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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深圳文化深圳

“午后从莲花北村出发，在浓厚的树荫下悠闲地走过莲花山，再穿过音乐
厅、图书馆，来到中心书城——这个角度的深圳，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迷人的
城市媲美。”

这是一名网友关于深圳文化景观的感性留言，而这样的景观，是市民所熟
悉的深圳十大观念之一的“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所涵养和催生的。

今日深圳，有星罗棋布的文化场所，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这里，市民
享受文化被看作是“市民文化权利”，最受欢迎的读书月也被定义为“实现市民
文化权利的重要载体”。

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提到文化权利的正式文件是 1948年 12月。联合国大
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有权通过国家的努力和国际合作，实现自

己的文化权利。而深圳
首次提出市民文化权
利，始于首届读书月。

在 2000 年 读 书 月
闭幕之后，时任深圳市
文化局长、现任深圳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
生在《深圳特区报》发

表了一篇文章《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对首届深圳读书月的若干思考》。文章
从联合国1976年1月正式生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谈起，提出“创
立深圳读书月的目的就是要从读书这一最为基本的文化行为、文化权利入手，
使更多的市民群众能参与到这一活动中来，享受读书的乐趣，满足求知的渴望，
达到提升自我以适应社会和未来之目的。”

“实现市民文化权利”，体现了深圳在文化治理中的观念创新。“实现市民文
化权利”从读书月出发，逐渐扩大影响，进而成为了深圳实现民生文化福利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成为深圳文化发展的一种战略。

权利，作为法律术语，是指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在深圳，文
化权利的实施得到了法规与条例的充分保障——

在与市民息息相关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深圳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公共
图书馆条例》，正在制定《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充分保护市民阅读
权利；制定《深圳市社区建设工作试行办法》，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出台《高雅艺
术票价补贴办法》，使市民能以低票价享受高雅艺术；发布《深圳市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规定》，要求各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向社会免费开放，基本文
化服务项目实行免费服务。

不仅如此，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深圳经济特区文化产业促进条例》成为国
内率先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在文明建设中，颁布《深圳经济特区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以立法形式对各种文明行为进行鼓励和促进……

观念，是一种力量。200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确定了“文化立市”战略，而实
现市民文化权利是这一战略的应有之义，也是其坚定的出发点，推动深圳驶入
文化发展快车道。

一个城市的文化战略至少包含两方面内涵，对于市民而言，是如何提升幸
福指数和文化品位；对于城市而言，是如何增强文化软实力，做到可持续发展。

在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的进程中，深圳把文化变成了民生，把文化发展变成
了民生工程，以阅读等文化权利的实现带给市民内心的满足和持久的幸福感，

以知识和创意的力量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市民文化权利，不仅实现了
城市公共文化行政理念的变化，也实现了城市文化战略的升级。当市民文化权
利不断得以实现，当文化理想照进现实，我们的城市书声琅琅、琴声叮咚、创意
勃发。

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于平说，“实现市民文化权利”这个观念涉及尊严。
人活着要有尊严，并不是解决温饱就满足了。每个人都有文化需求，实现市民文
化权利包含着一种意向，即给人一种更高的尊严，需要政府通过履行文化责任
来满足公众文化需求，满足市民享有、参与和创造文化的权利。深圳还倡导“阅
读赢得尊重”，是通过保障市民阅读权利，让市民提升素质，去追求和获得尊严，

而有尊严的城市才是让人尊重
的城市。

目睹深圳文化成就，前北
大校长陈佳洱赞叹：“深圳不
仅是一个经济发达、环境美
好、科技创新的城市，更是一
个在文化上有伟大抱负和崇高
追求的城市。”

翁惠娟翁惠娟 周小苑周小苑

首倡实现市民文化权利 文化发展成为民生工程

“让每个市民感受到文化
就在身边”，这是今年 5 月第
十届文博会举办之际，深圳
提出的城市文化十大愿景之
一。其内涵包括——“充分
实现市民文化享受、文化参
与、文化创造和创造成果受
保护的四大权利”。

“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的
理念，经过 15 年的探索，不
仅是深圳的文化战略、文化
观念，也成为经济特区发出
的文化宣言。

深圳作为特区，她所要
贡献给国家的，绝不仅是 GDP，她还要向世
人展现一种新的追求、抱负，以及实现路
径。深圳在“实现市民文化权利”中的探
索，与中国现今的文化路径选择和谐统一。

当今世界，各国纷纷把文化建设提高到
国家综合国力的战略高度。以知识为基础的

经济，对人的素质有了更高的
要求，而公民文化权利实现程
度，和国家或地区文化实力的
强弱有密切关系。文化设施的
建立和使用，文化网络的建立
和运转，文化节庆活动的开展
和影响，文化产业的规模和效
益等，无疑是其重要支撑。显
然，文化不再只是文化领域的
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的方方
面面。

在中国，从文化理念到文
化观念，实现文化权利与中国
现代化的发展密切联系。随着
中国现代化建设向新的阶段迈
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造就
一批适应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合
格的现代公民，日益成为中国
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坚实基础。

现在，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中，“文化权利”写进了中央重要文件，这是具有文化法治思想的
新表达，也意味着文化发展治国方略和公共文化政策的新突破。这一提法的改变还昭示着，在中
国，作为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文化权利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是平等的概念，它们在公民权利
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实现公民的文化权利，已成为社会文明与进步程度的标志之一。

“只有当人的文化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实现，人民群众文化享受的兴趣、文化参与的热情和
文化创造的潜能，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因此，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不仅是提高国民整体素
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王京生
表示。

文化权利，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是和每一个人的生活、尊严、自由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建设以保障市民文化权利为目标，是城市文化发展思路的一个重大转折，
也是深圳又一项意义深远的改革开放的探索。

在现在与未来的中国，用文化为公民提供
精神呼吸，提供精神养分，提供心灵栖息的文
化绿洲，正是文化建设以人为本的深刻诠释。

从“深圳十大观念”到“十大文化愿景”，
“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理念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着。

回首往昔，它代表着深圳十几年来的文化
探索，体现了城市的一种文化自觉；展望未
来，它将继续影响着城市的文化走向，彰显城
市的文化自信文化自强。

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深圳始终在路上。

文化法治
深圳实践

成为国家宣言

文化法治
深圳实践

成为国家宣言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保障公民经
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
写进了公报。

在“文化”之后加上“权利”，而非多年使
用的“权益”，明确用法治化形式保障公民的
文化权利，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突破。

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如
何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深圳，循着“实现市
民文化权利”方向率先探路，已有15年。

秋高气爽，第十五届深圳读书月的718
项活动正在陆续展开。深圳读书月开全国风
气之先，见证了深圳作为一个梦想之城，其理

想在文化领域的延伸。“15岁”的读书月与
“30多岁”的深圳一路同行，为城市在发展关
键期注入了沁人心脾的诗书之气。缺乏文化
底蕴的深圳，正在孜孜以求地迈向目标。

追本溯源，这一切与首届深圳读书月提
出的“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理念有关。

“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是深圳经济特
区在文化路上的“先行先试”。15 年来，
从理论到实践的坚定探索中，这座改革开
放之城在文化发展中的探寻以及所留下的
清晰印记，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
铿锵足音。

观念创新
从一个活动到一大战略
观念创新
从一个活动到一大战略

“实现市民文化权利”，
是深圳十大观念之一。对于
这一观念，《深圳十大观念》
一书的致敬词里有这么几句
话——

当“市民”和“文化”
结合在一起，文化就不再仅
仅是有钱有闲之辈的琴棋书
画、吹拉弹唱，而是每一个
普 通 市 民 的 日 常 生 活 ； 当

“文化”和“权利”结合在一
起，文化就不再是一种恩赐
和施舍，而是所有市民理所
当然享有的权利。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是深圳读书月的总承
办单位，集团总经理尹昌龙对读书月与市民
文化权利的实现有着深切感悟：文化权利包
含市民的多种文化诉求，而读书求知是最基
本的着力点，满足了人们最基本的文化权利
诉求。公共文化服务讲求均等性、公平性
等，而阅读权利是公共文化建设的着力点，
也是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的突破口。在深圳，市民文化权利的实现推
动了文化深圳的建设。

权利与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法律上的概念，后者
则属于政治上的概念。权力，以法律上的权利为基础，以实现法律
权利为目的；权利，作为一种法律上的资格又制约着权力的形式、
程序、内容及过程各方面。

著名文化学者秋风分析，文化权利这一概念，隐含了对政府的
另外一个要求，即政府要提供某种文化教育来训练国民的文化素
质，从而能让他们有大体均等的能力去鉴赏、认知文化，文化权利
这一概念，对政府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

在深圳，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对市民意味着“权利”，对政府意
味着“义务”。“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理念的提出与践行，让深圳公
共文化服务从政府的“权力为大”转化到市民的“权利为重”，权
力为权利服务，充分体现了一种进步。

政府是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的主要推动力量，担当着对文化资源
的调配。如何按照文化权利来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来调整改革政府
自身的文化行政方式，决定着社会的文化权利实现程度。深圳以

“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的先进文化观念指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推出实在的惠民工程、多样的利民举措、丰富的便民活动，使
每个市民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开展文化创
造的权利和文化选择的权利。

如何共享文化成果？2007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实行美术馆、图

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所向公众免费开放，推进了文
化权利均等化。基层文化设施扎实推进，关内“十分钟文化圈”基
本形成，市民在家门口即可享用各种文化设施与文化服务。“两城
一都”建设为文化享受权利提供了便捷条件——“图书馆之城”建
设方面，目前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 640 多个，自助图书馆 200 台，
市民尽享阅读便利；公共图书馆总藏量达2823万册，人均藏量2.25
册。“钢琴之城”建设方面，钢琴正在成为深圳文化艺术的代表性
标志，普及率达每百户家庭 9.1 台。“设计之都”建设方面，深圳
2008年荣获联合国“设计之都”称号，目前全市拥有设计从业人员
30多万名，工业设计市场份额占内地比重超过60%。

如何参与文化活动？文化活动不是让市民被动观看，而是鼓励
市民成为主角，鼓励市民全面参与，形成“我是主角”的公民意
识。如今，全市每年开展的送戏、送电影、送书、展览、讲座等文
化活动近 2000 场，各类广场文化活动 1 万余场次，受益观众超过
600 万人次。25 家博物馆、381 个文化广场、638 家公共图书馆、
200台自助图书馆绽放在城市文化地图上。深圳读书月、市民文化
大讲堂、社科普及周、外来青工文化节、创意十二月等丰富多彩的
公共文化服务花开四季，滋养着人们的心灵家园。

如何开展文化创造？深圳已有2000多个社区群众性文体社团，正
式注册的民间文化社团有200多个，在全国名列前茅。深圳不仅拥有
文学工程、音乐工程、影视工程等产生精品力作的文化创造环境，还
为不同层次人们的文化创造提供舞台。在歌曲方面，不仅拥有《春天

的故事》、《走进新时代》、《走向复兴》等主旋律精品，还是原
创音乐生长的沃土；在影视剧制作方面，深圳创造的电视剧
成为受市场欢迎的精品。“十一五”期间，“深圳制造”的文艺
作品共获得国家级奖项1475项，国际级奖项516项。

如何享受文化创造成果受保护的权利？2013年，深圳
PCT 国际专利申请首次突破 1 万件，达 10049 件，同比增
长 25.24%，占全国的 48.1%，连续 10年高居全国各大中城
市之首。

对文化权利的保障有力还体现在资金投入中，近年
来，除基本建设投资外，市、区两级财政逐年加大对公共
文化服务日常经费的专项投入，年均超过 6亿元。深圳宣
传文化基金运行近20年来，以其“以项目为管理对象、以
资产为管理核心、以绩效为管理手段”的创新模式，保证
了各种公益文化项目的创意和品质。

当“实现”和“市民文化权利”结合在一起，城市文
化发展的思路就变得清晰可见了，有识之士的创意创造就
有了一个空前广阔的施展平台，大街小巷里的各种文化活
动就有了一种崭新的价值。

公共服务
从“权力为大”
到“权利为重”

深圳文化惠民走在全国前列

深圳图书馆是全国最繁忙的图书馆之一深圳图书馆是全国最繁忙的图书馆之一。。

深圳市民在 24 小时自助图书
馆借阅图书。

深圳市民在深圳市民在 2424 小时自助图书小时自助图书
馆借阅图书馆借阅图书。。

由深圳劳工组成的民工街舞团走上央视春晚舞台由深圳劳工组成的民工街舞团走上央视春晚舞台。。

深圳深圳““十分钟文化圈十分钟文化圈””让市民更多地享受文化发展成果让市民更多地享受文化发展成果。。

世界读书日深圳武警官兵与小学生分
享读书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