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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一科学命题的完整提出和阐说，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央一系列重大
战略部署中最为感奋人心也最具深远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关键性决策。
　　党的十六大报告将“文化更加繁荣”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六个基本目标之一，进一步奠定了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在事关我国前途命运以及国计民生中的突出地位。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指出：“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
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这一重要论述真理性地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核心价值，从根本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奠基。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属性和基
本诉求，进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
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更加充分、更加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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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徐文，1963年生，博士、教授。
曾任徐州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系副主任，徐州市贸易局副局长。
徐州市云龙区区长，沛县县长、县委书记。
现任中共徐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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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上所述，文化生产力诸要素在文化生产力发展中起着各自的重要作用，缺一不可。
没有文化生产主体，文化生产资料和文化生产对象就会闲置下来；没有文化生产资料，文化生产者就
无法将自身的作用力传导到文化生产对象上；没有文化生产对象同样不能进行文化生产，不能形成新
的文化产品。
只有三个因素同时并存、紧密结合，文化生产力系统才能正常运转。
但是文化生产力诸要素具有关联性，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只有诸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结合
、相互作用，在互构互动性中才能推动文化生产力的实践运转。
文化生产力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具有一般实践活动的特征，即由实践主体借助一定中介性要素通过劳动
，将一定的材料加工改造为新的存在物。
社会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要素的简单机械的相加，而是这
些要素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
生产力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和结构方式把各生产要素组合起来，才能有效运转，
从而创造财富，取得相应的经济效应。
马克思说过：“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
分离的情况下只是可能性的生产因素。
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
”①物质生产力是如此，文化生产力作为一种生产力无例外可言，文化生产力诸要素只有结合起来才
能进行生产。
　　文化生产力诸要素的互构互动是指诸要素发展的关联性，即一种要素的发展能推动另一种要素的
发展，一种要素的提高依赖于另一种要素的提高；诸要素在相互促进中结合，共同推动文化生产力的
运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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