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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运营管理新模式

浙江省宁波市财政局

“十五”以 来，围绕建设 文化 大市

目标，浙江省宁波市规划、建设了一批

标志性 文化 基础设施，随着这些项目

的相继竣工 运营，其日常管理运行所

需经费给财政 支出带来了较 大的压 力。

如 何既 确 保 这些公 共文化设 施 正 常

“开门”，又 尽可能节减财政 支出，减

轻财政负担，成为财政管理部门亟待

研究和解决的课题。近年来，宁波市

财政部门积极探索公 共文化设施 在市

场机制下建设运营管理的新模式，取

得了成效。

一是创新投 入机制，引导社会资

金参与公 共文化 设施建设。宁波市财

政局很早就开始了集聚社会力量兴办

公 共文化 设 施的探索，如 宁波音乐厅

就是由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投资 5500 万

元 参与建设的；2004 年投入使 用的

宁波大剧院 则是由宁波广电集团和市

财政各出资3.1 亿 元共同建设的等等。

各县（市）区也通过多元筹资方式，积

极加 大公 共文化 设施建设 力度。如鄞

州区在确保以 财政投入为主的前提下，

积极吸收社会资金参与公 共文化设施

建设，已基本建成覆盖全区的公 共文

化设施网络 ；宁海、象山县探索“国资

民办”的路 子，建成“十里红妆”博物

馆、张德和竹根雕艺术馆等一批民办

文化 设施。一些大型文化 设 施 还充分

发挥经营优势，利用冠名赞助等形式

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如 宁波市体育中

心早在 1999 年就吸引雅戈尔集团对体

育馆冠名；2005年又与宁波富邦集团

合作，完成了富邦对体育场的冠名，仅

此 两项 无形资产开发，市体育中心每

年就增加收 入 120 万元。

二是创新建设理念，坚持资源整

合，共建共享。按照“布局合理、规划

科学、重点突出、统 筹兼顾”的原则，

市财政加 大了大型公 共文化 设 施的建

设 力度，改 变公 共文化 设施历史欠账

多的状况；统筹规划，实现 大型文体

设施的资源整合、共建共享、一馆多

用，避免和防止了低 水平的重复建设。

如 市本级 与鄞州区共同投资建设宁波

市博物馆，建成后实行一个场馆 两块

牌子的管理体制，有效地实现了资源

整合；已投入使 用的北仑区体艺中心，

既能满足国际性体育比 赛的要求，还

可举办展会、文艺演出，开展群众性

体育健身活 动，地下室则被 开发成商

场，真正 实现了一馆多用。位于鄞州中

心区的高教园区图书馆既 为辖区内各

个 高校的大学生服务，同时又作为宁

波市第二图书馆，为全体宁波市民服

务等等。“十一五”期间宁波市重点文

化设施——东部新城区文化广场项目，

可作为综合性 文化设施同时满足 不同

年龄段、文化 层次、消费层次职业人

群的文化 需求，作为一个总投资约 20

亿 元的大项目，公 司的资本金由市本

级 和江东区、鄞州区三 方按 一定比例

共同出资，建成后实行管办分离、市

场化 运作。

三是创新运营管理机制，鼓励社

会资金参与管理运作。对既有公益性

质，又可市场化操作的公 共文化 设施

项目，市政府管理部门在基建项目竣

工 后，以 公 开招标等形式，委托社会

主体管理和运作。如 对宁波音乐厅委

托宁波报业集团管理，财政不安排运

行管理经费。对投资 1 亿 元的市游泳

健身中心，市体育局借鉴国内外公 共

体育场馆经营管理经验，按照“国有民

营化、运作市场化、管理企业化、用

工 社会化”的思路，实行所有权与经

营权相分离，以 公 开招标的方式，将

市游泳健身中心委托给一家外资公 司

经营管理。为发挥公共体育场馆作用，

经营方还承诺每年向市体育局免费提

供 15天场馆作政府比赛或群众公益性

活动使用，每年组织 3—4次大型体育

赛事或体育表演活动，确保 游泳项目

全年对外开放 330 天以 上（每天 10 小

时以 上），健身项目全年开放等，同时

对学生、老年人、残疾人等实行优惠，

这些都大 大保证了体育设 施的公 益

性，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四 是创新补助机制，充分发挥财

政资金导向作用。为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市财政对新成立的公共文化

设 施 项目，从行业特点出发，积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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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有关单位探索建立新的管理运行机

制。目前宁波 大剧院已建立了企业化

运行机制，财政 不安排人员经费和公

用经费，仅 对其大剧场公益性 演出进

行 补助，核 定每场 6 万元，财政 补助

资金在按 季考核后进行补助。对于宁

波美术馆等准公 益性 文化设施，其市

场化操作程 度低，但 在运行模式上，

仍需建立激励 约束机制，发挥其积极

性，市财政则在经过对其两年来运行

情况的综合分析后，制定了美术馆展

览经费考核补助办法，部分展览经费

与其展览场次挂钩，财政补助经费在

考核后以 补贴形式予以安排。对已建

成的公 共文化设施，主要是通过政 策

引导，提 高公 共资源的使 用效益。如

对市文 广局下属的宁波剧院，建立高

雅艺术演出补贴 专项资金，对属于高

雅艺术演出部分进行补贴。全市还计

划从 2009年起，将市本级管理的学校

体 操场等体育设 施免费向公 众开放，

财政 配 以 建立专项资金予以 适 当补

助。通过一系列激 励 考核机制，激 发

公 共文化设 施 项目的内在活 力，建立

投入少、效果好的运行机制。

五 是引入竞争机制，建立公 共文

化 设施共性项目政府采购制度。为防

止建设一个项目就设一个机构，使 财

政背一个包袱的恶性 循 环， 2005 年

以 来，市财政积极协同有关主管部门

对新建成的文化 公 共设 施 共性项目，

在物业管理等方面尝试实行政府采购

制度，以 政府采购为平台，引入竞争机

制，鼓励 各类物业管理机构参与公 开

竞标。2005年 6月，宁波 美术馆 物业

首次进行公 开招投 标，宁波美术馆提

出物业管理需求后，财政 业务处核 定

最高竞标价，通过专家评标，最后从4

家竞标单位中选定，保 洁、绿化、保安

等管理人员均由物业公 司提供。通过

政府采购，宁波美术馆物业管理不仅

省力省心，还节减了部分物业支出。

六 是创新用人理念，从 严控制新

建单位 人员编制。在市编办征 求意见

时，财政部门积极做 好参谋，从严控

制新成立文化设施单位的人员编制：

凡 其主管部门内部可调剂的，从 内部

调剂解决；凡新增人员编制一律从严，

除 考虑配备 必 要的工 程技术人员和

关键岗位管理人员编制外，支持相关

单位 配备计划外聘用人员若干名，经

费允许在财政核 定的物业管理费中列

支。如 新成立的宁波市老年体育活动

中心，其编制人员均从体育系统内部

调剂解决，财政每年仅安排物业维修

费 50 万元，不再另行安排人员经费和

公 用经费；宁波美术馆人员、宁波 大

剧院等事业单位 人员编制均不超过 20

名。与以 往 文化 设 施 管理人员相比，

这些新成立单位 不仅人员编制得到较

大幅度的精简，节减了财政支出，还大

大提 高了管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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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县河镇：

太阳能灯照亮新农村

湖北省竹溪县县河镇政 府把 沼气、

太阳能等生态能源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

的重要内容，新近投 入财政资金为仁家

沟和大路 沟两村建休闲广场，并示范安

装了新颖 别致的太阳能灯，展现新农村

建设节能环保理念。

（邹蔚烈  汤建军  罗传根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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