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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历经数年，研制推出“全国文化消
费需求景气评价体系”，王亚楠主编的《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
(2011)》秉承“协调发展”和“均衡增长”的理念，测算全国及各地城乡
文化消费需求景气指数，实现用可比较的文化民生指标评价各地文化发展
的实际成效，并体现出目标终极检验的性质。《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
价报告(2011)》基于国颁统计数据演算得出的各类测评结果，包括历年各
地横向比较的景气指数先后位次、若干年间各自纵向对比的景气指数升降
程度，地区之间和年度之间的演算通约性和数值可比性一目了然，而且可
供进行重复验证。
    测评演算表明，全国文化消费需求在“十五”期间高速提升，其中城
镇文化消费的增长大大高于乡村，城乡差距逐步扩大；“十一五”以来全
国文化消费年均增幅明显下降，乡村文化消费需求更是显著下降，城乡差
距加速扩大；“十五”以来九年贯通考察，城乡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滞后于
全国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总消费增长，尤其受到“积蓄增长负相关效应
”的严重挤压；2009年全国城乡文化消费需求明显回升，景气指数略有提
升，扭转了连续三年下滑的态势。
    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依据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宗旨，按
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行事，把文化生产增长置于文化需求提升的终极
目标检验之中，以广大城乡居民的文化需求增进来衡量文化建设的实际成
效，应当成为推动我国文化发展的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路，首先应当成为“
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当前应对之策包括：(1)创新公共
文化服务方式，使之进入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消费。(2)完善社会保障，破解
文化需求的“积蓄增长负相关效应”。(3)实行转移支付文化消费直补，弥
合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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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全书有自娱自乐的感觉，没有特别的亮点。
2、文章中作了大量调查并非空穴来风，做这方面研究的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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