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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文化惠民工程的“弱参与”及其改革策略
———来自全国 ２１ 省 ２８２ 个行政村的调查∗

傅才武　 王文德

摘　 要　 由政府主导的文化惠民工程项目在促进基层农村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ꎬ但同时其绩效问题也

引发了广泛争议———文化惠民工程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应该弱化还是应该加强? 武汉大学“文化第一线”课题组

于 ２０１８ 年对全国 ２１ 省 ２８２ 个行政村开展调查ꎬ发现:当前农村居民存在较强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ꎬ对文化惠民

工程持基本认可态度ꎬ但期望率高、满意率低ꎬ表现出一种“弱参与”(假性参与或象征参与)特征ꎻ在政府供给侧ꎬ

文化惠民工程的服务质量、服务态度、场地环境和设施设备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的认可度存在显著影响ꎬ在受众的

消费侧ꎬ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等社会人口学变量和行政村至城区的距离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认

可度ꎻ居民认可度受到政府供给侧与居民自身文化资本状况的制约ꎬ农村文化惠民工程的政府供给规模与居民认

可度之间是一种非对称关系ꎬ并不完全受到供给侧的服务质量和投入规模的控制ꎮ 这一结论表明ꎬ农村居民对公

共服务的接受和消费是一个基于自身素质条件和偏好的选择性接受过程ꎬ一味强化供给侧的产品质量或者投入

规模也难以提升农村居民的认可度并重建文化惠民工程的合理性ꎬ这种情况对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文化惠民工程

格式化管理(纵向控制)思路提出了挑战ꎮ 文化惠民工程的“悬浮化”和“弱参与”特征ꎬ要求确立供需双侧协同改

革的总体转型思路ꎬ借助于数字信息技术平台建立“国家—个人”文化消费激励机制ꎬ确立消费侧政策创新引领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转型的政策路径ꎬ并探索乡镇公私混合型文化主体模式以建设农村基层新型文化共享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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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ｆ  ｌｏｗ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ｒ
 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ｌｏｗ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ｕｃｈ ａｓ 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ｒａｎｃ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ｅ ｗｉｌｌ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ｒａｎｃ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ｓ ａ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ａｔｈ ａｎ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ｎｅｗ ｓｈａｒ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ｐａｃ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ｌｅｖｅｌ １ ｆｉｇ ９ ｔａｂｓ ６６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ｕ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农村文化惠民理念最早可追溯到 １９９０ 年

代ꎮ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ꎬ１９９５ 年开始实施送戏下乡ꎻ为解决农

村居民收听广播、收看电视和观看电影的问题ꎬ

１９９８ 年开始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

映工程ꎮ ２００７ 年ꎬ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文化

惠民工程的概念和发展目标ꎬ旨在促进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ꎬ并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

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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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调查样本的人口学统计特征

项目 内　 容 百分比(％) 项目 内容 百分比(％)

性别

文化程度

职业

男 ５５ ７１

女 ４４ ２８

小学及以下 ２３ ２１

初中 ３５ ８８

高中、中专 ２４ ０６

本科及以上 １６ ８６

学生 １７ ５５

基层干部、公职人员 ６ ０８

企业员工或个体工商户 １９ １６

农民及其他 ４１ ４９

年龄

家庭收入

１７ 岁以下 ８ ６３

１８—２８ 岁 ２０ ２５

２９—４０ 岁 ２３ ００

４２—６５ 岁 ３３ ２９

６６ 岁以上 １４ ８２

< ＝ １ 万元 ４２ ７６

１—３ 万元 ２６ ０２

３—５ 元 １８ ６５

>５ 万元 １２ ５６

１ ２　 农村文化惠民工程的弱参与表征

调查结果表明ꎬ农村文化惠民工程存在弱

参与问题(见表 ３)ꎮ ①从知晓率和参与率的角

度ꎬ两者都处于较低水平ꎮ 知晓率角度ꎬ农村社

会中居民对承担知识与信息传播的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工程( ３２ ８％)、农家书屋项目( ４７ ８％)
的知晓度ꎬ 要低于表演娱乐类项目 ( ６４ ２７ ±
８ ３８％①)ꎬ这可能是由于表演娱乐类项目具有社

交平台功能ꎬ因而具有更大的社会关系传播效

应ꎻ参与率角度ꎬ即便对文化惠民工程了解的公

众ꎬ其参与率(５８ ７２± ９ ４４％)也不高ꎬ其中参与

率最高的为广播电视村村通项目(７１ ５％)ꎬ而该

数据包含了付费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等服务ꎬ且
网络电视的服务覆盖率达到了 ２８ ５％ꎬ这反映出

新兴传媒形式正逐步替代传统广播电视ꎮ ②从

参与动机的角度ꎬ基于责任、兴趣和利益的弱参与

表 ３　 农村文化惠民工程的居民知晓率、参与率及参与描述

工程名称 知晓率(％) 参与率(％) 参与描述

广播电视

村村通
６９ ４ ７１ ５

日均收听广播时间:０ ４６ 小时

日均收看电视时间:２ ４７ 小时

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
３２ ８ ６３ ２

上网聊天:１６ ２％ꎻ看网页、新闻:２８ ２％ꎻ看电视电影:２５ ５％ꎻ网
络学习与培训:３１ ３％ꎻ查阅和下载资料:２６ ８％ꎻ阅览电子书:
１７ １％ꎻ其他:１２ ０％

农村电影

放映工程
６８ ８ ５２ ６

看电影:２６ １％ꎻ打发时间:３７ ９％ꎻ陪同他人:２３ ６％ꎻ娱乐放松:
４５ ８％ꎻ艺术欣赏能力:１０ ２％ꎻ村委组织:１１ ７％

农家书屋 ４７ ８ ４７ １
１—３ 次:５６ ６％ꎻ４—１０ 次:３０ ７％ꎻ １１—３０ 次: １０ ０％ꎻ > ３０ 次:
２ ７％ꎻ参与者占总响应:１６ ６％

送戏下乡 ５４ ６ ５９ ２
看戏:４１ ５％ꎻ打发时间:３７ ２％ꎻ陪同他人:２７ ０％ꎻ好奇:１５ ７％ꎻ
提高艺术欣赏能力:１５ ０％ꎻ村委组织:１１ ７％

　 　 注:参与率描述的是知晓该工程的被调查者中有效参与比例ꎬ其中广播电视村村通的参与方式是有电视且非

网络电视的比例ꎮ

０５８

① 该数据表达的含义是均值±标准差ꎬ描述了多个数值项的平均水平和波动范围ꎬ下同ꎮ



傅才武　 王文德:农村文化惠民工程的“弱参与”及其改革策略———来自全国 ２１ 省 ２８２ 个行政村的调查
ＦＵ Ｃａｉｗｕ ＆ ＷＡＮＧ Ｗｅｎｄｅ:“Ｗｅａｋ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ｆｒｏｍ ２８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２１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２０２０

行动逻辑[１] 普遍存在ꎬ如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和

送戏下乡中分别有 ２３ ６％、２７ ０％的被调查者是

因陪同他人而参与ꎬ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

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在上网聊天、看电视电影

或浏览网页等ꎬ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及送戏下乡

中均有 １１ ７％的被调查者是因村委组织而参与

的ꎮ 由此可见ꎬ不论从知晓率和参与率的角度ꎬ
还是从参与动机的角度ꎬ现阶段农村文化惠民

工程的公众参与都表现出弱参与特征ꎮ

２　 研究假设、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２ １　 研究假设

已有研究表明ꎬ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对居

民的生活质量有较大影响[３２] ꎮ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Ｃａｌｌ 和
Ｂｒｏｗｎ 对来自美国犹他州 ２４ 个农村社区的成年

人进行调查ꎬ发现 ６０ 岁及以上的农村居民留在

社区的意愿主要取决于当地服务的质量[３３] ꎮ 社

会学习理论的代表性学者 Ｂａｎｄｕｒａ 认为ꎬ“人的

思想、感情和行为既受直接经验的影响ꎬ也受观

察的影响ꎮ 人能通过观察别人表现的行为及其

后果而产生替代性学习ꎮ” [３４] 按照这一理论ꎬ优
质的服务会形成良好的口碑ꎬ这将带动更多“观

察学习者”与公共服务相联系ꎬ形成基于公民责

任和身份的理性评价ꎮ 据此ꎬ本文提出假设一:
文化惠民工程的产品(服务)质量显著影响

农村居民的认可度(Ｈ１)ꎮ
在区域公共服务治理中ꎬ政府部门意识和

部门角色的存在会影响部分工作人员的公共伦

理和服务意识[３５] ꎬ且政府部门的“刻板”印象和

“官僚”作风往往会影响居民对公共服务满意度

的判断[３１] ꎮ Ａｌｄａｎａ、Ｐｉｅｃｈｕｌｅｋ 和 Ａｌ －Ｓａｂｉｒ 分析

了孟加拉国农村地区的 １ ９１３ 名接受过政府卫

生机构护理的农民调查数据ꎬ认为服务提供者

的行为(尤其是尊重和礼貌)比技术能力更为重

要[３６] ꎮ 据此ꎬ本文提出假设二:
文化惠民工程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显著影

响农村居民的认可度(Ｈ２)ꎮ
消费者通常在有形的场景中进行消费和体

验ꎬ并且根据其中的各类有形要素来判断公共服务

的质量[３７] ꎮ 选址、建筑风格、停车难易程度、展示

窗口等室外因素和地板、灯光、声音、过道宽度、产
品布局设计等室内因素对服务环境具有重要影

响[３８ꎬ３９] ꎬ服务环境的好坏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情绪

感受和消费意愿ꎮ 以体育活动场地为例ꎬ场地地面

和设施器材的色调选择应当与周围自然环境和谐

一致ꎬ这样会使体育活动者产生兴奋感和美感的情

感体验[４０] ꎮ 据此ꎬ本文提出假设三:
文化惠民工程的场地环境显著影响农村居

民的认可度(Ｈ３)ꎮ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Ｒｏ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ｄａｎ 提出

了“社会先行资本”的概念ꎬ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

重要性[４１] ꎮ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养身保健意识的

加强ꎬ农村居民对医疗卫生和文化体育等各类基

础设施的需求在不断增加ꎬ优质的公共设施设备

能够提升居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效用感和满足感ꎮ
张纯威、柴彦以北京三个城区的老年人为调查对

象ꎬ验证了公共设施配套和体育锻炼设施对公众

满意度的影响[４２] ꎮ 据此ꎬ本文提出假设四:
文化惠民工程的设施设备状况显著影响农

村居民的认可度(Ｈ４)ꎮ
城镇对农村居民点的辐射效应随空间结构

和相互距离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ꎮ 距离城镇

较近的农村受城镇辐射带动作用ꎬ往往具有较

好的经济基础和较为完善的对外交通条件ꎬ而
距城镇较远的农村受城镇辐射影响较弱ꎬ其基

础设施配套往往不完善[４３] ꎮ 樊丽明和骆永民通

过对山东省 ２１４ 个行政村的 ６７０ 份调查数据的

分析ꎬ发现村庄距离县城的距离越短ꎬ农民对农

村基础设施的满意度就会越高[４４] ꎮ 到城镇的距

离会影响可获得性ꎬ即距离城市越近的区域ꎬ农
村居民更方便选择城市中更优质的文化服务ꎬ
从而会降低其对本地文化惠民项目的认可度ꎮ
据此ꎬ本文提出假设五:

行政村到城区的距离显著影响农村居民对

文化惠民工程的认可度(Ｈ５)ꎮ
Ｌｅｅ 和 Ｂｒｏｗｎｅ 的研究表明ꎬ农村居民的主

观幸福感与社会人口学因素相关[４５] ꎮ 年龄、受

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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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因素会构成农村居民个

体的“文化资本”ꎬ影响农村居民对公共产品供

给的满意度评价[４６ꎬ４７] ꎮ Ｄｅｗｉ 和 Ｍｕｋｔｉ 通过调查

来自印度尼西亚三个省的 １ ２８９ 个城乡居民样

本ꎬ发现农村居民对政府实施的国民健康保险

计划(ＮＨＩ)的接受程度高于城市居民ꎬ且其接受

意愿受到教育水平、户主职业和家庭财富水平

的显著影响[４８] ꎮ 此外ꎬ其他研究表明ꎬ６０ 岁以

上和收入较高的农村居民对惠农政策的整体评

价偏高[４９] ꎬ年龄较长或未婚的农民主观福祉更

高[５０] ꎮ 据此ꎬ本文提出假设六:
农村居民的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家

庭收入等社会人口学变量显著影响他们对文化

惠民工程的认可度(Ｈ６)ꎮ

２ ２　 模型构建

农村居民对文化惠民工程的认可度ꎬ既受

文化惠民工程的文化产品(服务) 供给质量影

响ꎬ又受居民个体的动机强度影响ꎮ 其中ꎬ动机

不同于需求ꎬ是基于特定需求的具有具体目标

和对象的心理动力ꎬ由于认可度的主体是具体

的农村文化惠民工程ꎬ因此我们用动机而不是

需求来衡量对认可度的影响ꎮ 但这两种影响因

素都难以通过具体的质量进行客观量化ꎬ因此

需要重新构建理论模型ꎮ ①动机强度不仅受到

农村居民的文化参与需求强度影响ꎬ还会受到

其他地区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便利性这一外部环

境因素影响ꎮ 布迪厄(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的文化资本理

论和其他学者的文化参与相关研究[５１－５３] 表明ꎬ
个体的文化参与需求受其社会属性、文化资本、
经济资本影响ꎬ可以通过构建相应的人口变量

衡量ꎻ而城市相比农村具有更好的公共文化服

务ꎬ到城市的距离会影响农村居民将城市公共

文化服务作为替代性选择的便利性[５４ꎬ５５] ꎮ ②供

给质量可以通过农村居民对文化惠民工程的满

意度评价进行衡量ꎬ包括对活动质量、工作人员

态度、场地和环境、设施设备四个方面的满意度

评价ꎮ 因此ꎬ本文构建了农村居民对文化惠民

工程的认可度理论模型(见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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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农村居民对文化惠民工程认可度的理论模型

　 　 由农村居民对文化惠民工程认可度的理论

模型可知ꎬ认可度是文化参与需求、替代性选

择及满意度评价综合作用的结果ꎬ因此农村居

民对文化惠民工程的认可度回归模型可表

示为:

Ｒ ＝ β０ ＋ ∑μＳ ＋ ∑νＤ ＋ ∑ωＥ 式(１)

式(１)中ꎬ Ｒ 代表农村居民对文化惠民工程

的认可度ꎻ Ｓ 代表满意度评价ꎻ Ｄ 代表文化参与

需求ꎻ Ｅ 代表替代性选择ꎻ μꎬνꎬω 分别表示满意

度评价、文化参与需求和替代性选择的偏回归

系数(即自变量中非参照类别的影响因子)ꎮ

２ ３　 变量选择

根据农村文化惠民工程认可度的概念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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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ꎬ本文的研究变量从供给产品(服务)质量(包

括文化活动质量、服务水平、场地环境和设施设

备)、农村居民的社会人口学属性(包括性别、年

龄、职业、文化程度和个人年收入) 及外部环境

(主要指行政村到城镇的距离) 三个方面来选

择ꎬ具体参见表 ４ꎮ

表 ４　 农村文化惠民工程各研究变量及其含义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变量解释

活动质量

服务水平

场所和环境

设施设备

广播电视村村通:安装价格ꎻ收听和收看的信号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文化信息资源的丰富程度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放映场次ꎻ放映时间ꎻ
影片类型及影片内容吸引力

农家书屋:图书的藏量ꎻ图书更新ꎻ图书类型

送戏下乡:演员的阵容和水平ꎻ演出节目的吸引力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举办的体育活动

广播电视村村通:维修便利性ꎻ维修费用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信息获取便利性ꎻ服务人员态度

农家书屋:工作人员的服务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活动组织者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场所环境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观影环境ꎻ放映场所

农家书屋:场所环境

送戏下乡:演出场地和环境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体育场地环境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电脑等设备ꎻ网络速度

送戏下乡:演出影响效果ꎻ演出的服装和舞美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体育器材

１ ＝不满意ꎻ
２ ＝不太满意ꎻ
３ ＝一般ꎻ
４ ＝比较满意ꎻ
５ ＝很满意

外部环境 到城区距离 农村居民从所在行政村到附近城区的距离

农村居民

属性

性别 １ ＝男ꎻ２ ＝女

年龄

１ ＝ １８ 岁以下ꎻ２ ＝ １８—２８ 岁ꎻ
３ ＝ ２９—４０ 岁ꎻ４ ＝ ４１—６０ 岁ꎻ
５ ＝ ６０ 岁以上

职业

１ ＝学生ꎻ２ ＝ 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职员ꎻ３ ＝
企业员工或个体工商户ꎻ４ ＝ 自由职业者

或离退休人员ꎻ５ ＝农民

学历
１ ＝小学ꎻ２ ＝ 初中ꎻ３ ＝ 高中或中专ꎻ４ ＝ 本

科或大专ꎻ５ ＝研究生及以上

家庭年收入
１＝没收入ꎻ２＝１ 万元以下ꎻ３＝ １—３ 万元ꎻ４ ＝
３—５ 万元ꎻ５＝５—１０ 万元ꎻ６＝１０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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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农民认可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３ １　 认可度维度及评价

本文从“反对”“中立”“期望”和“支持”四个

维度来描述农村居民对文化惠民工程的认可度

情况(见表 ５)ꎮ 即对于主观上不需要该工程的居

民ꎬ如果不满意则判定为“反对”ꎬ代表该工程“没
什么作用ꎬ对我没有什么价值”ꎬ如果满意则判定

为“中立”ꎬ代表该工程“可有可无ꎬ跟我关系不

大”ꎻ对于主观上需要该工程的居民ꎬ如果不满意

则判定为“期望”ꎬ代表该工程“有一定作用ꎬ但需

要进行改造升级”ꎬ如果满意则判定为“支持”ꎬ代
表该工程“非常有作用ꎬ希望继续加强建设”ꎮ

从农村居民对各项文化惠民工程的认可度

表 ５　 认可度评价维度

不满意 满　 意

不需要 反对 中立

需　 要 期望 支持

调研结果来看(见表 ６)ꎬ整体上农村居民对文化

惠民工程的认可表现为需求率高、满意率低ꎮ
农村居民对文化服务的整体需求较高( ７１ １２±
１１ １０％)ꎬ即普遍认为需要这类产品 (公共服

务)ꎬ说明农村居民具有较高的公共文化需求ꎬ
对文化惠民工程的推行总体上持认可态度ꎮ 但

对文 化 服 务 的 整 体 满 意 度 较 低 ( ３８ ４４ ±
３ ４３％)ꎬ即对农村文化惠民工程的供给质量不

太满意ꎬ并未完全满足其公共文化需求ꎮ

表 ６　 不同文化惠民工程的认可度情况(％)

广播电视

村村通

农村电影

放映工程
农家书屋 送戏下乡

农民体育

健身工程

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

反对 ４ ４ １１ ６ １３ ０ ８ ３ ８ ８ １６ ５

中立 １０ ７ １７ ８ ２４ ５ １７ １ １１ ８ ２８ ９

期望 ５０ ２ ４６ ９ ３７ ６ ４７ ５ ４５ ３ ３４ ４

支持 ３４ ７ ２３ ７ ２５ ０ ２７ １ ３４ １ ２０ ２

需求率 ８４ ９ ７０ ６ ６２ ６ ７４ ６ ７９ ４ ５４ ６

满意率 ４０ ９ ３３ ６ ３９ ９ ３６ ３ ４２ ９ ３７ ０

　 　 注:需求率是指所有居民中认为需要建设农村文化惠民工程的比例ꎻ满意率是指认为需要建设农村文化惠民

工程的居民中对当前建设感到满意的比例ꎬ即“支持( 期望＋支持)”ꎮ

３ ２　 影响因素分析

在本文中ꎬ由于自变量包括数值变量、有序

变量和名义变量等多种类型ꎬ无法直接利用最

小二乘回归等数值型回归模型进行分析ꎬ因此

需要借助多分类变量回归模型(如 Ｌｏｇｉｔ、Ｐｒｏｂｉｔ)
或通过最优尺度回归模型进行分类回归ꎮ 但

是ꎬＬｏｇｉｔ、Ｐｒｏｂｉｔ 等模型在回归分析过程中可能

会出现违背平行性检验及海森矩阵奇异性问

题ꎬ而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解决自变

量包含名义变量、有序变量和数值及间隔变量

的情况ꎬ因此ꎬ本文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来解

决多分类变量回归中存在的问题ꎮ
最优尺度回归是荷兰 Ｌｅｉｄｅｎ 大学 ＤＴＳＳ 研究

组提出的面向分类变量的回归方法[５６] ꎮ 最小二乘

回归(ＯＬＳ)的原理是通过回归权重 ｂ 使得目标函

数 Ｘｂ － ｚ ２ 最小化ꎬ而最优尺度回归的目标函数

则为 Ｘ∗ｂ － ｚ∗ ２ ꎬ 其 中 ｚ∗ ＝ θ ｚ( ) ꎬ Ｘｊ
∗ ＝

φｊ Ｘｊ( ) ꎬ ｊ ＝ １ꎬꎬｍ是自变量索引值ꎬ θ和φ是实

现分类变量定量化的非线性函数ꎬ该回归的本质是

通过可行的非线性函数实现 θ ｚ( ) 和∑ ｂｊ φｊ(Ｘ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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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最大ꎮ 由于该方法可以通过非线性变化

将原始分类变量进行量化以实现回归分析ꎬ因此在

包含分类变量的回归分析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ꎮ
如 Ｓｔｅｉｎｗｅｂｄｅｒ 等研究客观水质指标与海滨游客的

主观评估之间的关系[５７] ꎬＩｂｅｍ 和 Ｄｏｌａｐｏ 研究城市

中公共住房满意度问题[５８] ꎬ张务伟等研究农业富

余劳动力转移程度与其土地处置方式之间的关

系[５９] ꎬ张紫琼等研究旅游动机和人口统计特征对

香港居民旅游行为的影响[６０]等ꎮ
通过对文化惠民工程中多个项目分别进行

分类回归分析ꎬ不同项目的 ＡＮＯＶＡ 结果的显著

性均小于 ０ ００１ꎬ说明所建立的不同文化惠民工

程回归模型可行ꎮ 各个项目的分类回归系数及

显著性见表 ７ 和表 ８ꎮ

表 ７　 文化惠民工程各项目最优尺度回归结果(需求侧)

广播电视

村村通

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

农村电影

放映工程
农家书屋 送戏下乡

农民体育

健身工程

性别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９７∗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３∗

年龄 ０ ０６６∗ ０ ０９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２ ０ １７８∗∗∗ －０ ０４６

职业 ０ ０５６∗∗∗ ０ ０９８∗∗∗ ０ ０６６∗∗∗ ０ ０５２ ０ ０６８∗∗∗ ０ ０５４∗∗∗

文化程度 ０ ０６１∗∗ ０ ０７９ ０ ０５４ ０ １３４∗∗∗ －０ １０７ ０ ０９３∗∗∗

年收入 －０ ０１９ －０ ０５６ ０ ０４３ －０ １１２ ０ ０２９ －０ ０８８∗∗∗

到城区距离 －０ ０２６ －０ ０８３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３ －０ １１２∗ ０ ０７７∗∗∗

　 　 注:∗、∗∗、∗∗∗分别表示 ０ ０５、０ ０１、０ ００１ 的水平显著ꎮ

表 ８　 文化惠民工程各项目最优尺度回归结果(供给侧)

工程名称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Ｂ 工程名称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Ｂ

广播电视

村村通

活动质量

服务水平

安装价格 ０ ０４６

信号清晰度 ０ １５３∗∗∗

维修便利性 ０ ０７４∗∗∗

维修费用 ０ １１１∗∗∗

农家书屋

活动质量

服务水平

场所和环境

图书的更新 －０ ０６１

图书藏量和类型 ０ １０６

工作人员的服务 ０ ２４９∗∗∗

场所和环境 ０ １３９

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工程

活动质量

服务水平

场所和环境

设施设备

信息资源的丰富程度 －０ １５８∗

信息资源获取便利性 －０ １１７

服务人员态度 －０ １０４

场所环境 ０ １９３∗

电脑等设施设备 ０ ３１２∗∗∗

网络速度 ０ ２８９∗∗∗

送戏下乡

活动质量

场所和环境

设施设备

送戏下乡场次 ０ １３４∗∗

演员的阵容和水平 ０ ０５

演出节目的吸引力 ０ １６５∗∗∗

演出场地和环境 ０ １４３∗

演出的音响效果 －０ １１∗

演出的服装和舞美 ０ ０８２

农村电影

放映工程

活动质量

场所和环境

放映场次 ０ １５５∗

放映时间 －０ ０３１

影片类型 ０ １５∗∗∗

影片内容吸引力 ０ １９７∗∗∗

观影环境 －０ １２８∗∗∗

放映场所 ０ ０８１∗

农民体育

健身工程

活动质量 举办体育活动 ０ １３９∗∗∗

服务水平 活动组织者 ０ ０８

场所和环境 体育场地 ０ １５∗∗∗

设施设备 体育器材 －０ ０４８

　 　 注:Ｂ 代表回归系数及对应的显著性水平ꎬ其中∗、∗∗、∗∗∗分别表示 ０ ０５、０ ０１、０ ００１ 的水平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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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最优尺度回归结果ꎬ将各影响因素的

显著性情况进行细分标识(见表 ７、表 ８)ꎬ可以

看出:①农村居民对广播电视村村通中的维修

便利性、信号清晰度和维修费用的满意度越高ꎬ
则其对该项目的认可度越高ꎬ且年龄、职业和文

化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居民对该工程的认可

度ꎮ ②农村居民对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认

可度与场所环境、电脑等设施设备、网络速度呈

正相关关系ꎬ而与信息资源丰富程度呈现负相

关关系(这说明农村居民对于信息资源的内容

并不关注ꎬ更多的是利用其硬件设备和场地环

境来满足自身的上网需求)ꎬ同时在各项社会人

口学变量中ꎬ职业因素是主要影响因素ꎮ ③农

村居民对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认可度与放映场

次、影片类型、影片内容吸引力及放映场所呈正

相关关系ꎬ而与观影环境呈负相关关系ꎻ性别和

职业因素对其产生显著影响ꎮ ④农村居民对农

家书屋的认可度主要与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正

相关ꎬ性别与文化程度也对其产生显著影响ꎮ
⑤农村居民对送戏下乡的认可度与演出场次、
场地和环境、节目吸引力正向相关ꎬ而与演出音

响效果负向相关ꎻ年龄和职业因素显著影响居

民的认可度ꎬ且居民所在行政村距离城区越近ꎬ
认可度越低ꎮ ⑥农村居民对体育健身工程的认

可度与体育场地、体育活动呈正相关关系ꎬ性

别、职业、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等因素显著影响

居民对该工程的认可度ꎬ且居民所在行政村距

离城区越近ꎬ认可度越高ꎮ
总体而言ꎬ尽管各项工程的具体情况不

同ꎬ但本文在研究假设中所提出的六项假设

均得到了验证ꎮ 而农村居民的认可度与信息

资源丰富程度 (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 、观影环境(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及演出音

响效果(送戏下乡) 反而呈现出负相关关系ꎬ
这说明有部分受众并没有真正参与到农村文

化惠民工程项目之中( 假性参与或象征性参

与) ꎬ部分受访者并不真正关心这些工程项目

的质量如何ꎬ因此其评价结果才有悖于常理ꎬ
呈现出负相关性ꎮ

以上结果在其他学者的调查中也得到证

实ꎮ 李静对湖北某地地方剧团“送戏下乡”的调

查中发现ꎬ承担送戏下乡的“文艺院团”在执行

过程中“态度消极、应付任务”ꎬ演出节目内容重

复ꎬ没有大的变化ꎬ一张节目单可以用于多场演

出ꎬ“在演出的过程中ꎬ极个别演员的舞台情绪

不够饱满ꎬ影响整台演出效果ꎻ演出活动结束

后ꎬ演员及工作人员匆匆离场ꎬ没有关注观众的

情感接受及演出的质量”ꎮ 同时ꎬ一些协办单位

的宣传活动(法律知识、医疗健康知识等的宣

传)同样是应付差事ꎬ“部分协办单位工作人员

把宣传手册或宣传展板放在活动现场后ꎬ就自

顾低头玩手机ꎬ直到活动结束ꎬ将没有发完的宣

传手册原样带回”ꎮ 作为地方协办单位的乡镇

和村委会ꎬ “只为完成任务ꎬ文化活动组织不

力”ꎮ 乡镇和村委会“应付完成任务”的情况时

有出现ꎬ有的乡镇在节目举办的当天还没做好

准备工作[６１] ꎮ 农村居民尽管存在公共文化需

求ꎬ但对政府“送”到居民眼前的这些公共服务

并不感兴趣ꎬ因此消极参与ꎬ总体上是一种“处

于‘政府规训’的假性参与层级”或者“处于‘知

情’的象征性参与层级”ꎬ呈现出一种“弱参与”
的基本特征[１] ꎮ

通过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分析发现ꎬ农村居

民对文化惠民工程的认可度受到该工程项目的

供给产品(服务)质量、居民自身需求及行政村

到城区距离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见表 ９)ꎮ 归纳

如下ꎮ
第一ꎬ从供给侧来看ꎬ活动质量、工作人员

的服务态度、场地和环境以及设施设备等因素

显著影响农村居民对文化惠民工程的认可度ꎮ
其中ꎬ除农家书屋外ꎬ其余项目的产品(服务)质

量显著影响农村居民对文化惠民工程的认可

度ꎻ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显著影响农村居民对

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家书屋的认可度ꎻ场所和

环境显著影响农村居民对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送戏下乡和体育健身的

认可度ꎻ设施设备状况显著影响观众对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工程和送戏下乡的认可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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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居民认可度影响因素的显著性情况

工程名称 活动质量 服务水平 场所和环境 设施设备 人口因素 到城区距离

广 播 电 视 村

村通
＋信号、清晰度

＋ 维 修 便

利性

＋维修费用

＋年龄

＋职业

＋文化程度

∗

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

－ 信 息 资 源 丰 富

程度
∗ ＋场所环境

＋电脑等设备

＋网络速度
＋职业 ∗

农村电影放映

工程

＋放映场次

＋影片类型

＋影片内容吸引力

－观影环境

＋放映场所

＋性别

＋职业
∗

农家书屋 ∗
＋ 工作人员

的服务态度
∗

＋性别

＋文化程度
∗

送戏下乡
＋送戏下乡场次

＋节目吸引力

＋ 演出场地和

环境

－ 演 出 音 响

效果

＋年龄

＋职业
－到城区距离

农民体育健身

工程
＋举办体育活动 ∗ ＋体育场地 ∗

＋性别

＋职业

＋文化程度

－年收入

＋到城区距离

　 　 注:“＋”代表正相关且具有统计显著性ꎬ“－”代表负相关且具有统计显著性ꎬ“∗”表示该项无显著性相关指

标ꎬ空白处表示该项调研未涉及ꎮ

　 　 第二ꎬ从需求侧来看ꎬ农村居民的性别、年
龄、职业、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等社会人口学变

量显著影响农村居民对文化惠民工程的认可

度ꎮ 从性别角度ꎬ男性对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
家书屋及体育健身工程的认可度高于女性ꎮ 从

年龄角度ꎬ年长群体对广播电视村村通、送戏下

乡的认可度比年轻群体更高ꎬ其中 １８ 岁以下居

民对送戏下乡的认可度显著低于 １８ 岁及以上居

民(中老年更倾向于看戏和看电视)ꎮ 从职业角

度ꎬ学生群体对广播电视村村通、送戏下乡的认

可度高于其他群体ꎬ对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认

可度也较高ꎬ但对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体

育健身的认可度偏低ꎻ基层干部或公职人员对

文化惠民工程的认可度与学生群体的认可度基

本一致ꎬ不同的是这一群体对体育健身具有较

高的认可度ꎻ企业员工及工商个体户则对广播

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工程、送戏下乡及体

育健身的认可度均偏低ꎬ但对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的认可度较高ꎮ 从学历角度ꎬ学历越高

的群体对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及体育健

身工程的认可度越高ꎮ 从家庭收入角度ꎬ收入

越高的群体反而对体育健身工程的认可度越

低ꎬ而对于年收入超过 ３ 万的群体ꎬ收入因素对

各项工程认可度的影响基本无显著差异ꎮ
第三ꎬ所在行政村到城区的距离显著影响

农村居民对送戏下乡和体育健身的认可度ꎮ 随

着离城区越来越远ꎬ对送戏下乡的认可度不断

提高ꎬ而对体育健身的认可度不断降低ꎬ但对其

他四项工程并未表现出显著性影响ꎮ
综合以上因素ꎬ农村居民对于文化惠民工

程的满意度和认可度ꎬ既要受到供给侧产品(服

务)质量的影响ꎬ又要受到居民个体文化资本因

素(体现为消费偏好)的约束ꎬ因此要受到供给

侧和消费侧的双重作用ꎮ 指望单纯通过扩大文

化惠民工程项目的规模(如增加投入)和服务质

量(如提高节目水平)来提升项目的绩效ꎬ能够

产生一定的作用ꎬ但显然不可能产生显著性的

变化ꎮ 此外ꎬ文化惠民工程项目的绩效提升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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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农村居民个体文化资本(社会学人口特征)
的制约ꎬ而农村居民文化资本的积累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ꎬ并不受文化供给侧供给状况的显著

影响ꎮ

４　 改革和优化文化惠民工程的总体思路
和政策路径

４ １　 依据文化惠民工程的“悬浮化”和“弱参

与”特征ꎬ确立供需双侧协同改革的总体转型

思路

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悬浮化”指

公共文化部门的业务模式未能满足居民的真实

要求ꎬ但该部门在上级部门源源不断的资源注

入下仍然自我运行、封闭运转ꎬ形成体制内的

“自我循环”ꎮ 武汉大学“文化第一线”课题组的

“驻站” 调研就验证了该问题ꎮ 课题组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组织了两次文化站“驻站”调

研(２０１２ 年选取 ６２ 个文化站ꎬ２０１６ 年选取 ５３ 个

文化站)ꎬ志愿调研员全部入驻文化站进行持续

３０ 天的观察记录ꎮ 结合财政统计数据和调研数

据发现ꎬ国家财政方面对文化站的投入持续增

长ꎬ全国文化站站均财政拨款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５ ９８ 万元增长到 ２０１６ 的 ２２ ５９ 万元①ꎻ但到站

参与文化活动的人数却在不断减少ꎬ站均每日

访问人次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２ 人次减少为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５ 人次ꎬ日均访问量达 ５０ 人次以上的文化站数

量占调研文化站总量的比例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４ ５％
降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７ ５％ꎮ 李晶对内蒙古文化惠民

工程建设与使用情况的调查[６２] 及戎素云对河北

省公共文化服务的调研[６３] 也发现ꎬ存在公共文

化服务供给不足和供给低效并存、公共文化服

务需求不足和需求低层次并存的现象ꎬ这些都

客观反映出文化惠民工程的“悬浮化”特征ꎮ
现阶段农村文化惠民工程“弱参与”表现为

知晓率和参与率低以及参与动机遵循弱参与逻

辑两 个 主 要 特 征ꎮ 谢 里  阿 斯 廷 ( Ｓｈｅｒｒｙ

Ａｒｎｓｔｅｉｎ)的公民参与阶梯理论认为ꎬ按照公民参

与权利的不同实现程度ꎬ可以将公民参与依次

划分为假性参与( Ｎ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象征性参与

(Ｔｏｋｅｎｉｓｍ) 和实质性参与(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Ｐｏｗｅｒ) 三个

基本层次[６４] ꎮ 李少惠从文化参与者的角度出

发ꎬ认为基于家庭场域的义务型参与、社会场域

的偶遇型参与和依附型参与、社区场域的服务

型参与分别对应了假性参与、象征性参与和实

质型参与[１] ꎮ 本研究中发现农村文化惠民工程

知晓率和参与率相对较低ꎬ且基于责任、兴趣和

利益的弱参与行动逻辑普遍存在ꎻ兰州大学李

少惠团队对农村公共服务的调查也发现ꎬ对于

政府“送上门”的文化惠民工程ꎬ农村居民大都

表现出假性参与和象征性参与[１] ꎮ
由此可见ꎬ供给侧的“悬浮化”和消费侧的

“弱参与”是文化惠民工程的“一体两面”ꎬ颜玉

凡、叶南客认为这种弱参与场域中的弱参与行

为会在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不断生产和再生

产ꎬ并在中国当下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被进一步

固化[６５] ꎬ因而会成为阻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ꎮ
当前文化惠民工程项目中的“悬浮化” 和

“弱参与”现象ꎬ受到供给侧和消费侧许多根深

蒂固的制度制约和习惯制约[１７] ꎬ本质上反映出

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供给与居民自下而上的差

异化文化需求之间的落差ꎬ导致了文化惠民工

程处于供需失衡困境ꎬ是外在的环境机制(供给

质量、可获得性等)与农村居民能动反映的内生

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ꎬ这不仅与农村居民的主

观意愿相关(消费需求强度)ꎬ同时也与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相关ꎮ
在中西部地区ꎬ政府花大力气投入的文化服务

设施受到冷落ꎬ参与者趋于老龄化、低龄化和零

散化ꎬ文化惠民工程与大多数农村居民的个体

文化生活和日常交际不符ꎬ使本应承载居民地

方认同和文化意义的文化惠民活动ꎬ异化为供

给侧(政府)的“剃头挑子一头热”ꎬ“政府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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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的热情反而远远超过社区居民基于其

个人生活意义对文化服务的感知和理解” [６５] ꎮ
在缺乏居民参与热情的条件下ꎬ文化惠民工程

蜕化为基层文化单位的体制内自我循环———
“体制空转” [２６] ꎮ 没有得到农村居民广泛认同

和实质参与的工程投入(特别是增量投入)将会

加剧文化惠民项目的绩效困境ꎮ 因此ꎬ文化惠

民工程业已到了整体性改革转型的节点ꎮ

４ ２　 借助于数字信息技术平台建立“国家—个

体”文化消费激励机制ꎬ确立消费侧制度创新引

领文化惠民工程转型的政策路径

文化惠民工程 ２０ 多年的发展经验表明ꎬ国
家的组织力量能够快速实现“进村入户”ꎬ但在

文化领域ꎬ进村入户之后还要“到人”就不是国

家力量之擅长ꎮ 但“入户”并不是终极目标ꎬ“服

务到人” (人的全面发展需求) 才是最终目标ꎮ
文化惠民工程的科层组织方式与基层农村的传

统人际关系和文化生活方式存在衔接问题ꎬ可
以从扩散的角度为文化惠民工程被认知和被接

受的程度十分有限提供有效的解释ꎮ 科层制组

织方式依赖于 “中央－省－市－县－乡镇－行政

村”的组织渠道ꎬ是一种通过多层节点逐级对项

目进行推动扩散的模式ꎮ 一方面ꎬ尽管该扩散

模式具有主导性、主动性和快速推动的特征ꎬ对
于提高中间过程的扩散效率具有积极作用ꎬ但
却与基层农村依靠血缘、地缘和姻缘关系结构

的传统人际关系渠道及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

文化生活方式存在不兼容问题ꎬ导致知晓率不

高ꎻ另一方面ꎬ这种模式主要遵循“自上而下”的

逻辑ꎬ缺乏对基层农村文化生活需求的真实了

解ꎬ造成文化惠民工程的供给与基层农民真实

需求不匹配ꎬ导致参与率偏低[３０] ꎮ 正是因为没

有服务到“人”ꎬ文化惠民工程项目差了“最后一

公里”ꎬ导致其在农村居民中认知度低ꎬ这是文

化惠民工程建设普遍存在的瓶颈问题ꎮ
关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如何“到人” 的问

题ꎬ几十年来供给侧角度的政策设计思路都没

有解决ꎬ唯有调整宏观政策设计思路ꎬ从消费侧

的政策创新思路来突破ꎮ 天津的“文化惠民卡”
模式能够为文化惠民工程的整体性改革转型提

供创新思路借鉴ꎮ 该模式主要面向艺术院团的

文化消费服务ꎬ以财政补贴为支持ꎬ向消费者提

供不同优惠层次的“文惠卡”ꎬ消费者可以选择

在当地组织的 ６０ 余家院团、演艺公司参观表演

并最终享受优惠ꎮ 该项目的运行结果表明ꎬ“文

惠卡”项目带动了天津院团的演出场次、观众人

数、票房收入以及剧场使用率的明显提升ꎮ 这

种文化消费试点模式[６６] 以扩大居民文化消费为

切入口ꎬ尽管是以文化供给侧(艺术院团的服务

供给)改革为标的ꎬ但改革路径却是从消费侧入

手ꎬ通过赋予居民“用脚投票”的权力ꎬ用居民手

机中的“消费券”连接起国家政策目标与个人文

化消费需求两端ꎬ从而实现了通过扩大消费侧

引导供给侧改革的政策设计目标ꎮ 尽管天津市

的“文化惠民卡”模式是城市范围内的文化消费

实践ꎬ但从项目或政策扩散的角度ꎬ其依然可以

为文化惠民工程提供决策参考依据ꎮ
近年来ꎬ伴随我国农村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建设ꎬ互联网已经渗入基层农民的生活方式ꎬ并
成为农民休闲生活的重要渠道ꎬ这为利用数字

信息技术提高公众对文化惠民的认可度提供了

技术基础ꎮ 文化消费试点模式证明了数字信息

技术在促进文化项目扩散度的有效性ꎬ则为我

们提供了理论依据ꎮ 当前国家对农村数字信息

化建设的重视不断加强ꎬ例如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数字乡村发

展战略纲要»强调了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

略方向ꎬ必将深化数字信息技术对农村、农民的

影响ꎮ 因此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应抓住农村数字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契机ꎬ借助数字信息技术

平台建设ꎬ避免完全依赖科层组织渠道的弊端ꎬ
促进文化惠民工程在农村的扩散效应ꎬ提高农

民对文化惠民工程的知晓率和参与率ꎮ

４ ３　 探索乡镇公私混合型文化主体模式ꎬ建设

农村基层新型文化共享空间

２０１６ 年ꎬ湖北省启动建设“湖北乡村智能综

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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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院实验室” 试点项目ꎮ ２０１７ 年ꎬ武汉大学

“乡镇新型文化共享空间”课题组调研了省内 ６
家乡镇点播影院①ꎮ 调查发现ꎬ针对乡镇基层政

府和市场“双失灵”困局ꎬ必须发挥政府与社会

的双重作用ꎬ探索基层文化建设的混合运营模

式ꎮ 在“湖北乡村智能综合影院实验室”试点项

目中ꎬ探索“补贴—建设”模式ꎬ将乡镇文化消费

设施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让渡给第三方ꎬ政府只

负责对其进行监督ꎬ促使其完成一定的公益任

务ꎮ 政府向每家乡镇影院提供 ３０ 万元财政补

贴ꎬ并且由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提供资源协调

和管理服务(融合片源、网吧和设备厂商等)ꎬ配
套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建设乡镇点播影院ꎬ影院

运营方(独立的民营市场主体)承诺票价优惠和

一定数量的公益场次ꎬ最终形成了政府、企业、
社会组织和自然人等多方合作的局面ꎬ以弥补

政府力量有限和社会力量不足的双重局限ꎮ 试

点表明ꎬ这一混合经营模式可以保证乡镇文化

机构的可持续发展ꎮ

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覆盖了城市和农村的

各个角落ꎮ 单纯的线下供给方式(文化站、电影

放映、农家书屋等)已然落后于乡镇居民的消费

要求ꎬ这就要求农村文化建设要从单一性的文

化空间(如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等)拓展为线

上线下相结合、公共性服务与经营性产品相结

合的综合性文化空间———“文化站＋点播影院＋
Ｎ(Ｎ 种商业模式)” 的新型文化共享空间[２８] ꎮ
新型文化共享空间不仅是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

务、开展基层文化建设的重要公共空间ꎬ还是农

村居民参与文化活动、进行文化消费的重要场

所ꎬ是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聚合而发挥公共文

化服务和商业服务功能的共享空间ꎮ 同时ꎬ针
对乡镇基层的特殊性ꎬ国家需要设置政府购买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专项ꎬ将新型乡镇文化共享

空间建设和运营所需求的准公共文化产品纳入

到国家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内ꎬ国家通过

“购买服务”的途径支持基层社会力量的发展ꎬ
以弥补基层农村政府力量的不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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