝皮书的主题是
“文化遗产事业促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围绕这一主题，本书从文物事业向文化遗产事业的拓展、文化遗产事业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优化文
化遗产事业管理体制、提高文化遗产管理水平以及评估各省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状况等五个方面给出创
新的或填补空白的成果，以大体上完整地并在某些方面尽可能精确地展示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全貌。
本书由主题报告、技术报告、评估报告、热点问题回答四部分组成，其中的评估报告将连续展现各省
市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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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2008年蓝皮书中已经分析过：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不能脱离宏观政策背景和上位政策，与事
业发展有关的国家大政方针将直接影响到文化遗产的管理水平。
从横向来看，相关大政方针将影响到文化遗产所处地区的发展目标，财税、产业结构以及土地、水资
源等的利用政策，这会影响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程度；从纵向来看，将影响到文化遗产事业管理队
伍、管理体制的变化。
其中，横向政策的影响更大、更直接。
对于这类政策，如果同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合理要求衔接得好，就会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反之，则会造成文化遗产管理工作中的处处掣肘。
目前，国家的相关大政方针，如“十一五”期间大力实施的政策——主体功能区划为文化遗产事业发
挥功能和加强保护提供了新的背景，完全可以实现借力。
由于全国层面的主体功能区划分技术工作已于2009年3月结束，其成果《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征求
意见稿）正在各部委和各省征求意见，但其中基本没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定性要求的那样反映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要求，因此
在主体功能区划中反映文化遗产事业发展要求这一工作的迫切性不言而喻。
尤其对于大遗址这样在保护与利用要求上近似自然保护区的影响较大的不可移动文物，如果没有在主
体功能区划中合理反映其保护利用要求，要改善管理就可能遭遇多处掣肘的尴尬，目前一些地方对大
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支持也难以制度化。
利用充实后的数据体系，我们将这一工作细化到了与《省级主体功能区域划分技术规程（草案）》中
方案衔接的地步，也希望国家相关部门能在《省级主体功能区域划分技术规程》和《全国主体功能区
规划》定稿时采纳我们的方案，以保证其在体现《纲要》思路上的完整性和实际操作中的科学性。
以下简要叙述我们的衔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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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9年文化遗产蓝皮书的内容到这儿才算基本叙说完毕，但这第二本蓝皮书的后记除了向诸多为蓝皮
书作出重要贡献却未能写入作者团队的领导和专家诚致谢意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内容：瞻前顾后和
工作感触。
瞻前顾后：对前两本蓝皮书的回顾和对后一本蓝皮书的展望。
考虑到本书付梓之时课题组也将开启下一年度蓝皮书的主题确定和框架设计工作，而下一年度蓝皮书
出版之时国家就将告别“十一五”时期，因此这种瞻前顾后就有了承上启下的意义；工作感触：将工
作中最深的体会记录于此，也许能换个角度促进管理部门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
当然，与前言中的写作思路和内容总结不同，后记更贴近于课题组人员的感性认识。
内容回顾“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见证，折射出的是中国各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成就，为
世人所景仰；传承下来的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和不朽的精神，为后人所铭记。
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哺育了亿万中华儿女，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在代代人的继承与发展中内化为中华民
族的精神和魂魄而得以延续。
文化遗产蓝皮书作为政策研究角度的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记录，在2008～2009年度记录了博物馆
的全面免费开放和努力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见证了中国文化遗产事业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和新中国成
立60周年的辉煌与荣耀。
一部事业年度发展报告能恰逢如此多意义深远的大事，实乃作为记录者的吾辈之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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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09)》是第二部文化遗产蓝皮书，仍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文化遗产
课题组完成。
第二部文化遗产蓝皮书的主题是“文化遗产关系民生大计”，这与2008年文化遗产蓝皮书的主题“文
化遗产事业促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相比由虚渐实，更直接地表达了文化遗产事业与人民群众的关
系，也把2008～2009年度的大事——博物馆全面免费开放——对事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及时表达出来。
在一系列关注民生的新举措下，不仅文化遗产事业的教育功能得到了显著提升，其经济功能也没有削
弱。
可以量化分析的文化遗产事业的经济功能主要是通过其带动旅游业发展的间接经济贡献体现。
按比较保守的方式测算，仅这部分贡献已远大于各级政府对文物系统的财政投入。
博物馆全面免费开放之后，文化遗产事业单讲经济贡献仍然不是财政的包袱！
各省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效率在2008～2009年度间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既是国家投入偏好的反
映，也是有的省力争上游的结果。
权威机构，品牌图书，每年新款。
盘点年度资讯，预测时代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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