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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初，“云南智库”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并举行揭牌仪式。
自成立以来，“云南智库”秉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聚集造就高
层次人才，稳步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全面增强社会服务功能，不断提升社科研究对经济建设、社会发
展、文化繁荣的贡献率，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宗旨，坚持正确方向，。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整合院内外力量，发挥专家优势，为云南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献计献策；
通过“云南蓝皮书”、　“云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文库”、“离退
休专家学术文库”、《云南社科要报》、《云南智库要报》、《云南智库课题》等平台，适时提供了
有效的信息资源和智力成果，发挥了“云南智库”宣讲科学理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科学
知识；深入调查研究，为各级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面向企业，服务社会，满足社会
的资讯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的三大主要职能。
“云南智库”成立至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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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为“云南蓝皮书”系列丛书之一，其内容涉及我省文化大省建设及文化产业
改革、发展的各个领域和诸多层面，既有客观的论述，又有微观的剖析；既有全局的透视，又有具体
的分析；既有面上的思考，又有实例（个案）的点评。
高屋建瓴，点面结合，理论与实际并重。
书中关于我省 2009-2010年文化领域及文化建设工作的回顾和总结，对我省今后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体
制改革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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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思想认识与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新要求不相适应　　党的十七大把文化建
设提高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层面，发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
潮的号召。
在十七大精神鼓舞下，全国文化建设形成了你追我赶、竞相进发的良好态势。
我省的许多地方和领导干部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下大力抓文化建设。
但仍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对文化建设的理解还停留在满足于唱唱跳
跳、搞几台演艺、唱几首歌、拿几个奖上；在文化体制改革上有求稳怕变的思想，不能做到有所为、
有所不为，缺少建设文化强省和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紧迫感。
没有正确理解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的辩证关系，没有充分认识文化建设对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没有真正把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
不少地方和部门工作力度不大，劲头不足，缺乏创新，缺乏活力，缺乏争创一流、敢吃螃蟹、敢为人
先的精神状态。
　　（二）现行文化体制机制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要求不相适应　　我省的文化体制改革在全
国率先迈开步伐，打造了新亮点，创造了新经验，但整体推进的力度不够，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
办不分的现象依然突出。
有的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虽然整合了，但没有触及体制机制；有的虽然改革了，但转企改制不彻底，
换汤不换药，行政色彩依然浓厚，没有真正确立市场的主体地位。
一些文化单位缺乏全省一盘棋的大局观念，维护既得利益，恪守现行框架，不愿意放弃任何权利，“
等着看、拖着改”的现象比较突出。
总的来看，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死水一潭的现象在全省文化领域比较普遍。
　　（三）文化产业发展的规模与增强云南文化软实力、提高影响力的要求不相适应　　由于我省经
济总量小，文化产业增加值在全省cDP中的比重虽高，但和其他省区市比，块头不大，竞争力不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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