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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5_91_98_E7_c26_25217.htm 一、注意事项 1．申论

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问题和

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

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

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1．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在长期历史发

展过程中，人民群众创造的民族民间文化可谓丰富多彩、源

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载

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更是维系国家统一与

世界文化沟通的桥梁。令人担忧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下，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不少宝贵的文化遗

产、民俗的文化活动已经或正在消失。比如，超市建到乡村

集镇，给老百姓提供了快捷的生活服务，但传统的“庙会”

交易形式就失去了，人们也就随之失去了以往赶庙会的乐趣

。人们热热闹闹地过“情人节”、“圣诞节”，到了传统的

“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却冷冷

清清。这种现象是喜还是忧？在市场经济时代，利益驱动着

人们的生产经营甚至艺术行为。过去传统的手工制作被高效

率的机械化生产所代替，宜兴的手工紫砂茶壶、无锡惠山的

手捏泥人、苏州的桃花坞木刻等一大批传统民间工艺面临着

失传的危险。为此，对民间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民俗民间

文化要及时发现、整理、推广。有人认为民间文化太俗。岂

不知，《诗经》三百首就是远古时期各地民歌、民谣的汇总



！宋代原本由歌伎传唱的词曲，今天成为和“唐诗”、“元

曲”并列的高雅文学艺术经典“宋词”！现在“俗”的，很

有可能成为我们后代的“经典”；现在“雅”的，也很有可

能就流传不下去。这需要时间长河的洗礼和考验。因此，要

保持民间原生态的鲜活的文化样式，绝不能阉割民间文化。

对待民间文化的态度应该是，无害的就是有益的。文化活动

的内容和方式要以群众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为标准。 2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覆盖,各行各业进入了产业化经营的时

代。广播、电视、电影、出版、报业等，都利用自己的阵地

和资本优势抢占先机，练就得兵强马壮，“食有鱼，出有车

”，从文化人队伍中摇身一变成了商海英雄,顿时鹤立鸡群。

于是,“文化”变得尴尬起来 文化快餐化。伴随着现代传媒业

的异军突起，传媒工业骤然繁荣，过去文化所具备的教育、

审美、娱乐功能,到如今仅剩下娱乐、休闲功能。据调研，现

在的大学生很少有人能耐着性子读完《红楼梦》、《水浒》

、《西游记》、《儒林外史》。很少有人在节假日去文化馆

、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瑞士是一个小国，只有4万平方

公里和700多万人口，却拥有371座博物馆，每年参观博物馆

的人数高达900万！瑞士人认为，看展览、逛博物馆、听音乐

会、欣赏戏剧不仅是娱乐、学习，也是与朋友、家人聚会交

流的机会。 3．2006年6月10日，中国将迎来主题为“保护文

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的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人们的

视线也将再次聚集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来。据有关资料显示

，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突破30％；2005年，城市化水平

已超过40％。照此趋势，预计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45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矛



盾日益显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过程短、建设强度大，

在一些地方，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建设的矛盾集中。一些地

区或部门的决策者守法意识不强，一旦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

利益构成冲突，往往考虑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利益，致使历

经千百年的珍贵文化遗产被破坏，独具特色的历史街区渐渐

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文化遗产具有稀缺性、脆弱性和不可

再生性，一旦破坏就无法复原，因此，必须充分正视存在的

问题。但是，文化遗产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而是城市发展

的资本和动力，应将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体现到城市规划的

各层面，避免文化遗产保护与工程建设的割裂，将保护融入

城市规划设计之中。 4．文化的作用是由其政治属性和经济

属性决定的。过去，我们比较注重文化的政治属性而忽视其

经济属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深化对文化经

济属性的认识。一般来说，除了公益性文化，文化的生产和

经营主要应以市场为主，在服务于人们精神需求的过程中体

现经济效益，实现产品的价值补偿和资产增值。因此，文化

产业应摆脱与市场割裂的状况，在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效

益评价等方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经济

价值。 文化产业市场化不等于文化市场化。文化的内涵涉及

许多方面，其中，有的方面可以也必须市场化，有的方面不

应也不能市场化，有的方面则不能完全市场化。文化产业市

场化则是另一个概念。有些文化能形成产业，有些则形不成

产业。能够形成产业的文化才是文化产业，才谈得上文化产

业市场化问题。 文化产业市场化，主要是从经营和运营方式

来讲的，它要求文化产业进入市场领域，遵循市场规律。但

文化的内容特别是涉及意识形态和精神世界的文化内容，不



能简单地交给市场来定夺。文化精神产品应是健康向上的，

融知识性、娱乐性与思想性于一体。凡属颓废的、封建迷信

的、反动没落的东西，就不能靠市场选择取舍，而应加以宏

观调控。应将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起来，而

不应把文化经营市场化与文化内容市场化混同起来。与意识

形态相关的文化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

摇。 5．需要转变观念，重新梳理我们发展文化事业、文化

产业的思路，更需要严格按照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

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目

前，一批国有大型文化事业单位，如上海、辽宁、吉林、广

东、重庆、云南等出版集团，四川、浙江、江苏等发行集团

，上影、珠影、长影等电影集团，已经整体转制为企业；北

京歌舞剧院、丽江民族歌舞团等直接转为股份制公司。各试

点地区和试点单位，在实践中因地制宜，务求实效，积极探

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浙江等省提出“转出一批、改

出一批、放出一批、扶出一批”的思路，推进国有经营性文

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公司则提出“从上

到下，企业到底”，全省112个市县书店全面改制，新上岗员

工全部告别国有身份，领导干部一律取消行政级别。 体制机

制的变革，激发了这些单位的内在活力，市场竞争力大大提

升。上影集团公司2004年底完成了整体转制，改革使其效益

不断增长，利润由2003年的209万元跃升到2005年的8548万元

。其所属的上海联合院线公司，2005年观众达到2028万人次

，实现票房2.46亿元，在全国院线排名第一。北京市儿童艺术

剧院转制后，在整合文化资源，在艺术生产策划、市场营销

运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先后创排了《迷宫》、《Hi



，可爱》和《魔山》等不同题材儿童剧，演一部火一部。改

制当年，剧院共创收2163万元，其中营业收入1568万元，是

改制前的18倍。2005年，他们又创下总收入5 000万元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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