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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中
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空间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组 王艳芳 张晓明

!!!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调研与思考

文
化体制改革如何保证和

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空间

的问题"是当前的一个焦点# 现以

中 央 新 闻 纪 录 电 影 制 片 厂 为 例 略

作说明#

$红色影像数据库%
的尴尬与出路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是我

国 唯 一 生 产 新 闻 纪 录 电 影 的 专 业

厂"其前身是 1938 年建立的延安电

影团# 1953 年 7 月 7 日"中央新影

在北京正式成立" 成为一家专业性

国有企业" 同时承担着事业单位功

能"在文化&人才&技术方面拥有独

特优势# 厂里至今保存着党和国家

重要的历史资料"包括 5000 余部纪

录片&28000 多本历史影片资料"它

们真实地记录了新中国诞生和发展

的历史进程# 这些宝贵资料使新影

厂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 $红色影像

数据库%#

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加上优秀

的人力资源" 本是生产优秀文化产

品的最佳基地#但近些年来"随着即

时性更强的电视媒体兴起"$新闻简

报%逐渐引退"新影厂的效益下滑"

这个$红色影像数据库%逐渐处于尴

尬的境地#

1993 年 10 月"经广电部批准"

新影厂划归中央电视台领导# 此举

意在适应$制播分离%的改革"继续

保持发挥影视协同的效应# 新影可

以得到财政专款& 制作费和租金等

收入"维持生存#

但是" 以上措施仅仅能保证新

影厂这个$红色影像数据库%的简单

再生产"不能保证长远发展#如果新

影厂不能进一步改革" 不仅其现有

资源和潜力得不到进一步开发"而

且"在文化体制改革深入进行"广电

事业出现跨越式发展的情况下"原

有人才还在流失# 2004 年"中央电

视台做出决定"以新影厂为载体"开

播新的历史文化频道" 并将新影厂

作为与国际知名品牌$发现频道%的

合作平台" 新影厂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新的发展生机#

公共文化服务的战略定位

新影厂的尴尬以及最近在改革

中显示的新出路表明" 应该从战略

性的高度重新认识现代传媒业中公

共文化服务的定位问题#

目前" 新影厂的基本思路已经

明确"即加强开发$ 红色影像资源%"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历史文化

资源和优秀人力资源" 以独特优势

打 造 专 门 的 历 史 文 化 内 容 播 出 平

台" 最后形成以制作和传播公共文

化 服 务 内 容 为 特 点 的 现 代 传 媒 集

团# 这一思路切合了现代传媒业发

展的大趋势" 对于形成我国公共文

化服务新格局具有战略意义’

首先" 从现代传媒业的一般发

展格局看" 新影所拥有的内容属于

$ 公共文化服务%" 它应有自己的充

分地位#

国外的广电传媒通常分为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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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收费频道!国营频道和公共频

道" 公营频道# $ 商业频道和收费频

道都是以营利为目的% 国营频道依

赖财政支持% 公共频道也不以营利

为目的% 而是向公众提供文化服务

" 以教育&文化类节目为主# %其多元

化的财政来源不限于政府%因此%其

身份是社会化的$

在这个格局中% 我们目前最需

要关注的是’ 公共频道($ 因为%一

个社会必须有公共领域%公共文化

的 生 产 和 传 播 也 需 要 有 更 广 阔 的

公共空间$文化服务的公共频道应

运而生$公共频道的本质在于用优

质文化引导大众精神消费%培养长

期需求%关注边缘文化和主流文化

的张力%关注弱势%扶持原创%提升

本土文化的活力和影响力%以期提

高公民素质& 增强公民文化认同$

有专家预测%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

飞速更新% 媒体竞争愈加激烈%所

有传媒都逐渐汇流%会形成一个巨

大 的 媒 体 网 络 空 间% 造 成 知 识 过

载$ 在杂乱的信息海洋中%公共文

化 内 容 会 成 为 组 织& 过 滤 信 息 内

容% 建立知识导向的重要线索%而

公共频道作为这个线索提供者%可

以 协 助 公 众 进 入 他 们 所 希 望 了 解

的知识领域$ 因此%我们的社会不

仅需要公共文化服务%而且需要强

化公共文化服务%它的位置是不可

替代的$

其次%从我国传媒业的现状看%

公共文化服务’ 缺位(严重%新影厂

正好起到弥补缺位的作用$

在计划经济时期% 我国的传媒

机构是由国家建立%执行宣传功能%

并在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直接管理

下运营$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开放商

业广告% 直到目前基本上依靠广告

收入%实现了’ 自收自支($ 因此%历

史形成了我国广电传媒’ 国营 + 商

业(的双重性质$同时承担两种功能

的弊端在于% 常常只考虑意识形态

需要和商业需要% 而忽视公共文化

的需求$或者说%意识形态和商业利

润是’ 刚性要求(%而公共文化服务

则是’ 弹性要求($ 结果便是公共文

化服务事实上的缺位$

当然% 我国现有的电视频道不

是完全没有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近

年来中央电视台有些频道的内容正

在 越 来 越 显 示 出 高 文 化 品 位 的 特

点$ 但是%此类节 目 在’ 国 营 + 商

业(的体制环境中呈游离状态%没有

明确定位和可靠的发展空间% 而且

还常受被淘汰的威胁$

在这样的形势下%像新影厂这

样 制 作 历 史 文 化 类 节 目 的 文 化 企

业就显得特别宝贵了$公共文化服

务的缺位正好是新影发展的机遇$

因为相对于公众文化需求而言%我

国文化内容生产的缺口巨大%而公

共文化则是其中最大的缺口%新影

厂是可能弥补这个缺口%提供公共

文 化 产 品 的 典 型 机 构 % 而 适 时 开

设 公 共 频 道 就 是 启 动 这 一 类 内 容

生 产 的 关 键 所 在 $ 从 国 家 政 策 的

层 面 说% 依 靠 具 有 高 文 化 内 容 产

品 生 产 能 力 的 机 构 % 设 立 专 门 的

公 共 文 化 播 出 平 台 % 是 我 国 文 化

内 容 生 产 迅 速 走 向 完 整 和 饱 满 的

最好出口$

打造广电业公共服务的平台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 我们

肩负着传承与发展的重任$ 无论从

国内外的发展要求% 还是从文化体

制改革的要求来看% 我国都亟须有

一个新型的国家级的公共性的历史

文化频道% 对内承担重大的导向功

能% 对外传播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文化$ 新影厂最近的新举措已经显

示出公共文化频道的雏形% 对此应

予充分肯定和支持$ 为此% 我们建

议)

针 对 我 国 广 电 领 域 公 共 服 务

缺位的问题%可考虑开辟正式的公

共频道提高到战略性高度$为可行

起见%可以考虑在盘活新影厂现有

资源和加大投入的同时%进一步整

合文化资源%将目前中央电视台内

分 散 在 各 个 频 道 的 公 共 文 化 类 节

目整合在一起%并将中央电视台内

分 散 用 于 制 作 不 同 历 史 文 化 节 目

的财政拨款集中起来%交给新影厂

或类似的机构做集中开发%形成制

作 高 品 位 历 史 文 化 特 色 节 目 的 基

础%并开设为专门化的历史文化内

容播出频道$

这个历史文化公共频道要实现

体制和机制上的创新% 给公共服务

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 可以借鉴国

外公共电视成功的经验% 在内容上

有多元化的内容提供者 " 自主制作

和对外采购并举# * 在监管上落实

’ 一臂间隔(原则%设立包括文化专

家! 公众代表等组成的理事会进行

监管% 保证公共频道的公益性和相

对独立性% 保证节目具备公共文化

服务的方向和质量+

待时机成熟时% 进一步开辟多

元化的资金融通渠道% 以支持对于

公共文化内容产品的大规模制作+

公共频道设立之初% 需要对现有资

源进行整合与改造% 须有财政的充

分支持% 才能维持对历史文化资源

的开发+条件适合时%就可以逐渐引

进社会资金% 方式可以是设立基金

会!吸收社会捐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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