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财经纬

创新投入方式

  促进文化事 业 发展

原新安  黄开均

湖北省襄樊市财政部门在构建公

共财政的过程中，加大了对文化事业

的投入力度，创新了投入方式，为文

化事业的发展打造稳固平台，全市文

化事业开始步入新的发展期，文化设

施更加完善，文艺创作精品不断，文

化活动异彩纷呈， 文化产业生机勃

勃。

一、突出结构调整，进退之中

显活力

2001年，襄樊市对文化事业确立

了大稳定、小调整的投入定位。在保

证文化事业投入总量稳定增长的同

时，对投入结构进行了调整，提高了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1 . 投入总量只增不减。2 0 0 1

年，全市文化事业费支出占经常性财

政支出的比例 不仅达到了 1 % 的要

求，而且其增幅比同期财政支出的增

幅高出2个百分点；市财政从城建维

护费中安排资金6000万元，用于城市

文化广场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市政

府出台政策，按照全市经常性财政支

出的 1% 提取社会事业发展基金，其

中10% 专门用于文化事业；有关部门

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

展的若干政策，通过减免税、先征后

退、 鼓励捐赠等多种方式，全力支持

文化企业的发展。当年全市用于文化

事业的投入达 1.9亿元，其中财政性

资金 1.1 亿元。文化资金的大投入，

为全市先进文化的发展抢得了先机、

攒足了后劲。

2 . “两个面向” 只进不退。面

向基层、 面向群众既是发展先进文化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财政部门支

持文化事业的切入点和着力点。2001

年，襄樊市及时调整文化事业投入重

心， 围 绕 “两个面向”， 实行 “三

个倾斜” ：一是向文化基础设施倾

斜。在农村，以创建文化先进乡镇为

载体，完善农村文化设施，扩大农村

文化阵地。通过财政补助、 乡镇自筹

等方式，投资193万元，兴建平原乡

镇文化站 8个；投资 200多万元，改

造乡镇文化站 47 个。截至目前，全

市先进文化乡镇已达57个，占乡镇总

数的 58.2% 。乡镇文化设施的不断拓

展，不仅丰富了农民文化生活，而且

促进了 良好社会 风气的形成。在城

市，集中修建了诸葛亮广场、南湖广

场、 人民广场等 8 个街心文化广场，

广泛开展群众自编自演、 自娱自乐的

“周末文化广场” 活动，提高市民素

质和文化品位。二是向提升文化服务

功能倾斜。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

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人

民群众对文化服务的品位要求也越来

越高。2001 年，市财政部门安排专

项资金，专门用于现有文化事业单位

的管理信息化、 服务现代化建设，充

分释放文化资源潜力，提升文化服务

档次。市财政拿出30多万元资金，为

市图书馆、群艺馆、博物馆等文化单

位配置微机，助其实行信息化管理、

电算化核算；支持市展览馆、 米公祠

建设声光电立体展示工程，栩栩如生

的展览方式吸引了无数市民前往参

观，成为宣扬改革开放成果、弘扬优

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三是向文化

精品创作倾斜。市、 县财政分别设立

文艺作品创作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和

鼓励 文化精品创作。2001 年， 全市

共创作大戏剧本6个，小戏、 小品20

多个， 其中有 2 件戏曲作品分别获

“第二届中国戏剧文学奖” 银奖和铜

奖。

3. 经营性领域稳步退出。近年

来，襄樊市财政部门对文化单位实行

了分类管理，对一般性演出团体、各

类文化协会等具有一定收入来源的文

化事业单位实行差额管理和定额补助

管理， 对电影发行 、 放映 、 新华书

店、 剧场等实行企业化管理。2001年

又将实行收费服务的文物勘探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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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纳入差额管理的范围。为了

巩固分类管理成果，一些县（市）采取

财政补一点、单位筹一点、个人出一

点的办法，将差额或企业化管理单位

的职工纳入社会保险体系，解决这些

单位职工特别是离退休人员的后顾之

忧。还有一些县（市）对脱钩的文化事

业单位实行三年经费 、一次性拨付，

增强脱钩单位的 “造血” 功能。目

前，大部分与财政脱钩的文化企业已

经开始融入市场，并在激烈的竞争中

逐步站稳脚跟。

二、转变投入方式，创新之中

增效益

在保持对文化事业发展的投入有

较快增长的同时，注重管理方式的不

断创新，确保有限的文化事业资金用

在 “刀 刃” 上。

1 . 变 “给 钱 ” 为 “给 物”。

对涉及文化事业单位的资产购置，一

律推行实物配置制度。如在实施市直

文化单位网络化管理工程时，改变以

往 “审报告 、 拨现钱” 的做法， 在

认真调查审核的基础上，科学确定配

置方案，由财政部门通过政府采购的

方式，一次性将10多台微机直接分配

到有关单位，彻底杜绝了挪用财政资

金的行为。对文化设施建设、 文物景

点开发等大中型建设项目，不仅全部

实行了招投标或政府采购制度，由财

政部门与供货单位进行直接结算，而

且还派驻财务总监，对工程进行全方

位的财务管理与监督，其中2001年就

审核不合理支出 100 多万元。

2 . 变 “大 锅” 为 “分 灶”。

以前襄樊市对文化事业单位的人员经

费 、事业经费虽然实行了分开预算，

但由于没有分开拨付、分开核算，各

类资金集中在一起使用，少数单位仍

吃着 “大锅饭”， 挪用事业款， 影

响了事业发展。为彻底扭转这一局

面，从 2001 年起，对所有文化事业

单位的人员经费、 事业专款实行 “分

灶”，即对人头费和业务费 、 事业专

款分开核算、 分离拨付。

3 . 变 “鼓 励 ” 为 “激励”。

2001年，襄樊市财政部门与文化主管

部门密切配合，改革以奖励为主的单

一鼓励政策，大力推行以 “绩效挂

钩，奖优罚劣”为主要内容的双向激

励机制。即将单位正常经费的一部

分、事业发展专项经费的全部以及文

化事业单位法人交纳的风险金等三块

资金捆在一起，与文艺产品生产、群

众性文化活动组织、送书、 送戏下乡

等工作开展情况挂起钩来，年终按照

目标责任规定的要求进行考评兑现。

市财政每年拿出30万元专款，对完成

送戏下乡演出任务的3个市直剧团进

行专项奖励，多演多奖，少演少奖，

不演不仅不奖，而且还要扣减其正常

经费，冲减单位法人的风险金。这一
激励措施较好调动了各演出团体的积

极性。

三、营造发展环境，服务之中

壮实力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

件下文化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由

之路。襄樊市财政部门通过资金、管

理、服务的有机结合，支持文化单位

面向市场，立足自身优势，做大产业

“蛋 糕 ”， 增强发展能力。
1 . 搭 “大 平台”， 唱 “名 城

戏”。襄樊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2001 年，市财政局抓住举办 “一节

一会” 和创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机

遇，一方面多方筹集资金，对各重点

文化文物景点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和包

装，大幅提升文化旅游的竞争力和吸

引力。在古隆中这个全国著名旅游景

区新建滑道等旅游设施，建设郁金

香、 牡丹苑等新的观赏景点；将宋代

大书法家米芾的米公祠，扩建为集文

化、 旅游、 休闲 、 娱乐为一体的重

要文化旅游景点；对全国最长的仿古

一条街——襄阳北街进行仿古面貌恢

复等26个项目的建设或改造，大大提

高了文化内涵和品位。另一方面，鼓

励文化单位运用市场手段办节会，努

力促成文化、 经济共存双赢。在整个

“诸葛亮文化节” 和 “中西部经贸洽

谈会” 活动中，财政总共只拿了100

万元，用于前期筹备和总结表彰，绝

大部分 “节会”所需资金通过市场运

作的方式筹集解决。如将文化节开幕

式大型文艺演出承包给市歌舞剧团，

在财政没有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市

歌舞剧团通过广告、赞助、门票等市

场运作方式，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演出

任务，而且还从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

效益。

2 . 盘活资产， 扬起 “大帆”。

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实践中，襄樊市注

重适应市场的需求，冲破现有体制局

限，实现跨部门、跨机构的区域文化

资源配置，盘活现有的 文化资产存

量，充实、培育文化产业的后劲和实

力。市骨干演出团体实验豫剧团，近

年来事业发展一直受到场地狭小的困

扰，而与之毗邻的光明电影院因经营

管理不善，职工工资无法保障，已处

于倒闭边缘。200 1 年 4 月，市委、

市政府决定将两个单位合并成立襄樊

市豫剧院。财政部门帮助剧院开展清

产核资，理顺账务，核减债务，发

挥原电影院的地理优势，寻求民营企

业合作，建成大型购物超市、餐饮等

项目，修建光明文化广场，全年仅房

租一项增加纯利50多万元。剧院已步

入以艺术生产为主体，以艺术教育和

文化产业为两翼的良性发展轨道。

3 . 化小核算，众人 “唱戏”。

2001年，市财政部门配合人事、编制

和文化主管部门，对所有文化事业单

位的人员编制进行重新核定，组织分

流人员，发挥艺术表演、文物景点、

书画作品、 文化信息等优势，单独核

算，承包经营，发展产业， 反哺事

业。越来越多的文化单位从中尝到了

甜头：市豫剧院从1999年起连续三年

举办豫剧中专班，不仅每年增加创收

10多万元，还为剧团输送了40多名后

续人才，其中大部分已经成为剧团的

业务 中坚；市艺术研究所组织演出

队，常年在无锡影视基地从事编钟表

演、 影视拍摄等创收活动，每年为这

个仅有5名工作人员的小单位提供3万

多元的收入。目前，该市已初步形成

一个集电影放映、艺术教育、 文化旅

游、 文化经纪人、设计装璜、广告信

息、网上文化等为一体的文化产业发

展格局。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樊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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