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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财政文化惠民新方式
为群众打开高雅艺术之门

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面向全体市民开展

的各类免费文化讲座、培训及其他文化

活动，每年预计资助 600 场，补助规模

控制在 300 万元。

积极探索扶持机制  

实现文化普及惠民

为切实发挥专项经费作用，有效满

足观众高雅艺术需求，充分降低高雅艺

术门槛，天津市在经费管理和使用方面

积极探索，初步形成了“政府扶持、市

场运作、百姓受惠”的方式，不断推动

高雅艺术普及良性发展。

一是完善项目申报和评审，保障资

助项目的艺术水准和质量。专项经费通

过项目申报和专家评审论证的形式确定

资助项目。根据业界专家的评选和推荐，

制定了引进演出及艺术家参考名录，明

确演出资助范围，并建立了评审专家库，

每次随机抽取专家，对各文化场馆提出

的符合资助范围的项目进行论证。

二是将补助经费直接用于补贴票

价，使观众直接受益，真正实现用之于

民、受惠于民。针对高雅艺术演出，市

财政通过“政府补助、降低票价”的形

式对票价给予 50% 的补贴，用于演出直

接成本，并将 300 元以下的门票数量占

全部门票数量的 50% 以上，有效激活和

释放了高雅艺术市场的潜在需求。以祖

宾 • 梅塔《新年交响音乐会》为例，在

演出门票上清楚地标明原价和补贴后价

格。经过补贴后的票价共有六档，300 元

以下的票价有三档，分别为 90 元、190

元、290 元，其中 300 元以下的票超过总

票数的 50%。对观众而言，最低花费 90

元就能欣赏祖宾 • 梅塔执棒的交响乐，

大大降低了高雅艺术的门槛，天津市因

此成为祖宾 • 梅塔中国巡演票价最为

亲民的一站。此外，对文化场馆引进具

有较高文化和历史价值的展览、举办讲

座及文化活动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据实核

拨，供市民免费欣赏和参与。

三是将上座率作为补助金额的重要

决定因素。按照专项经费管理办法，高

雅艺术演出补助将观众因素和补助金

额直接关联，根据演出实际上座率进行

浮动调整，上座率越高，补助金额越高。

通过上座率的考核，直接推动剧院充分

加强市场调研，充分筛选引进剧目，接

受群众的检验，使高雅艺术演出真正适

应市民文化需求。

在票价补助直接推动下，门票每天

销售量由几十张迅速攀升到 500 张，演

出的上座率也得到明显提高，平均上座

率超过了九成，高雅艺术的吸引力不断

增强，演出观众群和受众面逐步扩大，

演出票房和引进成本有了充分保障，剧

院经营压力得到了有效缓解，引进高水

平演出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有效促进

了城市文化品位提升。今年，在专项经

费的支持下，天津大剧院开展了首届天

津曹禺国际戏剧节、天津国际歌剧节等

系列演出活动，引进莫斯科斯塔基斯拉

夫斯基和涅米洛维奇 - 丹钦科音乐歌剧

□天津市财政局

自 2013 年起，天津市设立专项经

费，积极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资助现有文化场馆，每年引进一批

国内外优秀演出、举办一系列高水平展

览和开展公益文化普及活动。依托专项

经费的支持，广大市民通过免费或低票

价的方式欣赏到丰富多样的演出、展

览，参与了更多文化普及活动，有效实

现了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的对

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合理设置支持项目  

提供优质文化服务

根据市民多样化的高雅艺术需求和

文化场馆的功能定位，将专项经费重点

用于高雅艺术演出、高水平展览和公益

文化普及三大类活动。在具体补助范围

方面，高雅艺术演出主要针对以非商业

赞助形式引进的、符合天津市引进演出

机构及艺术家名录范围的，具有较高艺

术水准的交响乐和歌舞剧等，每年补助

场次不超过 32 场，补助剧目不超过 16

个，补助规模控制在 1600 万元 ；高水

平展览主要针对文化场馆利用国内外著

名博物馆、艺术馆、美术馆等珍贵藏品、

重要文化艺术品或知名艺术家作品，面

向市民免费或低票价开设的具有较高文

化和历史价值的系列展示活动，每年计

划资助 4 场，补助规模控制在 600 万元 ；

公益文化普及活动主要针对文化场馆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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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战争与和平》、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

《神驼马》等高水平演出，天津博物馆还

引进法国拿破仑文物展，200 多件拿破

仑时期的具有珍贵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文

物与市民见面，使市民在家门口即可观

赏到国外高水平的展出，享受到“文化

盛宴”。

与此同时，各文化场馆在高水平展

览、公益文化普及活动专项经费的支持

下，不断完善和拓展服务功能，提升公

益文化普及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天津

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文化场馆结

合自身特点，组织开展了主题鲜明、丰

富多彩的公益文化普及活动，积极打造

文化服务品牌，不断拓展文化场馆功

能。通过聘请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先

后开设了天博讲堂、美术讲坛、海津讲

坛、海河大讲堂、音乐大讲堂、民国文

史客厅等系列讲座，为市民普及文史、

文物、音乐、美术等领域的专业知识。

创设了文化体验中心，为市民提供学习

古钱币拓印、装订线装书、制作杨柳青

年画等传统手工技艺的平台。举办了各

类进社区、进校园活动，把文化服务、

文化惠民送到家门口、校门口，面对面

地了解市民的需求，让公共文化服务更

加“接地气”。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完善经费管理办法

为充分发挥经费在扶持高雅艺术、

塑造公益文化服务品牌等方面的效益，

结合各项活动实施效果，及时对经费管

理进行了动态补充和完善 ：

一是不断完善经费资助范围，提高

覆盖面和辐射力。积极完善支持项目与

市民文化需求有效对接机制，及时根据

观众的评价和反馈，将更丰富的高水准

演出形式和文化活动纳入专项经费资

助范围，更好地满足市民多样化的欣赏

需求。

二是根据群众需求和活动安排，扩

大经费资助规模。今年，补助金额从原

来的 1500 万元增加到 2500 万元。新增

经费继续用于支持演出、展览和公益文

化普及活动，特别是将高雅艺术演出的

补助场次从 12 场增至 32 场，引进剧目

达到 16 个，实现平均每月有两到三场政

府补助演出，为群众提供更多享受高雅

艺术的机会。

三是及时对项目评审专家库和演

出引进名录进行动态调整。综合国内外

院团的演出水平、经营状况、人才配置

和市场影响，及时更新引进目录。同时，

不断扩充评审专家库，让更多高水平

的专家参与项目评审，提高评审工作质

量，保障评审结果的公正、公平。

四是进一步健全专项经费长效管理

机制。严格专项经费管理，结合中央和

天津市对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等相

关支出的要求，完善专项经费开支范围

和费用支出标准，密切关注项目完成情

况、专项资金预算执行情况、资金使用

效果、资金管理情况，加强对专项经费

资助项目的绩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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