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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对 于 铸 就 中 华 文 化 新 辉 煌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义。基 于

经验材料和实践数据的分析与考察，从坚持党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领导，坚 持 人 民 在 文 化 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坚持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等三个

方面，对７０年来我国在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上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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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在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文 化 发 展 实 践 中，我 们 必 须“坚 持 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只有这样，方可以“不断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１］４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就是要按 照 时 代 特 点 和 要 求，对 那 些 至 今 仍 有

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

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

力。”而创新 性 发 展 就 是，“要 按 照 时 代 的 新 进 步

新进展”，进 一 步 丰 富 和 发 展 我 国 文 化 的 内 涵，
“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２］２０３二者联系密切，前

后相继，创 造 性 转 化 是 创 新 性 发 展 的 深 度 铺 垫，

创新性发展是创造性转化的高度升华，共同推动

着我国文 化 不 断 进 步。“坚 持 创 造 性 转 化、创 新

性发展”反映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要求。古人云：“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在 新 时 代 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发展实践中，我 们 要 做 好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创 新

性发展工作，就 需 要 认 真 汲 取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党和人民 在 推 动 中 国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展上的经验教训。

一、坚持党对文化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的领导

　　习 近 平 指 出：“办 好 中 国 的 事 情，关 键 在

党。”［３］２２新 中 国７０年 来 我 国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新性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就，

最首要的一 条 经 验，就 在 于 从 根 本 上 确 立、巩 固

并不断完 善 了 党 对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的领导。坚 持 党 对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展的领导，是实现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

性发展健 康 稳 步 向 前 的 根 本 政 治 保 证。这 一 方

面是由当 代 中 国 的 国 情 和 文 情 决 定 的。我 国 的

基本国情和文情就是，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还不发达。建设

社会主义只能靠中国共产党，因为在近现代中国

土壤中所孕育生成的众多政党中，只有中国共产

党是为社会主义而生的，也是唯一公开声称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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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 事 业 奋 斗 到 底 的 政 党。要 保 持 我 国 文

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进

而建成发达而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只有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这又是由党

的性质和 先 进 性 决 定 的。中 国 共 产 党 是 中 国 工

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

队，代表中国 先 进 生 产 力 的 发 展 要 求，代 表 中 国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因此，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最

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力，不断

提升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水平，使

之符合人民的需要和要求。

７０年来我国 在 坚 持 党 对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新性发展的领导方面有不少经验，但也有一些

教训。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

的全面 胜 利，并 没 有 带 来 文 化 领 域 的“根 本 变

革”，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并未因此而“自然建

立”，这种 状 况 使 得 这 一 时 期 我 国 的 文 化 创 造 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活动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一些文化 产 品 中 不 同 程 度 地 掺 杂 着 旧 有 文 化 的

“遗毒”，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造 成 了 人 们 思 想 的 混 乱。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党一方面决定组建新中国文

化事业领导机构，形成了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

会以及 文 化 部、教 育 部、卫 生 部、新 闻 总 署、出 版

总署等部 门 构 成 的 较 为 完 备 的 文 化 工 作 领 导 中

枢，以有效地组织开展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及其

中各种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活动；另一

方面决定在全国开展一场以清除封建主义、帝国

主义、资本主义文化遗毒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

核心的文化“破旧立新”运动，并由此而确立并巩

固了党的 国 家 文 化 领 导 权 和 马 克 思 主 义 在 意 识

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 从 此 得 以 步 入“正 轨”。但 在 这 场 文 化

“破旧立新”运动中，在对某些文化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 展 问 题 的 处 理 上 存 在 着 主 观 主 义 的 偏

差。比如，在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主

力军———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存 在

简单粗暴、急 于 求 成 的 做 法，伤 害 了 不 少 知 识 分

子的感情，压抑并削弱了他们参与文化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 性 发 展 活 动 的 积 极 性。而 在 建 国 初 期

开展的几场思想批判运动中，又都不同程度地存

在着将文化转化、创新上的问题混同于政治问题

的错误倾 向。这 种 文 化 改 造 上 过 于 求“纯”、求

“正”的做 法 极 大 地 压 制 了 应 有 的 学 术 民 主 和 文

艺创新，强 行 营 造 了 一 元 化 的 文 化 创 造 创 新 格

局，影响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１９５６年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开

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的文化创造

性转化与 创 新 性 发 展 也 由 此 进 入 了 以 发 展 社 会

主义先进 文 化 为 主 题 的 新 阶 段。在 全 面 建 设 社

会主义时期，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呈现出“曲 折 中 前 进”的 阶 段 性 特 征。在 这 一 历

史时期，党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领

导，先后受到了来自“右”和“左”的错误思潮的干

扰，这也是导致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经历曲 折 的 主 要 原 因。在 进 入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义时期之 初，党 立 足 于 我 国 文 化 建 设 实 际，提

出了“百家 争 鸣，百 花 齐 放”的 文 化 建 设 方 针，强

调“艺术上 不 同 的 形 式 和 风 格 可 以 自 由 发 展，科

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４］２２９“双百方针”
的提出，有力地打击了文化建设领域的教条主义

倾向，为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营造了良

好的政治、社 会 和 舆 论 氛 围，给 广 大 文 化 工 作 者

更多的自由创作空间，使其创造创新才能能够得

到较好地发挥，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也因此进入短暂的“百花时代”。在不久，这个

“百花时代”便 在 社 会 上 兴 起 的 一 股“右”倾 错 误

思想的干扰下“夭折”了。当时，有少数资产阶级

右派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言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

会主义道路，甚至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

的文化创造创新成就，这在相当范围内引起了人

们的文化 恐 慌 和 焦 虑。为 了 遏 制“右”倾 错 误 思

想带来的负面影响，党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反右

派斗争，并且重申了在文化创新创造中坚持社会

主义方向和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从而坚定了广大

干部群众的文化自信。然而问题是，在反右派斗

争后期出现了扩大化趋势，“左”倾错误思潮开始

在党内蔓延开来，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际意

识形态斗争形势发展的影响下，开始把阶级斗争

的方式不 恰 当 地 运 用 到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和 创 新

性发展领 域，很 多 作 家、艺 术 家 被 打 成“右 派 分

子”，很多优秀文艺作品也受到批判，大大挫伤了

他们从事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活 动 的

积极性。而 随 着“左”倾 错 误 思 潮 在 文 化 领 域 的

进一步泛滥，我国的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开始偏离“正轨”，在违背文化发展规律和忽视

人民实际文化诉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一状况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时期达到了巅峰，
我国文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事 业 由 此 遭

受严重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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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

的新一届党 中 央 领 导 集 体，坚 持 解 放 思 想、实 事

求是，以巨大 的 政 治 勇 气 和 理 论 勇 气，彻 底 否 定

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与实践，重新确

立起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并作

出了拨乱反正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从而端

正了党的思 想 路 线、政 治 路 线 和 组 织 路 线，为 我

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重入“正轨”，奠

定了必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条件。进入改革开

放历史新时 期 以 来，总 的 来 看，党 一 直 都 非 常 重

视加强和 完 善 对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和 创 新 性 发 展

的领导，但 其 中 亦 出 现 过 一 些“小 波 折”，存 在 一

些教训。比如，在８０年代中后期，党内出现了一

种“片面强调物质文明建设而相对忽视精神文明

建设”的倾 向，这 种 倾 向 造 成 了 党 对 我 国 文 化 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领导的松懈，在传承与弘

扬优秀传 统 文 化 和 革 命 文 化 上 不 力，“没 有 告 诉

人民，包括共 产 党 员 在 内，应 该 保 持 艰 苦 奋 斗 的

传统。”［５］２９０使得许多领导干部及其子弟在西方的

“糖衣炮弹”面 前“俯 首 称 臣”，走 向 腐 败 的 深 渊，
产生了十分不利的社会影响，严重消减了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一度引起国内思

想混乱，甚至造成了社会动荡。邓小平对此做出

了严厉的批 评，他 指 出：“我 们 经 过 冷 静 考 虑，认

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５］２９０

新时期党 对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领导的最突出特点是，按文化转化和创新规律办

事，注重加强思想引领。新时期党对文化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领导，能够较好地处理政治

领导与文化创新之间的关系，改变了过往那种文

化转化和创新从属于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的

状况，而是根据文化转化和创新本身所具有的特

点和规律来加以推动；坚持采用讨论的、民主的、
思想教育 的 办 法 来 解 决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发展进程 中 出 现 的 各 种 问 题，加 强 思 想 引 领，
成为新时 期 党 对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领导的重要经验做法。在新时期，党大力推动马

克思主 义 中 国 化，实 现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的

“第二次飞跃”，即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党在 结 合 时 代 发 展 实 际 不 断 完 善 这 一 理

论体系的同时，坚持用这一理论体系武装广大文

化工作者，从而有效实现了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 展 的 思 想 引 领。新 时 期 党 对 文 化 创 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领导的另一大特点是，坚

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党对文化创造性

转化与创 新 性 发 展 的 政 治 领 导 和 组 织 领 导。完

善文化管理体制，实现文化管理由小文化管理体

制向大文化管理体制转变。国家新闻出版署、国

家电影局统 一 揭 牌，文 化 和 旅 游 部、国 家 广 播 电

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新的大文化管理机

构的挂牌组建，有力地促进了文化内部各行业以

及文化与 相 关 行 业 在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展中的 联 动 和 联 治。完 善 国 有 文 化 资 产 管 理

体制，推动 实 现 管 人 管 事 管 资 产 管 导 向 相 统 一，
从而能够 更 好 地 使 国 有 文 化 企 业 坚 定 正 确 的 政

治立场，发挥其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的示范 引 领 作 用。深 化 文 化 市 场 综 合 执 法 改

革，通 过 组 建 一 支 政 治 坚 定、行 为 规 范、业 务 精

通、作风过硬 的 文 化 市 场 综 合 执 法 队 伍，建 设 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法律法规支撑体系，促进形成权

责明确、监督 有 效、保 障 有 力 的 文 化 市 场 综 合 执

法管理体制，从而为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主体 间 的 竞 争 提 供 了 有 序、干 净 的 市 场 组 织

环境。
总之，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党对文化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领导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加强

党对文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的 政 治 领 导

和组织领导，一是必须增强广大文化工作者的核

心意识、看齐 意 识，自 觉 坚 持 和 维 护 党 中 央 在 文

化创造性 转 化 和 创 新 性 发 展 中 的 权 威 和 统 一 领

导，认真贯彻落实党关于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 展 的 方 针 政 策。二 是 必 须 深 化 文 化 体

制改革，厘清 党 的 政 治 领 导、组 织 领 导 与 文 化 创

造创新发展关系，摒弃用政治的、简单的、粗暴的

方式来解决文化创造创新发展问题，善于发现并

按照不同 历 史 时 期 文 化 创 新 发 展 的 特 点 和 规 律

来加以推 动。加 强 党 对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发展的思想领导，一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在当 代 中 国，要 加 强 用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理论体 系 来 引 领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和 创 新 性 发

展。二是必须坚持既要防“左”又要反“右”，要同

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作斗争，始终用

发展着的马 克 思 主 义 的 立 场、观 点、方 法 解 决 文

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二、坚持人民在文化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坚持 人 民 在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中的主体地位，是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７０年最核心的经验。坚持人民在文化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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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符合历史唯

物主义原则。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才是

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决定力量，恩格斯指出：“与

其说是 个 别 人 物，即 使 是 非 常 杰 出 的 人 物 的 动

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

且在每一 民 族 中 又 是 使 整 个 整 个 阶 级 行 动 起 来

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

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６］３０４

这也就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人民在文化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才有可能实事求

是地回答“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到

底是一种 什 么 样 的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应 该 怎 么 样 推 动 其 发 展？”这 一 根 本 问 题，这

是深入推 进 我 国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的前提和 基 础。坚 持 人 民 在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宗旨的

本质体现，是推进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的根 本 着 力 点。中 国 共 产 党 是 中 国 无 产 阶

级的政党，正 如 马 克 思、恩 格 斯 指 出 的 那 样，“被

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

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

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

治的 那 个 阶 级 （资 产 阶 级）的 奴 役 下 解 放 出

来。”［７］２５７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所推动的社会主义事

业的这一特质，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将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因为她只有解

放了中国全体劳动人民，才有可能最终解放她自

己。推动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作 为 党

所推动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应然要

贯彻这 一 宗 旨，需 要 在 其 中 坚 持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方向。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受到“三座大山”的

压迫，中国人 民 的 基 本 文 化 权 益 得 不 到 保 障，在

文化创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中 的 主 体 性 受 到

严重压制，毛 泽 东 曾 在 其 所 撰 写 的《湖 南 农 民 运

动考察 报 告》中 指 出：“中 国 历 来 只 是 地 主 有 文

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

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

从农 民 身 上 掠 取 的 血 汗。”［８］３９因 此，在 这 样 的 一

个条件下所 产 生 的 文 化，只 能 是 腐 朽 的、没 落 的

半封建半殖民文化，毫无先进性可言。为了增进

人民在我国 文 化 发 展 中 的 主 体 性，发 展 人 民 的、
民主 的、进 步 的 文 化，早 在 延 安 时 期，毛 泽 东 在

１９４２年５月由 中 共 中 央 组 织 召 开 的 文 艺 座 谈 会

上讲话时，就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

的历史命题，他 指 出：“为 什 么 人 的 问 题，是 一 个

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９］８５７如果“这个根本问

题不解决，其 他 许 多 问 题 也 就 不 易 解 决。”［９］８５８毛

泽东在阐释这一历史命题中，将工人、农民、兵士

和小资产阶级，这四种加起来占到９０％人口的人

群称作“人 民 大 众”，强 调 文 艺 要 为 这 四 种 人 服

务。“文艺 为 人 民 大 众 服 务”的 历 史 命 题 一 经 提

出，就在号召和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符合

无产阶级立场的文艺作品去团结教育人民大众，
使他们能够团结一致，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统一

战线，为消灭 日 本 帝 国 主 义，完 成 推 翻 中 国 人 民

头上的三座大山的中心任务服务上，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
新中国 成 立 后，党 秉 承 马 克 思 的“人 民 群 众

是历史的主 体”的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观 点，继 续 坚 持

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方向，重视和强调人民在文化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性发挥，并积

极为之 创 造 条 件。在 这 方 面，积 累 了 不 少 经 验，
取得了不俗业绩，但也存在一些教训。其中经验

主要有两点：一 是 通 过 立 法、修 法 确 立 和 巩 固 人

民在国家 文 化 建 设 中 的“当 家 做 主”地 位。这 是

人民在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中 的 主 体

性得以发挥 的 前 提 和 基 础。１９４９年 颁 布 的 具 有

临时宪法性质的文 件———《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共同纲 领》，明 确 规 定：“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国

家政权属 于 人 民。人 民 行 使 国 家 政 权 的 机 关 为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１９５４年，在

对《中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共 同 纲 领》进 行 修 订

的基础上，我国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

权力属于 人 民。人 民 行 使 权 力 的 机 关 是 全 国 人

民代表大会 和 地 方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二 是 通

过大力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促进文化创造性

转化与创 新 性 发 展 成 果 为 人 民 大 众 所 共 享。这

有利于提 高 人 民 参 与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展的 积 极 性，保 障 人 民 在 其 中 的 合 法 文 化 权

益。据 统 计，１９４９年，全 国 仅 有 公 共 图 书 馆５５
个、文化馆８９６个，乡镇文化站建设基本空白。到

了１９６５年，我国拥有公共图书馆５７７个、文化馆

２　５９８个、乡镇文化站２　１２５个。其中教训则突出

地反映在，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文
化大革命”时期，由 于 受 到 来 自“右”尤 其 是“左”
的错误思潮的严重干扰，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误入“歧途”，偏离了为人民服务的正

确航道。这种“偏离”主要体现在两种趋向上：一

·８１·



是由于受 到 以 攻 击 党 的 领 导 和 社 会 主 义 道 路 为

核心内容的“右”倾错误思潮的影响，呈现出企图

削弱党对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领 导 的

趋向；二是由于受到过激的以文化专制主义为特

征的“左”倾错误思潮的影响，呈现出忽视人民群

众尤其是 知 识 分 子 在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的趋向。其中第一种趋向，
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中较快地得到了有效地遏

制。而第二 种 趋 向 在“文 革”时 期 走 向 巅 峰 并 一

直持续到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召 开 前。第 二 种 趋 向

的危害主要表现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服务的对象范围趋于狭窄，把工农兵以外的人

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排除在外，相当多的

知识分子成了“文化革命”的对象。同时，这一时

期的文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活 动 被 迫 机

械性地配合 政 治 运 动，用 单 一 的、极 端 化 的 意 识

形态来要求文化创造和创新工作，充斥着政治路

线斗争内容的“样 板 戏”和“样 板 作 品”是 当 时 文

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主要成果，也成为

当时中国人的主要精神食粮，全国人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由此也长 时 期 陷 于 一 种“单 调”和“饥 荒”
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全面纠正“文革”
错误的基础上，重新端正了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的为人民服务方向，将全体社会主

义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拥护社会主义

的爱国者 和 拥 护 祖 国 统 一 的 爱 国 者 纳 入 人 民 范

畴，并在实践 方 面 做 出 了 积 极 的、富 有 成 效 的 探

索，这主要体 现 在 两 个 方 面：一 是 通 过 修 法 和 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进一步巩固人民

在国家文 化 建 设 中 的“当 家 做 主”地 位 和 保 障 人

民的合法文化权益。比如，１９８２年１２月，第五届

全国人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五 次 会 议 根 据 改 革 开 放 新

时期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对原有

宪法做出了 重 大 修 订，进 一 步 贯 彻 和 凸 显“人 民

当家做主 的 原 则”，并 对 人 民 在 国 家 文 化 建 设 中

的“当家做主”地位做出明确的规定性表述。“八

二宪法”规 定：“人 民 依 照 法 律 规 定，通 过 各 种 途

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又如，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通

过制定和 完 善 了《著 作 权 法》《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法》《旅游法》《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保 障 法》《公 共 图 书

馆法》等多 部 文 化 高 阶 专 门 法，初 步 建 立 了 保 障

人民文化权益的法规体系。与此同时，大力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健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以及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多 党 合 作 和 政 治 协

商制度，这使 得 在 进 入 改 革 开 放 新 时 期 以 来，公

民有序参 与 文 化 管 理 事 务 的 频 率 和 规 模 逐 步 提

升，人大审议的有关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的法律法规草案都公开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
目前各级 政 府 文 化 管 理 职 能 部 门 都 建 立 起 联 系

群众、听 取 意 见、接 受 监 督、回 应 社 会 关 切 的 机

制，畅通社情民意的反映和表达渠道。二是通过

大力发展 文 化 产 业 和 现 代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以

及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激发文化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的活力，并进一步增进

人民在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成 果 上 的

共享性。比如，在发展文化产业以激发文化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的活力方面，目前我国文

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传播、消费的数字化、网络

化进程 加 快，数 字 内 容、动 漫 游 戏、视 频 直 播、视

听载体、手机出版等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

新兴文化 业 态 成 为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的 新 动 能 和 新

增长点。这些文化新业态的多样而迅猛的发展，
为我国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和 创 新 性 发 展 提 供 更 多

的可能性 和 实 现 形 式。在 发 展 现 代 公 共 文 化 服

务体系进 一 步 增 进 人 民 在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性发展成果上的共享性方面，目前我国已经初

步形成了 以“三 馆 一 站”为 核 心 的 较 为 健 全 的 公

共文化设施网络。从２００４年起，全国各级各类国

有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有条件的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等逐 步 实 行 优 惠 或 者 免 费 开 放。从２００８
年起，全国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纪念馆开始向

社会免费开放，为丰富群众文化活动提供了有力

支撑［１０］。在加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与 开 发 方

面，目前我国已逐步构建起了科学有效的文化遗

产保护体系，为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 发 展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资 源 库 和 榜 样 工 程。
据统计，截止到２０１８年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

达到５３项，位居世界第二；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作 名 录 的 项 目 总 数

达４０个，是目前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

多的国家［１０］。
总之，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坚持人民在文化创

造性转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中 的 主 体 地 位 的 历 史 经

验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坚持人民在文化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一是必须坚持为

人民服务的 方 向，这 也 是 最 根 本 的，在 当 代 就 是

要为全体 社 会 主 义 劳 动 者（工 人、农 民、知 识 分

子）、拥护 社 会 主 义 的 爱 国 者 和 拥 护 祖 国 统 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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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服务。二是必须加强立法，完善法律和社

会主义民主 制 度，确 保 人 民 在 文 化 建 设 中 的“当

家做主”地 位 和 合 法 文 化 权 益，畅 通 他 们 参 与 有

关文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决 策 的 渠 道。
三是必须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

文化产业，加 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与 开 发，注

重运用市 场 和 社 会 的 力 量 来 促 进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成果为人民所共享。

三、坚持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是 党 对 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纲领的凝 练 性 表 达，其 要 义 就 是，把 马 克 思 主

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适

合中国特点的道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

上，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强 国。“适 合 中 国 特 点”
和“社会 主 义”是 其 中 两 大 基 本 内 涵 与 要 求。习

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

中国，这是历 史 的 结 论、人 民 的 选 择。”［１１］为 中 国

特色社会 主 义 服 务 是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我 国 文 化 创

造性转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的 全 部 理 论 和 实 践 的 主

题，是党和人 民 历 经 千 辛 万 苦 实 践，基 于 对 改 革

开放前我 国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教 训 与 巨 大 代 价 而 取

得的经验共识。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党和人民国家建设经

验上的缺失，尤其在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

重大问题上缺乏深刻认识和经验，因此，“学习苏

联”成 为 党 和 人 民 的 历 史 性 选 择。从１９５１年 开

始，照搬与 推 广 以“高 度 集 中，计 划 性 生 产”为 主

要特征的苏联模式，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头七年国

家建设实 践 的 最 突 出 特 征。这 种 照 搬 苏 联 模 式

的做法，在建 国 初 期 发 挥 了 较 大 的 积 极 作 用，这

一时期我 国 工 业 化 的 成 就 远 远 超 过 了 旧 中 国 的

一百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式的缺陷

和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不仅表现在这一模式下

工业化生产的质量和效益日趋低下，农业和轻工

业发展受到轻视而发展落后，而且随着这一模式

在文化领域的复制与应用，使得文化创造活力受

到压制，文 化 创 新 性 发 展 不 足 的 问 题 日 益 突 出。
鉴于这一局面，毛泽东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

明确提出了，摆 脱 苏 联 模 式 的 束 缚，探 索 适 合 中

国国情的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道 路 的 思 想。毛 泽 东 在

《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

苏联方面 暴 露 了 他 们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过 程 中 的 一

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过

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

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１２］７２０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中国共 产 党 人 在 改 革 开 放 前 对 发 展 中 国 特 色

社会主义作出的可贵探索，为当时的我国文化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与出路，
我国的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和 创 新 性 发 展 也 因 此 呈

现出了短暂 的 昌 盛 局 面，然 而 可 惜 的 是，这 些 可

贵的探索只是“昙花一现”，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

践中并未能 得 到 很 好 地 坚 持，特 别 是 在“文 化 大

革命”发 动 后，这 种 有 益 的 探 索 便 彻 底 中 断 了。
正如胡绳 指 出 的 那 样，“‘文 化 大 革 命’是 在 探 求

中国自己 的 社 会 主 义 道 路 的 努 力 走 入 歧 途 的 结

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１３］４１３我国

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由此也走入歧途，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陷入低谷。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我国开启了

建设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新 篇 章。邓 小 平 在 会

上所作的《解 放 思 想，实 事 求 是，团 结 一 致 向 前

看》的主题 报 告，实 际 上 就 是 我 党 关 于 建 设 中 国

特色社会 主 义 的 宣 言 书。从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召

开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走过４０年，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国家整体实力和国际地位

都有了巨大提升。这４０年的发展与成就是由多

方面的 因 素 促 成 的，但 其 中 文 化 的 力 量 不 可 低

估，当代世界 各 国 发 展 经 验 表 明，任 何 一 种 成 功

的发展道路都有与之匹配的文化力量作为支撑。
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这４０年的文化创造

性转化与 创 新 性 发 展 始 终 能 够 坚 持 为 中 国 特 色

社会主义服 务，为 之 提 供 了 必 要 的 文 化 力 量，并

走出了 一 条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文 化 创 新 创 造 之 路。
习近平指 出：“中 国 共 产 党 和 中 国 人 民 扎 根 中 国

大地、吸纳人 类 文 明 优 秀 成 果、独 立 自 主 实 现 国

家发展的战 略 是 正 确 的，必 须 长 期 坚 持、永 不 动

摇。”［３］５我国文化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在 坚

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进程中，积累了诸

多重要的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坚持”：
一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要汲取中外文化的“养分”。
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

化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进程中，需要解决

的核心问 题。解 决 得 好 坏 程 度 直 接 影 响 到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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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为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服务的成 效。在 处 理 传 统 文 化 与 现 代 文 化 之 间

的关系上，必 须 坚 持“古 为 今 用”的 基 本 方 针，即

要立足于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需要，在

剔除传统文化的“不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或给传

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披上“现代衣装”，使之更具

现代性；或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容进一步丰富

和完善其“合理内核”，使之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原

则。坚持“古 为 今 用”的 基 本 方 针，要 求 做 到：要

正确把握 传 统 文 化 中 的 糟 粕 和 精 华 区 分 的 复 杂

性，避免简单 化 处 理；要 遵 循 继 承 与 发 展 相 统 一

的原则，“我 们 要 善 于 把 弘 扬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和 发

展现实文化 有 机 统 一 起 来，紧 密 结 合 起 来，在 继

承中发展，在 发 展 中 继 承。”［１４］４－１２在 处 理 民 族 文

化与外来文 化 之 间 的 关 系 上，必 须 坚 持“洋 为 中

用”的基 本 方 针。“洋 为 中 用”，即 要 立 足 于 本 民

族文化发展的实情与需要，大胆吸纳一切对本民

族文化发展有益的外来文化文明成果。坚持“洋

为中用”的 原 则，要 求 做 到 兼 收 与 甄 别 并 重，“我

们要向 资 本 主 义 发 达 国 家 学 习 先 进 的 科 学、技

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

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
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

们的 思 想 内 容 和 表 现 方 法 进 行 分 析、鉴 别 和

批判。”［５］４４

二是坚 持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体 系。社 会 主

义核心价 值 体 系 是 社 会 主 义 意 识 形 态 的 本 质 体

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坚持和建设

社会主义 核 心 价 值 体 系 对 于 走 好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义道路 具 有 决 定 性 意 义。坚 持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值体系 要 求 积 极 培 育 和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观。党的 十 八 大 以 来，党 通 过 开 展 顶 层 设 计、
理论创新、舆 论 宣 传、制 度 保 障 等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活动，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 观 的 培 育 和 践 行。比 如，在 顶 层 设 计 方

面，２０１３年中共 中 央 办 公 厅 印 发 的《关 于 培 育 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提出了总体指

导意见。在理论创新方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通过国

家社科基 金 导 向 带 动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理

论研究，推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制

度保障方面，印 发《关 于 进 一 步 把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值观融 入 法 治 建 设 的 指 导 意 见》和《关 于 推 进

诚信建设 制 度 化 的 意 见》，为 把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观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各

个方面提供了制度依据，等等。坚持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 系 要 求 大 力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和

中国共产 党 革 命 文 化。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和 中

国共产党 革 命 文 化 是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体 系 建

设的重要“营养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开

展对外汉语教学活动、制播和对外输出影视剧文

化产品、加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与 开 发、发 展

红色旅游等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活动，
有力地推 动 了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和 中 国 共 产 党

革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比如，在开展对外汉语

教学活 动 方 面，截 至２０１８年 底，我 国 已 与 全 球

１５４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合 作 建 立 了５４８所 孔 院 和

１　１９３个孔子课堂，等等。
三是坚 持 为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服 务。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内涵的核心与本质，就是要

发展社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现了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根 本 经 济 特 性。坚 持

以经济建 设 为 中 心 是 党 在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确 立

的关于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基 本 路 线 的 最 核 心 内

容，是发展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之 要，是 党 和 国 家

兴旺发达 和 长 治 久 安 的 根 本 要 求。我 国 所 有 工

作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 展 工 作 亦 不 能 例 外。改 革 开 放 以 来 尤

其是党的 十 四 大 明 确 将 建 立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后，我国

文化创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就 一 直 坚 持 为 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通过开展建构和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建构和完 善 现 代 企 业 制 度 文 化 等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活动，助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不断升级与壮大。比如，在建构和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 法 律 体 系 方 面，通 过 制 定 和 实 施《民

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等一系列法

律，使 得 国 家、集 体、个 人 的 财 产 所 有 权、用 益 物

权等产 权 保 护 有 了 法 律 依 据；通 过 制 定 和 实 施

《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专利

法》《商标法》《著 作 权 法》等 法 律，让 经 济 领 域 的

科技创新 及 其 成 果 转 化 应 用 有 了 较 好 的 法 律 保

障等。在建构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文化方面，通

过在国有 企 业 推 进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和 中 国 梦

宣传教育，推进职业道德建设，推进诚信建设，为

国有企业 建 立 现 代 文 化 企 业 制 度 奠 定 重 要 的 价

值与道德支撑等。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

性发展为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服 务 的 历 史 经 验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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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刻意识到：坚持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一是必须坚持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这也 是 最 为 紧 要。二 是 必 须 坚 持“古 为 今

用、洋为中用”方针，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化、民族文 化 与 外 来 文 化 之 间 的 关 系，大 力 弘

扬中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和 中 国 共 产 党 革 命 文 化。
三是必须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

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服务。
综上所述，以 上 这 些 基 本 经 验 反 映 了，建 国

７０年来党和人民对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

性发 展 的 主 力 军、领 导 力 量、指 导 思 想、发 展 动

力、基本方针等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的积极探

索和科学回答，对我们搞好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借

鉴和指导意义。

［参 考 文 献］

［１］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 利———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九 次 全 国 代 表

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习近平总书 记 系 列 重 要 讲 话 读 本［Ｍ］．北 京：学 习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６

年７月１日）［Ｍ］．北京：人民出版社单行本，２０１６．
［４］毛泽东文集：第７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５］邓小平文选：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６］马 克 思 恩 格 斯 文 集：第 ４ 卷［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９．
［７］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第 １ 卷［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５．
［８］毛泽东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９］毛泽东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０］文化事业繁荣兴盛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成 就 系 列 报 告 之 八［ＥＢ／ＯＬ］．
［２０１９－０７－２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９－０７／

２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１５０７６．ｈｔｍ．
［１１］习近平．关于坚 持 和 发 展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几 个 问

题［Ｊ］．求是，２０１９（７）．
［１２］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３］胡绳．中 国 共 产 党 的 七 十 年［Ｍ］．北 京：中 共 党 史 出 版

社，２００９．
［１４］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 血 脉 中 开 拓 前 进 推 进 各 种 文

明交流交融 互 学 互 鉴———在 纪 念 孔 子 诞 辰２５６５周 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 大 会 开

幕会上 的 讲 话（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４日）［Ｊ］．党 建，２０１４
（１０）．

Ｂａｓ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７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ＡＮ　Ｋｅ－ｑｉｎ１，ＺＨＥＮＧ　Ｚｉ－ｌｉ　２

（１．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２４，Ｃｈｉｎａ；

２．Ｈｕｎ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ｓｐｌｅｎｄｏ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ｉ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ｉ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ｅｐ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７０Ｙｅａｒ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ｓ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责任编辑：秦卫波］

·２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