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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7603.htm （１９９１年６月１

０日） 国务院同意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

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关于文化事业若干

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国务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

国文化事业有了较快恢复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人民

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但是，由于受国家财力限制和其它一些原因，我国文化事

业长期存在的底子薄、设施差，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

尚未得到根本改变。 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切实

解决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问

题，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关于“中央和地方都要把

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逐步增加必要的投

入”的精神，以及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

》中，关于“要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各类文化管理体制的改

革，认真研究制定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对繁荣社

会主义文化给予必要物质支持”的要求，在深化文化管理体

制改革、加强内部管理的同时，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对文

化事业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保障，以使文化事业建设与经济

建设协调发展。 为此，就当前急需解决的有关文化经济政策

问题，经与国家计委、财政部、人事部、建设部、国家税务

局等有关部门协商，提出以下意见： 一、各级政府要真正把

文化事业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在思想上



高度重视，政策上加以引导，资金上予以支持。要逐年增加

文化事业经费的投入，逐步改变文化经费紧张的状况，为弘

扬民族优秀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二、各级文化部门要制定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配合有关部

门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文化经济政策，加强队伍建设

和财务管理，注重经营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要发扬勤

俭办事业的优良传统，合理调整文化经费支出结构，挖掘内

部潜力，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

物力、财力，积极合理地组织收入，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合

理使用事业经费，提高经费的使用效果。 三、各级政府对文

化设施建设要列入议事日程，切实予以安排。要将群众需要

的必不可少的文化娱乐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的总体规划，

合理布局，统一建设。“八五”期间，要努力做到县县有图

书馆、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各地建设住宅小区，要严格

按照城市规划要求，统筹规划文化娱乐活动场所，实行同步

建设。小区级非营业性文化设施的投资，可列入小区住宅建

设投资。 四、要适当增加文化事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有条件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每年应有一定的文化

基建投资基数并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逐步增加这方面的投入

，使之与物质文明建设方面的投入保持适当的增长比例。各

级计划部门对当地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的确需建设的文化设施

项目，不应当作“楼堂馆所”加以限制，应尽可能地给予支

持，在年度计划中安排落实投资。“八五”期间，经过调整

改革后的艺术表演团体，在充分利用社会上现有可供演出场

所的前提下，要视各地财力情况逐步建设自己的演出场所。 

五、当前各地现有的剧场、影剧院严重破旧的问题十分突出



，要抓紧进行维修改造，充实设备，改善条件。所需资金除

由各级财政部门每年安排一定的维修费，拨给文化部门统一

掌握使用外，还可采取其他办法筹集，如从电影票价附加和

纳税后的“以文补文”收入中提取等。筹集奖金的具体办法

，由各地文化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并报国家规定的具有

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后施行。 六、切实解决各级公共图书馆

购书经费紧张的问题。各级财政部门应会同同级文化部门，

根据图书馆的规模、编制、藏书等情况，核定其经费预算，

并将购书费予以标明，实行专款专用。在核定正常经费和购

书费时，既要严格控制人员编制，避免人员经费挤占业务费

，又要充分考虑工资、物价、书报刊价格上涨以及外汇升值

等增支因素，逐年予以增加。 七、对艺术表演团体要继续贯

彻整顿、改革的方针，合理调整布局，精简冗员。对整顿后

确定保留的艺术表演团体要给予必要扶持。要认真贯彻落实

文化部、财政部联合颁发的《艺术表演团体财务管理暂行办

法》（文计字［１９８６］第１２２７号）。各级财政部门

和文化主管部门对有实验任务的剧团，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剧

团，少数民族的剧团、文工团（队），具有浓厚艺术传统和

较高艺术水平的某些古老稀有的艺术品种，排拣演出反映现

实生活和重大题材剧目的团（队），在核定其差额补助费时

，要给予照顾。对各类剧团的大型修缮、设备购置补助费，

要根据财力可能尽力予以安排，并单独编报预算，专项补助

。对离休、退休人员经费实行单列，专款专用。对舞蹈、杂

技、武打演员及管乐演奏员，按月发给“艺术工种补贴”。

为鼓励多演出，对超额完成演出场次和收入计划的剧团，可

按规定发给“超额补贴”。发放补贴的具体办法由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财政、文化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八、为繁

荣舞台艺术，对那些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

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具有爱国主义、社

会主义教育功能的优秀剧（节）目的创作、排练、演出，要

予以扶持。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文化

主管部门应设立“优秀剧（节）目创作演出专项资金”，主

要用于对优秀剧（节）目创作、演出的补贴和奖励。专项资

金除从各级文化部门的文化事业经费中调剂和各级财政酌情

补助外，也可采取社会集资的办法以及从“以文补文”收入

中适当提取。对“优秀剧（节）目创作演出专项资金”的使

用，各级文化部门应会同财政部门制定切合实际的管理办法

。对优秀剧（节）目的奖励，全国性的奖励办法由文化部会

同有关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各地的奖励办法，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当

地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九、根据艺术表演的特点，对已不

适宜上台演出而不到离休、退休年龄，需要转业到其他部门

或提前离退体的演员，可实行鼓励他们转业或提前离退休的

政策，发给一定的转业、退休费。由于各地情况不同，目前

不宜制定全国统一的转业、退休费标准，可由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文化部门会同同级人事、财政部门根据当地情况制

定，报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十、为努力提高全民族的

文化素质，扶持老少边贫地区的文化事业建设，各地应继续

按全国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

＜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字［１９８６］第２２６号）的规定，根据资金情况，对农

村文化事业有重点地给予补助，有效地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的



发展。 十一、近几年，文化事业单位开展“以文补文”活动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既发展了各地的文化事业，又在一定程

度上减轻了财政的负担，各有关部门要继续予以支持。关于

“以文补文”活动的经营方向、收支管理、周转金和税收等

问题，各地应继续严格按照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管理

局《关于颁发＜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

行办法＞的通知》（文计字［１９８７］第９４号）执行。 

以上报告如无不当，请批转各地区、各部门执行。 文化部 一

九九一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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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