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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6年9

月13日发布） 目录 序言 一、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二）方针原则 （三）发展目标 二、理论和

思想道德建设 （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 （

五）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六）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

设 （七）推进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三、公共文化服务 （八）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九）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十）普及文

化知识 （十一）建立健全文化援助机制 （十二）鼓励社会力

量捐助和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 四、新闻事业 （十三）推进新

闻媒体建设 （十四）加大对重点新闻媒体的扶持力度 （十五

）办好新闻网站 （十六）发展新兴传播载体 五、文化产业 （

十七）发展重点文化产业 （十八）优化文化产业布局和结构 

（十九）转变文化产业增长方式 （二十）培育文化市场主体 

（二十一）健全各类文化市场 （二十二）发展现代文化产品

流通组织和流通方式 六、文化创新 （二十三）繁荣发展文学

艺术 （二十四）培育文化创意群体和内容提供商 （二十五）

推动文化企业成为文化创新主体 （二十六）加快科技创新 （

二十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七、民族文化保护 （二十八）编

纂出版文化典籍 （二十九）发挥重要节庆和习俗的积极作用 

（三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

承 （三十一）规范和保护国家、民族语言文字 （三十二）加

强重要文化遗产保护 （三十三）抢救濒危文化遗产 八、对外



文化交流 （三十四）拓展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渠道 （三十五

）培育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 （三十六）实施“走出去”重大

工程项目 九、人才队伍 （三十七）加强思想政治素质和能力

建设 （三十八）抓好高层次人才培养 （三十九）做好培训工

作 （四十）加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 （四十一）完

善人才选拔机制 （四十二）建立国家文化艺术领域授予荣誉

称号的制度 十、保障措施和重要政策 （四十三）加强组织领

导 （四十四）健全宏观调控 （四十五）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

四十六）完善文化发展的经济政策 （四十七）加强文化立法 

（四十八）实施步骤 “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文化发展的

重要阶段。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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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本《纲要》，确定未来五年文化

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目标任务，进一步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文化，推动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发展。序

言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

。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之中，是团结人民、推动发展的精神支撑。五千年悠久灿烂

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

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

泉。在开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文化既为经济

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内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民族自信、

振奋民族精神，必将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当今世界，



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在综

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

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之一。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要赢得国际竞争，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

防实力，同样需要强大的文化实力。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

，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激发民族生命力，增强民

族凝聚力，提高民族创造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制高点，掌

握主动权。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

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遵循精神文明建设的规

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理论和思想道德建设扎实推进

，舆论引导能力显著增强，文学艺术日益繁荣。公共文化投

入增加，文化设施和服务网络日趋完善。文化及相关产业蓬

勃发展，形成了一些有较大增长空间的产业门类，涌现出一

批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明确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

的政策，调动了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以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初步形成。传承

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为全社会所重

视。自主创新能力有较大提高，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文

化“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步增

强。文化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开展，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协调发展。我国文化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同

时也要看到，现阶段我国文化发展水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目标和进程还不相适应，文化体制机制与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形势还不相适应，文化

产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品种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面对



新的形势，我们要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握有利

于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大力推动文化创新，促进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紧紧围绕实现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

俱进、开拓创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

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方针原则

。“十一五”时期，我国文化发展要坚持以下方针原则： --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和实现人

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

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坚

持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不断深化对文化发展的地位、方向

、动力、思路、格局和目的的认识，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

的思想观念、做法、规定和体制机制性障碍，不断解放和发

展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 --

坚持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优



秀文化成果，始终把文化创新作为文化发展的战略基点和前

进动力，积极推进文化与经济、科技融合发展，大力提高我

国文化自主创新能力。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引导社会、

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 --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

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手

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不断增强我国

文化的实力和竞争力。 --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大

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

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健康快速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