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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本地方文化行政变革对我国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文化

建设的启示
＊

赵 敬

【提 要 】 日 本的地方文化行政变革是 ： 从服从中央政令向地方 自 主转变 ， 从 中 央集权

向地方分权转变 ， 从实现文化振兴向生活文化建设转变 ， 从重视行政职能和效率向 以人为

本转变 ， 从以居民为客体的管理型行政向 以居民为主体的 自 治型行政转变 。 其核心理念是从
“

文化的行政化
”

向
“

行政的文化化
”

转变 。 考察和借鉴 日本地方文化行政变革的经验 ， 对探

讨我国地方文化行政体制改革和研究如何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推进城镇文化建设很有意义。

【关键词 】 日 本 地方文化行政 新型城镇化 城镇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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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就是人的城镇化 ， 必须关注城镇居 民的
弓 １１１文化需求 ， 关注城镇的文化发展 ， 提升城镇的

改革开放 ３。辨来 ， 我晒顏舰魏
文化酬 ， 使文傾賊

？
＿化錢的 内

〒

得了巨大成就 ， 当前中 国難化进程过半 ， 但— ＠

背后潜藏的诸多矛盾 ， 陋 日 益凸显。 十八力 細重要组成部分 ， 直接关系到文化资源的合

提出的
“

新型賴化
”

在絲難化发展方自

上释放出 了改革的新信号 。 ２０ １３ 年底召开的 中 活文化需求的满足以及地区经济 、 社会的可持

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着重强调把握以人为本 、 优 续发展 。 本文拟通过对 日本地方文化行政变革的

化布局 、 生态文明等基本原则 ， 推进以人为核

心的城镇化 。 随着这一顶层设计的面世 ，
２０１４

年成为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破题之年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 目
“

曰 本的文化政

“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 ， 其
‘

新
，

要求由过去策及文化发展战略研究
”

（ＵＹＪＣＧＪＷ０２３ ） 的成果之一 ；

片面注重城市规模扩大和空 间扩张 ， 改为 以提本文受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级特色科研项 目
“

国际媒体

＿
．． ．
％价 士廿倾向性指数

”

（ＴＳ３
—

０５ ） 的研究资助 。

升贿文化、 厶 服务等 内涵为 中心 ， 形成基
① 参见黄剑辉 ： 《城镇化应摒片面扩张 转而提高公共服务质

础建设与文化建设同步推进的格局 ， 真正使城量 》 ， 财经网 加“ 年 丄 月１ ６日 ， ｈｔｔｐ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ａｉ
ｊ
ｉｎｇ．

镇成为具有较髙品质的宜居之所。

”？新型城镇化 ｃｏｍ．ｃｎ／２０ １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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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６／ １ １ ３ ８２８ １ ２０ ．ｈｔｍｌ 。

１３９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２ 期

考察 ， 探讨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深化地方（
二

） 日本地方文化行政变革的特征

文化行政体制改革和新型城镇文化建设实践中１ ． 文化行政主导权下放 。 随着 １ ９９５ 年 《地

的方向性课题 。方分权推进法 》 和 １ ９ ９ ９ 年 《地方分权一揽子

，法 》 的制定实施 ，

“

市民 自治 、 分权参与
”

的 自
—

、 曰本的地方文化行政变革治体理论深入人心 ， 大大推进 了 日本地方 自 治

（

―

） 战后 日本地方文化行政的发展史体的行政分权 ， 中央政府和地方 自 治体逐渐从

纵观二战后 日 本地方文化行政的发展历史 ，

上下关系 向平行关■变 ’ 《 自 治体在文化

可将其划分为 ５ 个时期 ．行政方

１ ． 地方文化行政空 白期 。 在 １９５０ 、 １９６０ 年
化进程加速 ， 中央政府正逐渐将行政权和财政

代 日本战后经济复苏和飞速增长时期 ，

－直由 中
权转交给地方 ， 文化行政主导权也从中央政府

央政府 自上而下发布各种行政齡 ， 猶府县是
向猶府县 、 市 ？Ｔ村下放 。

中央政府的地方代理 ， 市町村是中央政策的末端２ ． 地方文化行政综合化 。 进人 ２ １ 世纪 ， 曰

执行机构 ， 无《道府县还是市町村都不是行政
本地方 自 治体的文化行政权范 围进一步扩大 ，

主体 ， 尚未建立起地方文化行政体制和机制 。综合性进－步加强 。 文化行政围绕着本地居民

２ ． 地方文化行政萌芽期 。 １ ９ ７０ 年代 ， 在经
的生活文化全方位展开 ， 将社会进步 、 经济发

济稳定高速增长的背景下 ， 日 本国 民的物质生
展 、 生活环境改善等因素都综合考虑进去 ， 文

活水平大大提高 ， 闲暇咖增加 ， 人们开始追
’

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 ， 各地方 自 治体意识到

文化振兴的重難 ， 》般驗酬文他３ ． 動
＂

文傭触縣元化 。
１ ９ ９０ 年代 ，

政机构 ， 地方文化行政开始萌芽 。日本企业逐步认识到 自身的社会责任 ， 开始大

３ ． 地方文化行政蓬勃发展期 。 １ ９８０ 年代 ，

规模介人文化艺术赞助活动 ，

“

企业公益活动协

在
”

文化的时代
，，

、

“

地方的时代
，，

口 号下 ， 各
议会

”

成为了参与公益事业的企业和文艺团体

地方 自治体觀发展本地的特色文化 ， 掀？了ｔ间的桥梁 ， 文化艺术 ＮＰＯ 等法人组织的文化

城镇文化设施建设的高潮 ， 为本地居民提供了
艺术活动也 日 益活跃 。 地方文化活动主体呈现

丰富的精神文化享受 ， 并通过发展观光旅游 、

出政府 、 企业、 文艺团体 、 文艺 ＮＰＯ 等多元化

文化产业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构成 ， 形成了地方政府 、 文艺团体 、 企业Ｅ足

４ ． 地方文化行政转型期 。 进入 １ ９９０ 年代 ，

鼎立 、 公私合作 、 职责共担的新机制 。

在经济形势长期低迷的背景下 ， 地方政府的财政，
地方文化行政管理机制转型。 在 ２０００ 年

困境导致地方文化建设举步维艰 ， 不得不借助民
的行政大改革中 ， 日本汲取了 以法国为代表的

间力量的支持和赞助 。 地方文化行政的重点也开
—主导＿以美国为代＿市场运营型的长

始从文化设施 、 文化信息系统等硬件建设 ， 向培
处 ， 将文化会馆等公共文化设施转为独立法人 ，

自主经营 。 随着企业 、 ＮＰＯ 等对文艺活动的支

５ ． 地方文化行政 自主期 。 进入 ２ １ 世纪 ， 文 持力度不断加大 ， 文艺活动 、 文艺 团体也出现

化作为软实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巨大影响力 和了市场化运营的趋势 。 公共
彡

：化设施的独立行

可持续的社会经济价值凸显 。 在中央行政大改 ，
法人化和 自主化 、 市场化运营 ’ 表明地方文化

革和地方分权背景下 ， 地方 自 治体拥有了越来 行政机制从文化管理向文化运营的方向发展 。

１２５

越多的行政 自 主权 ， 文化行政权也进一步扩大 ，



逐步转向 以
“

行政的文化化
”

为代表的综合性① 参见赵敬 ： 《试论 日 本战后文化行政的变迁 》 ， 《 日本学刊 》

文 品质为 目＿ 、

② ＝：｜：

４

＾ 世纪初 日本文化政策的重点及启示 》 ， 《 日

以人为本的城镇文化建设规划 。

①语学习与研究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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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敬 ： 日本地方文化行政变革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文化建设的启示


（
三

） 日本地方文化行政变革的理念和意义行政领导权的前提下 ， 各地文化行政的 目标 、 课

日本地方文化行政变革 的核心理念是从题 、 内容应由各地政府根据本地的文化资源 、 文
“

文化的行政化
”

转向
“

行政的文化化
”

， 从完化环境 、 居民的生活水平 、 实际情况来 自主规划

成中央政令的纵向执行行政向各地行政部门相和设计 ， 制定符合本地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 、

互配合的横向合作行政转变 ， 从全国划一的命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发展方针 。 中央和地方的文

令行政向尊重各地特色的 自 主行政转变 ， 从重化行政权限分配 、 文化行政权下放的可能性和方

视行政职能和效率向 以人为本的行政转变 ， 从式 、 地方文化行政的 自主权范围是我国地方文化

以居民为客体的管理型行政向 以居民为主体的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性课题 。

合作 自治型行政转变 。（
二

） 地方文化行政的扩大化和综合化
“

行政的文化化
”

意味着文化行政范围的扩文化行政改革的关键是文化行政观念的转

大 ， 地方文化行政成为立足生活文化视角 ， 以变 。 日本地方文化行政的范 围正逐步从狭义的

提髙生活质量为核心 ， 涵盖生活环境质量 、 生
“

精神文化
”

向广义的
“

生活文化
”

扩展 ， 文化行

态环境水平 、 宜居舒适度等多项指标的广义行 政方式从
“

文化行政
”

向
“

文化规划
”

转变 。 我

政 ， 地方文化行政 的对象包括传承地方 民俗 、
国各地的文化行政体

，
改革也

￥
以提升本地居民

复兴传统活动 、 保护历史文化遗存 、 维护城镇 的生活文化质量为 目标 ， 文化行政的内容不应仅

历史风貌 、 建设特色商业街 、 振兴地方性产业 、
限于文化行政管理 ， 要引入

＂

文化规划
”

的观念 ，

凸显地方文化特色的城镇建设等 ， 这不仅为本 在城镇规划 、 地方产业发展 、 公共设施建设 、 交

地居民提供了舒适的生活文化环境 ， 还通过发 通改造 、 住宅开发 、 市容绿化等行政措施
ｔ
都先

展观光旅游 、 文化产业促进了地方经賴发展 ，

ｍｒｘ

糊文化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 。的
“

生活文化
”

建设 ’ 各种地方行政措施都細

＿绕
“

生活文化
”

这一核心理念展开 。 各个地方行

二 、 日本地方文化行政变革政部门建立联动机制 ， 整合资源共同参与 ， 协调

对我国地方文化行政体配合形成合力 ’ 淡化行政部门之间的行政界限 。

制改革的启示如何建立各地部门化行政的综合化协调运作的新

＿机制 ， 是我国地方文化行政改革的新课题 。

“

未来的難化政策 ，

－定不是在国家层（

＝
） 地方文化行政主体的职责和定位

面的大逻辑上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 只能是地力在 日本地方文化行政机制 中 ， 地方政府主
政府因地制宜 ， 在国家政策创新基础上灵活 的 要从侧纖行引 导 、 财政支持和公共服务 ， 企
运用 ， 才可能

，
ＩＥ贿具体刚 。

”２５ 酣職
业酣鶴文艺翻获補：会霞觀济效益 ，

日本
，
方文化行政变革的经验 ， 对我

＾
的地方

文艺团体则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致力于艺术创
ｊｔ— 造和艺术服务 ， 三方职责明确 ， 不仅解决了政
卜 ） 地方文化行政主导权从中央向地

，
下放 府文化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 ， 还有效推动了文

虽然
＾
日两国的政治体制不同 ， 文化行政管 化艺术的繁荣和创新 。 我 国的地方文化体制改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也不尽相同 ， 但文化是地域特 革 ， 也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的资

征明显的概念 ， 尤其
－
在我国各地的文化差异显 源配置作用 ， 摆脱僵硬的文化行政管理 、 文化

著 、 地区文化特征多元 、 民族文化特色鲜明的客 执法框架 ， 推动地方政府的职能从管理向指导

观环境下 ， 各地统一执行中央政令的纵向划
一

的和支持转变 ， 推动政企分开 、 政事分开 ， 理顺

行政模式只会成为束缚各地文化发展的桎梏 ， 最 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团体 、 文化企事业单位之

终造成中央财政的巨大浪费和各地文化建设的雷

同化 、 单一化 》 文化的独特性 、 地方性决定了城
① 李伟 ： 《谁在阻碍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 ， 凤凰网 ２０ １３ 年 ９ 月

镇文化建设的主导必须是地方政府 。 在坚持中央１７日 ，
ｈｔｔｐ ：／／ｃｉｔｙ，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ｃｓｐｌ／２０ １３０９ １７／３９４６ ３０ ．ｓｈｔｍｌ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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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 。 政府负责平衡文化艺术和市场之间展 。

？ 新型城镇的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地解决好

的关系 ， 担负广义的文化运营管理职能 ， 探索文化资源整合和整体规划 ， 以生活文化为核心

更加灵活 、 高效的文化管理与文化运营相结合的宜居城镇建设 ， 城镇主题文化定位 ， 以文化

的新机制 。 在这个过程中 ， 政府的角色定位不产业为主导的产城一体化 ， 提供城乡一体化公

能越位也不能缺位 ， 政府与市场的职责分担以共文化服务 ， 培育本地文化消费市场等关系到

及政府在规划制定 、 制度设计 、 公共服务 、 社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

会管理方面的具体责任 ， 是我国地方文化行政（

一

） 从文化行政向文化规划转变

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
“

规划是调控城镇发展的重要手段 ， 是依法

（ 四 ） 地方文化活动主体从
一

元化 向 多元化管理和建设城镇的重要依据 。 我们现有的城镇

转变发展战略规划在多学科 、 多视角 、 多层面研究

各地文化氛围的形成 ， 是一个 自 上而下与上仍然存在着严重不足 ， 尤其是忽视了对城镇

自下而上结合及互动的过程 ， 如果没有 自 下而特色文化的把握和对主题文化的定位 ， 忽视了

上的广泛社会参与 ， 文化就缺乏创造力和生命 从文化的角度对城镇建设进行长远的规划 。

”②

力 。 在 日本 ， 地方文化活动的主体呈现出多元 文化规划是对城市规划和城市公共政策进行文

化趋势 ， 企业、 文艺 ＮＰＯ公益团体等社会力量化探讨 ， 在城市规划建设的同时 ， 因地制宜地

可以灵活有效地弥补文化行政机制的缺陷 ， 政府 同步
＾
行文化建设 。 随着对将经济发展作为单

也鼓励其发展并在政策措施上予以优待 。 在我国 ，

一

目标的反思 ， 侧重经济 、 社会整体发展的文

地方政府应转变政府部门是行政主体 、 居民是行 化规划 ， 能够
ｆ
决城市可持续发展过程 中的很

政客体的观念 ， 建立切实有效的参与机制 ， 拓展 多课题。 文化行政 由单－部 门实施 ， 而文化规

社会力量的参与渠道 ， 支持社会资本公平参与城 划是跨部 门协作 ， 通过整合相邻地Ｋ、 城镇 、

镇文化建设 ， 健全文化行政的社会监督机制 ， 为
社区的文化资源进行统－规划开发 ， 对经济发

自发性 、 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创造条件 。 兼顾贿
展 、 城市规划 、 建筑设计 、 市容绿化 、 教育卫

主导性与居民 自发性 ， 坚持归属公共性 、 活动公
生 、 旅游观光等合理布局 、 缝考虑 。 从长远

益性 ， 实现文化形式多样性 、 文化内容地方性 、

来看 ’ 作为实现― 要■ ’

文化参与广泛性、 文化翻创意性 。 ？府 、 社会
文
，
规划或将

，
为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建设和公

力量和居民如何发挥各 自 的优势 ， 相互协作 ， 互

为补充 ， 为地方文化繁荣各尽所能 ， 这也是我国（
二

） 从精神文化建
，
向生活文化建设转变

地方文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新聽 。
“ ‘

肺让生活更美好
，

， 新型城镇化道路要

让更多人体会到城市文明的进步与美好 ， 让每

三 、 借鉴 曰本经验探讨我国个居民幸福感都有所提升 。

”④
日 本对地方文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行政的定义是地方行政人员和本地居民齐心协

文化建设的新课题力 ， 将本地区建设成为让居民想要一直居住于

此 、 并以居住于此为骄傲的地域社会行为 ， 其
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精

髓 ，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 要实现① 参见刘锋 ： 《旅游驱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 ， 《 中国旅游报 》

产业结构 、 就业方式 、 人居环境 、 社会保障等ＭＩ Ｓ 年 ９ 力 ２ 曰 。

一罕列 由
“

乡
”

到
“

城
”

的重要转变 要 活
② 韩禄 ： 《文化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定位问题研究 》 ， 求是理论

辦调 今 王Ｊｍ网謝 年６月７日 ， ｈｔｔｐ
．

ｑｓｔｈｅｏｒｙ．ｃｎ／ ｌａｉｇａｏ／

力产业 、 效益产业 、 链条产业的植入实现居民２Ｑ １４
－

Ｑ ６／Ｇ７／Ｃ
＿

ｌ ｌ ｌ ｌＱ３Ｑ４４Ｑ ． ｈｔｍ 。

生产 、 生活方式的转变 ， 在实现经济价值的 同③ 参见赵敬 ： 《文＆规划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 ， 《 中国社会科

科☆ 命细从Ａ ／Ａ？ 估士儿仏估 士／人汰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２０ １３ 年第 ４ 期 。

时 ， 也实现社 ；Ｓ价值 、 文化价值和生Ｗ价值 ，

④ 刘玉 ： 《我们需要
“

幸福感
”

提升的城镇化 》 ， 《 国际城市规

进而实现对区域整体综合价值的放大和持续发划 》 ２０１ ３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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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敬 ： 日本地方文化行政变革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文化建设的启示


目标是建设
“

生活文化城镇
”

。

？ 我国的城镇文（
五 ） 推进城 乡 一体化公共 文化服务体 系

化建设也应从单一的精神文化建设向 以提升城建设

镇居民的生活舒适度 、 幸福感为最终 目标的全
“

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具有综

方位生活文化建设转变 ， 各种行政措施都应围合效应 ， 在提高新城镇居 民 的认同感 、 价值观

绕文化这一核心理念展开 ， 以人为本地满足城重建 、 服务城镇建设管理、 优化居民活动环境 、

镇居民的人际交流 、 公共社会空 间 、 生活方式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 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发

多元化的需求 ， 以营造舒适的生活环境为 目标 ，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②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

让城镇居 民生活得充实 、 闲适 、 自 由 ， 建设充人的城镇化 ， 要关注文化民生 ， 将文化建设特

满活力和很强吸引力的宜居城镇 。别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纳人新型城镇化的基础

（
三

） 主题文化鲜明的特色文化城镇建设设施建设中 ，

一方面重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

新型城镇规划要做到有序 、 可持续 ， 就要有均等化 、 普遍化 、 大众化 ， 另
一方面在公共文

一个文化主题贯穿其中 ， 在这个主题指引下进行化服务资源普遍短缺的客观条件下 ， 探讨公共

多学科 、 多视角 、 多层面的规划布局 ， 各项规划文化资源的高效配置的课题 。 结合新型城镇的

导向一个共同的主题 目标 ， 形成相互配合 、 相互产业文化发展 ， 在城乡 统筹过程 中 ， 以实现公

协调的系统合力 。 要前瞻性地规划好本城镇的主共文化资源均衡配置为 目标 ， 建设能适应多层

题文化特色 ， 将其贯穿到城市文化 、 城市产业 、 次 、 多样化需求的高效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 使

城市建筑 、 城市景观 、 城市精神的各个规划层面新型城镇居民享有平等的公共文化权利 。 将城

中 ， 优先制定城镇发展的整体规划并贯彻到城镇镇公共文化建设纳人本地的地方经济与社会发

建设的各个部门 ， 使城镇主题文化真正落实到城展规划 ， 切实有效地推进新型城镇的城乡公共

镇文化 、 经济 、 建筑 、 景观上 ， 各项规划在主题 文化服务一体化体系建设 。

文化 目标指引下有机融合 、 有效整合 ， 使城镇建（六 ） 培育新型城镇的城乡文化消费市场

设拥有鲜明的主题文化定位和地区文化特色 。城镇文化的形成 ， 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这样

（ 四 ） 以文化产业为主导的产城一体化发展的上层建筑 ， 更取决于作为城镇主体人群的城镇

道路居民的文化素质和生活方式 。 新型城镇的文化建

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课题就是城镇化与产业设要重视提升作为城镇主体人群的本地居民的生

化的关系 ， 城镇化的关键就是要有产业支撑 ，
活文化质量和文化消费水平 ， 在满足基本物质需

产城互动 ， 否则就是鬼城 、 空城 ， 产城一体化求的前提下 ， 培养城镇居民更高层次的审美需求

是新型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 。 文化产业和文化 自觉 ， 这是塑造城镇文化氛围的重要条件 口

因其创意性 、 低能耗 、 高附加值 ， 成为城镇发
一方面要突破城镇文化建设硬件指标的功利性 ，

展的理想产业 ， 新型城镇建设可 以整合和依托 整合和开发地方文化资源 ， 通过提供均等化的公

本地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 ， 因地制宜地扶持 共文化服务 ， 积极培育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意识

地方优势文化项 目 ， 同时要避免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习惯 ， 引导居民建立健康的文化消费

的 自发性和盲 目性 ， 走符合当地文化特色的文方式 ， 将其 日常化 、 习惯化 ， 刺激居民的文化消

化产业发展之路 。 主题文化指导下的产城一体费需求 ； 另一方面 ，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 要建

化建设 ， 就是利用产业聚集 、 产业链延伸 、 产 立公共文化生活设施和健康的文化休闲消费服务

业集群化发展路径 ， 将土地规划 、 文化发展规 体系 ， 保障城乡均质化的文化消费空间 ， 构建以

划 、 历史保护规划 、 基础设施规划与公共服务 、

＾

：



商业发展 、 旅游观光 、 房地产开发结合起来 ， ① ［ 日 ］ 中川几郎 ： 《分权时代的 自治体的文化政策 》 ， 曰本劲

避免将城镇化单纯变成土地开发 、 房地产开发 ，草
＾
房 年版 ’ 第 ２３ Ｋ 。

■

ｔｒｎｒ士 紅狄 Ｂ 讲法 ： 姑＋瓶★几士② 王敏 《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不容忽视 》 ， 光明网 ２０ １ ３

打开产城互动的新格局 ， 构建起城镇主题文化产年 １ １ 月 ２７ 日 ， ｈｔｔｐ ：＂ ｔｈｅｏｒｙ，

ｇｍｗ． ｃｎ／２０ １３
－

ｌ ｌ ／２７／ｃｏｎ
－

业运营与城镇文化建设 、 城镇建设的统一蓝图 。ｔｅｎｔ
＿

９ ６ １ ９７４８
＿

２ ．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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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２ 期

广大中小城镇为节点 、 辐射周边乡村的新型城乡镇化发展的产业基础 。

文化消费市场 ， 通过拉动本地文化消费内需 ， 带城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为我们提出 了新的

动地方文化产业和地方经济发展 ， 使文化消费成挑战 ， 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新型城镇

为促进城镇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 为城镇未来的化的精髓 ， 立足文化建设视角 ， 以人为本地解决

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好新型城镇居民的公共文化服务的问题 ， 解决好

、集约髙效配置公共文化资源的问题 ， 解决好新型
结 语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问题 ， 这些都是地方

絲中 国随型城镇化建设 ， 将遵从
“

公
文化行政体制改革和新型城镇文化建设的重大课

平共享 、 集约高效 、 可持续
”

这三个原则 ， 推
题 。 在新型

＾
镇化建设过程中 ， 地方政府要因地

动城镇化发馳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
“

转型
”

。

？ 冑？ ’巾＆政策基？ＳＩ灵＿新和运用 ’

新型城镇化之所以
“

新
”

， 就是要 由过去片面注
Ｍ 。

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 、 空 间扩张 ， 改变为 以提

升城市文化内涵为 中心的发展 ， 新型龍化不本文作者 ： 对外经济
，
易 大 学外语学 院 副

仅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 ， 更需要通过加强文教授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 生院 曰 本 系

化建设来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 以保证社会的协２００８

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进程 中 ， 科学规划能确保责任编辑 ： 周 勤勤

城镇化发展的合理空间结构 ， 聚焦民生能确保

城镇化发展的人本 目标 ， 生态优先能确保城镇 ① 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 ： 《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

化发展的人居环境舒适性 ， 产城融合能确保城（ ２０１ １ 

？
２０２０年 ） 》 ， ２０１３年１ ２月１３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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