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

13位ISBN编号：9787516102206

10位ISBN编号：7516102202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页数：5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

内容概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2010年卷)》报告包含了“特别推荐”、“中国道路研究”、“社会矛盾
研究”、“财富观研究”、“生态文明研究”、“学术前沿”、“热点聚焦”、“学术争鸣”、“研
究综述”九大板块，集中反映了201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卷为第三卷，每年出版一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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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既有教育人民、引导社会的意识形态属性，也有通过
市场交换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再生产的商品属性、产业属性、经济属性。在“两种属性”中，意识形
态属性是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商品、产业、经济属性是文化产品的普遍性。不能因为文化产品具有商
品的一般属性，就忽视其意识形态的特殊属性；也不能因为文化产品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殊属性，就排
斥其商品的一般属性，而是要把两者统一起来。正确把握“两种属性”的关系，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
识和处理“两个效益”即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不论是公益性文化事业，还是经营性文化产业
，都要突出以文化人为本的功能。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要有精神支撑，因此要充分发挥文
化陶冶情操、凝聚力量、提振信心、鼓舞士气的重要功能。公益性文化事业、经营性文化产业，只是
文化形式的差别、载体的不同，而承载的精神即文化的灵魂应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以传播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为己任。因此，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发展
公益性文化事业，就是要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不搞产业化，但也要在内部引入激励机制，改善服
务。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就是要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
有机统一，当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发生冲突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检验经营性文化产业产品和服务“两个效益”相统一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人民群众喜欢不喜欢
、是否愿意花钱购买和消费。购买优秀文化产品的人越多，受教育的面就越大，经济效益越好，社会
效益也就越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是空的。但如果文化产品不讲社会效
益，不符合人民群众健康有益的文化需求，在某些方面管理疏漏的情况下，即使暂时会谋些蝇头小利
，但终会被边缘化直至被逐出市场，经济效益也无从谈起。因此，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有机统一，是经营性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Page 5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

编辑推荐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2010年卷)》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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