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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探索》

前言

　　人类从非洲走来，在亚洲创造了农业文明，在欧洲创造了工业文明，在美洲孕育了知识文明。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是第一次现代化，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是第二次现代化。如果说第一
次现代化是以工业和城市为基础的经典现代化，那么，第二次现代化则是以科学和信息为基础的新现
代化。显然，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最新篇章。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里，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表现，不
同国家有不同的成就。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进程是不同步的，世界现代化具有进程不同步性和分布
不均衡性。目前，大约有24个国家已经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大约有100个国家处于第一次现代化，有一
些国家和地区仍然处于农业社会，有一些少数民族仍然生活在原始社会。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
化水平不同，但它们多数受到第二次现代化的吸引和影响。科学和信息正在改变世界。　　众所周知
，现代化既是中华民族几代人的追求和梦想，也是我国两个世纪的奋斗目标，它关系我们每一个人的
未来，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我国科学界更是肩负着不可替代的历史责任。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三步
走”发展战略，中国将在2050年前后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在一个13亿人口
的发展中大国，用5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中国要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全面实现现代化，预计要到21世纪末。如此宏伟的现代化世纪工程，如果没有科学的现代化理论和
战略研究，现代化目标就有可能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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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探索》围绕“文化现代化战略”的主题，分四篇对文化发展战略、文化现代化
、文化产业与文化竞争力、文化遗产与文化多样性等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探索》不仅阐述了文化现代化、文化遗产保护等概念的丰富内涵.归纳了文化现
代化研究必需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评析了在经济产业化、互联网兴起的背景下文化产业化、文化遗产
保护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提供了关于文化现代化对国家现代化的影响、对国际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选择
等方面的有益参考。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探索》适用于从事现代化相关研究的学界同仁、关注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政务
人员、研修相关学科的莘莘学子以及企盼民族复兴的社会大众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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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检察文化作为中国先进司法文化之一，是以检察权为基点、以检察制度为载体、以法律监督为手
段、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以培育现代检察理念为宗旨、以培育高素质人才为基础、以创新机关管理体
制为形式，在履行检察职能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此在全国四级检察
机关统一架构系统的检察文化现代化战略规划，制定完整的指导性策略，实现检察文化创建工作的科
学发展，具体内容是：①检察制度的现代化。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下，进一步树立专门的法
律监督机关、相对独立的司法机关的观念。克服检察文化建设缺泛行政化、过度地方化的倾向，防止
把检察文化建设成纯粹的机关文化或者组织文化。②检察法律规范的现代化。以《宪法》、《检察院
组织法》、《检察官法》、《检察解释》等为基础，检察机关与立法机关精诚同心，制定出一个门类
齐全、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相互联贯、和谐一致的严密检察法律规范体系。③检察组织
机构的现代化。实现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的精细化、专门化，工作程序的规范化、制度化，履行检
察职能的有效化。④检察官的现代化。坚持通过公务员考试和司法考试为统一进口，注重教育培训，
实现检察官的职业化、专业化和高素质化。⑤检察法律观的现代化。抵制西方单向的“个人本位”法
律观，肃清传统单向的“国家本位”法律观，树立双向的“国、民本位”法律观，依法平等维护国家
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⑥检察价值观的现代化。树立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观，在打击犯
罪与保障人权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确立证据是认定事实唯一手段的观念。
强化法律监督，保障基本人权，实现控权与维权的有机统一。　　3.文化建院、文化育检是检察文化
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基本路径　　检察文化创建要借鉴路径依赖理论，创建主体要了解检察文化的过去
从何而来，知道检察文化面临的现实制约、传统影响及文化惯性，洞察其未来的现代化发展方向，从
而遵循检察文化现代化的固有规律顺序而循序渐进地进行。具体内容是：一是现代检察理念的培育。
现代检察理念是检察文化的灵魂，检察机关要精心提炼出最适合检察院发展，最体现司法理念，最有
特色的检察院精神，加以确立和塑造，同时要在全院范围内广泛宣传倡导，形成共识，贯彻落实。二
是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建设。努力培养和造就高尚的检察职业道德，是公正执法的必要条件。坚持从
源头抓起，从细微处防起，加强对干警八小时内外的遵纪守法教育、廉洁自律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用行之有效的政治教育活动，教育干警，常修检察道德之身，常正执法公正之心，常诚为民服务之意
。三是加强制度文化建设。在培育检察官整体价值观的同时，必须健全、完善必要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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