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公共政策文本分析的一般框架

众所周知袁自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争论开

始袁 关于文化价值有无与正负的讨论就不曾间断袁
不过袁 这种争论多是哲学或者审美趣味层面的袁并
没有涉及到公共政策袁因而袁人们向来采取野趣味无

争辩冶态度袁也不会要求什么所谓的野共识冶遥饶有趣

味的是袁欧洲大陆国家向来都有野政府冶资助艺术的

传统袁但是在现代国家形成之前袁这种资助多来自

皇宫贵族袁艺术资助多以野家事冶的形式呈现袁而非

现代国家需要公共决策的野国事冶袁所以在艺术资助

方面也无须公共决策袁而全凭皇宫贵族的趣味遥 但

是袁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袁文化事务从基于个人趣

味的野家事冶转向基于公共价值的野国事冶袁这就不仅

需要文化价值方面的共识袁更需要文化公共价值的

论证与说明袁而其关键就是野经济学家能否为政府

干预市场提供实证或者规范的合理性论证冶袁 否则

公共财政的资助就不具有合法性[1]遥 有学者将其概

括为哲学与经济理论两个层面院野一方面袁艺术的拥

趸们基于艺术的内在价值要要要如社会的文化发展尧
后代的教育与公民的娱乐要要要论证政府资助的合

法性曰另一方面袁一些有分析头脑的经济学家(但不

是所有)可能争辩说袁自由市场运行良好袁无须过多

的政府干预袁除非某些确实存在的市场失灵导致了

资源的错配袁从而为公共行为提供合法性遥冶[2]其实袁
这里所描述的具有内在价值的文化袁更像经济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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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的野优效品渊merit good冤冶袁于是袁另外一位文化

政策学者马尔卡希渊Mulcahy冤将其论证方式概括为

野优效品理论与文化实用主义两分法冶袁野按照优效

品理论袁就意味着文化能够对总体的社会福利有所

贡献袁即文化有内在的价值曰按照工具论袁就意味着

文化对社会能够产生经济与社会的影响袁如社会凝

聚力尧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复兴遥 冶[3]在上述学者的描

述中袁公共政策中文化价值大都按照二分法描述为

内在与外在价值袁这种分类方法简单尧有效袁也获得

了较为广泛的应用遥 以下我们将根据二分法袁描述

内在与外在价值的具体构成袁以期为公共政策的文

本分析提供理论框架遥
所谓外在价值是指袁文化价值不在本身袁而是

一种实现其他价值的工具遥 从学理层面而言袁文化

外在价值是早期文化政策讨论的核心问题袁其理论

基础就是凯恩斯主义与福利经济学遥而凯恩斯本人

在其唯一的论述文化政策的文章要要要叶政府与艺

术曳中袁他就从福利经济学的视角论述文化的两种

外在价值渊或公共价值冤院其一袁各种永久性纪念碑袁
它们表达了时代精神袁 让人们感受到社会归属感曰
其二袁各种短暂的仪式尧表演和娱乐活动袁它们让普

通民众工作之余获得愉悦遥前者彰显了国家的尊严

与荣耀袁自然属于公共事务袁当属国家所应该承担

的野任务冶曰而后者袁凯恩斯以英国广播公司为例类

比认为袁它对公众娱乐与教育两个方面做出了巨大

贡献袁其公共属性也十分显著[4]遥 质言之袁如果从社

会发展及其需求的角度而言袁无论是社会共同体层

面的荣耀感袁 还是个体层面的娱乐与教育功能袁都
充分证明艺术符合善良目标且具有公共属性袁应该

根据其公共性程度将其纳入政府的野任务冶遥凯恩斯

关于艺术外在价值的论证要要要社会层面的荣耀感尧
归属感与个体层面的教育尧娱乐功能袁几乎成为文

化政策有关公共价值论证的标准论调遥 当然袁其后

有关文化价值外在价值的讨论有所拓展袁如人类学

与政治学对文化作为制度价值的强调袁但是袁这些

均可以纳入广义的社会价值遥不过袁进入 20 世纪后

期袁 有关文化外在价值的讨论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袁
文化价值从社会性功能转向经济性功能袁即文化的

经济价值遥 迈尔斯科渊Meyerscough冤在叶英国艺术的

经济影响曳渊1988冤的报告中指出袁野基于艺术内在价

值与教育价值的论证已经丧失其力度与新鲜感袁而
经济维度则为艺术的公共资助提供更有力尧更新颖

的论证冶[5]遥此后袁英国提出了野创意产业冶的概念袁文
化的经济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袁有关文化经济

价值评估的文件也连续出台袁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

英国文化尧媒体与体育部出台的叶英国创意产业图

录报告曳袁它给出了创意产业经济贡献的具体数据院
英国创意产业所创造的产值为 1 125 亿英镑袁占
GDP5%以上袁就业人口为 130 万袁产业发展增速为

16%袁远远高于国民经济整体增速 6%[6]遥在大卫窑索

斯比渊David Throsby冤看来袁由于文化产业渊创意产

业冤的兴起袁让人们认识到文化的经济价值袁因而袁
文化就有了与其他经济活动对等的位置袁并进入了

公共政策的范围袁或者更形象地说袁野文化产业的议

事日程如同特洛伊木马袁文化可以借此偷偷潜入政

策议题袁以便人们能够听到文化的声音冶[7]渊P7冤遥
当然袁 文化的经济价值让文化有了更多的自

信袁让其登堂入室袁进入公共政策的范围袁其主管官

员也跻身内阁成员袁但是袁这种自信常常演变为自

大袁 以致人们在强调文化的经济等外在价值时袁却
忘却了其自身的内在价值遥 阿加窑克莱默渊Arjo
Klamer冤对于这种现象有着十分生动的批评袁野当艺

术家将自己的身体与医疗设备连接起来袁并将身体

的各种刺激转化为机器动作和各种声音遥如果你想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袁为什么这就是艺术袁或者只是

着迷于技术的魔法及其所展示的效果袁你就接近了

艺术的真谛遥 如果你担心这场演出的成本袁那你就

永远无法接近艺术冶[8]遥 而大卫窑索斯比则将艺术产

品解读为双边市场产品袁野一个是物理的产品市场袁
这决定其经济价值袁一个是思想的市场袁这决定其

文化价值遥 冶[7]渊P21冤在笔者看来袁无论是阿加窑克莱

默所强调的野艺术作为形式冶的艺术价值袁还是大

卫窑索斯比所强调的野艺术作为思想冶的文化价值袁
都是文化内在价值的重要表现袁质言之袁文化产品

是一个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的自足之物袁它不是任

何事物的工具袁它本身的存在就具有价值袁其经典

表述就是野为艺术而艺术冶遥 其中袁类似的分析在文

化与艺术领域有着很多的共识袁只是由于其非物质

性尧不确定性袁经济学的抽象思维方式与定量分析

方法似乎有些束手无策[9]袁于是袁在战术层面忽略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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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否定就成了一种最为简便的选择遥这就是为什么

文化的内在价值在公共决策中被忽略的重要原因袁
因为袁目前公共政策的技术手段无法为文化内在价

值的评估提供恰当的工具遥
概言之袁 文化价值可分为内在与外在价值院内

在价值是一种非工具性尧独立的价值袁它指的是文

化自身作为形式与内容的价值袁这些价值常常表现

为野无用之用冶袁它们没有明显的实用价值袁却对人

类的思想及其表达有着超越时空的价值曰外在价值

是一种工具性尧非独立性价值袁它指的是借由文化

这个中介所实现的经济与社会价值袁往往具有实用

性特征袁不管这种实用性是直接还是间接的遥 尽管

这两种价值有着鲜明的差异袁但是袁就其本质而言袁
它们均为文化价值之野一体二用冶袁缺一不可院缺少

内在价值袁外在价值就成了无本之木袁其价值就很

难实现曰缺少外在价值袁内在价值就成了断线的风

筝袁四处飘零乃至无所依附[10]遥

二尧我国公共政策中的文化价值院
实证研究

渊一冤我国文化政策文本分析框架

如前所述袁文化价值大致可以分为外在与内在

两种袁对此各方已有广泛的共识遥 但是袁作为社会

主义国家袁我国公共政策中文化价值的表述方式迥

然有别袁即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识形态价值遥 关

于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袁马克思尧恩格斯尧列宁等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着丰富的著述袁不过袁最为

系统的总结者当属阿尔都塞遥 路易窑阿尔都塞在其

晚年的研究笔记 叶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曳
中对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机器的表现及功能做了最

为详尽的论述袁野我会把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称作

一定数量的实体袁它们以独特的尧专门化的机构的

形式呈现于临近的观察者面前遥我依据经验给出这

些实体的清单袁 它们显然还必须接受详细的考察尧
检验尧校正和重组遥 尽管考虑到这种要求暗含着的

所有保留意见袁我们暂时还是可以把下列机构看成

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噎噎传媒的意识形态国家

机器(出版尧广播尧电视等等)袁 文化的意识形态国家

机器(文学尧艺术尧体育等等)遥 冶[11]将文化作为意识形

态建设的重要工具袁 这是我党文化建设的重要传

统袁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前就在叶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曳尧叶新民主主义论曳和叶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曳 等一系列文章中有着系统分

析遥而在实践层面袁自建国以来袁我国高度重视文化

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袁坚持野二为冶方向和野双百冶方针袁大力发展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袁充分发挥文化的意

识形态功能袁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社

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遥
综上所述袁我们大致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

文化价值序列表渊参见表 1冤遥

表 1 我国公共政策中的文化价值

资料来源院 作者主要根据 David Throsby. The econ-

omics of cultural polic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2010.7曰Arjo Klamer (ed.). The Value

of Cul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s and arts

[M].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6.22曰渊法冤
路易窑阿尔都塞.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研究笔

记)渊上冤[J].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3):98-110.等文献内容

整理而来遥

如表所示袁我们将文化价值分为内在价值与工

具价值院工具价值袁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价值尧社会价

值尧经济价值袁其中意识形态价值是指文化服务政

权的政治功能袁如宣传功能曰社会价值则指文化服

务社会的功能袁如民族感尧归属感尧幸福感等曰经济

价值则指文化的经济增加值袁即文化 GDP曰内在价

值主要包括艺术价值与精神价值袁其中艺术价值主

要指艺术创新给艺术界带来的效益袁如莫奈的印象

派画作对艺术史的革命性影响曰而精神价值则指艺

术给社会所带来的思想激荡袁如鲁迅的作品始终激

发人们对国民人性的思考遥

价值类别 价值类型

工具价值

意识形态价值

社会价值

经济价值

内在价值
艺术价值

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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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数据与分析

为了准确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政策中

文化价值的语词表述袁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五个五年规划渊以下简称为野五年

规划冶冤经过多次调整袁故不在本文统计之列遥故此袁
我们选取第六个五年至第十三五规划袁规划的时间

跨度为 1981 至 2020 年遥 本文选取这 40 年间的 8
个五年规划袁 摘取其中关于文化部分的所有文本袁
共计 11 225个字遥 我们利用野词阅冶这款分析软件袁
对这 1 万余字进行词频分析袁 共计 150 个语词袁其
中排名前 5 的语词分别是文化渊词频 71袁权重 1冤尧
建设渊词频 51袁权重 0.9554冤尧社会主义渊词频 31袁权
重 0.9181冤尧事业渊词频 30袁权重 0.9042冤尧思想渊词
频 27袁权重 0.8908冤遥 在这所有 150 个语词中袁我们

剔除那些不能反映价值取向的语词袁 将剩余 47 个

语词按照上文确定的分析框架予以整理渊如表 2 所

示冤袁 以下我们就此从工具与内在价值两个层面展

开分析遥

表 2 五年规划文化部分价值语词分类表

渊六五至十三五规划冤渊1981-2020冤

资 料 来 源 院 作 者 主 要 根 据 David Throsby. The

economics of cultural polic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2010.7曰Arjo Klamer (ed.). The Value

of Cul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s and arts

[M].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6.22曰渊法冤
路易窑阿尔都塞.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研究笔

记)渊上冤[J].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3):98-110.等文献内容

整理而来遥

1.外在价值的词频分析

诚如大卫窑索斯比所言袁 文化借道工具价值特

别是经济价值而野潜入冶公共政策的议程袁其结果是

自身的内在价值几乎被遗忘遥这种情形在中国就更

为明显袁就词频统计结果来看袁其中表述工具价值

的语词占比高达 94%袁其中意识形态价值尧社会价

值与经济价值语词分别占到 49%尧37%和 8%袁具
体见图 1遥

图 1 不同主题语词词频

当然袁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袁我国文化政策有着

十分明显的差异性要要要文化政策随着社会主义政

权的建立袁 就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袁
甚至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袁特别是作为工具

的意识形态价值袁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遥 众所周知袁我国文化政策意识形态诉求的

根本就是野二为冶方向袁即野为社会主义服务袁为人民

服务冶袁特别是前者正是意识形态价值的核心表述袁
而这种表述在另外一个纲领文件中有着更为立体

的表达袁这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通过的叶共同纲领曳袁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

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袁即民族的尧科学的尧大众的文

化教育遥 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袁应以提高人民

文化水平袁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袁肃清封建的尧买办的

法西斯思想袁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冶遥
从这个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意识形态功能的

两个层面院其一袁文化以服务新民主主义政治为中

心袁就是要通过文化教育培育新民主主义的意识形

态袁通过文化批判肃清封建尧资产阶级的意识系统袁
从而服务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曰其二袁文化的重

要功能在于教化袁通过向无产阶级人民大众传输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袁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

者袁 这也就是列宁所说的袁野工人本来不可能有社

会民主主义的意识遥 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

价值类别 价值类型 语词与词频

工具价值

意识形态
价值

社会主义渊52冤思想渊40冤精神渊32冤教育渊31冤弘扬渊13冤
正确渊12冤政治渊10冤核心渊11冤宣传渊10冤先进渊9冤价值观渊8冤
特色渊9冤马克思主义渊7冤爱国主义渊6冤腐朽渊4冤信念渊5冤

集体主义渊3冤毛泽东思想渊3冤

社会价值
民族渊20冤群众渊19冤道德渊19冤科学渊18冤人民渊17冤素质渊16冤传
统渊16冤群众性渊10冤社会效益渊10冤健康渊11冤中华文化渊6冤普
及渊5冤公德渊4冤风气渊4冤时代渊5冤现代化渊4冤美德渊4冤民间渊4冤

经济价值 市场渊13冤经济渊8冤经营渊7冤经济效益渊5冤需求渊5冤

内在价值
艺术价值 优秀渊17冤质量渊15冤
精神价值 人文渊5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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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遥 冶[12]按照这个逻辑袁我们可以将有关意识形态价

值表述的语词分为两类袁一类是为数不多的表述文

化教育功能的语词袁其实只有弘扬尧教育与宣传这

3 个词曰更多的则是有关意识形态正确性描述的语

词袁它关乎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袁如社会主义尧马克

思主义尧爱国主义尧腐朽尧信念尧集体主义尧毛泽东思

想等语词遥 由此观之袁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特别强调

文化价值的政治正确性问题袁即社会主义文艺必须

是表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袁弘扬真善美袁鞭挞

假恶丑遥
从语词表现来看袁文化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主

要通过如下几种政策措施院其一袁明确社会主义文

化的核心价值观袁这种价值观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

同的表达袁直至十八大将其概括为野富强尧民主尧文
明尧和谐袁自由尧平等尧公正尧法治袁爱国尧敬业尧诚信尧
友善冶袁也就是说袁文化领域的内容必须符合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袁保证意识形态的正确性曰其二袁通过

行政手段控制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供给袁保证产品的

意识形态正确性袁其方式包括产权进入规制尧内容

审查制度等袁比如我国广电尧出版等领域就通过国

有资本控制来予以保障曰其三袁适应市场化趋势袁通
过财政投入或重大项目实现舆论引导袁如通过设立

重大题材专项资金等方式袁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主旋

律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提供袁扩大其舆论影响遥
文化价值外在价值第二个层面就是社会价值袁

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有很多一致性袁但是其强

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院如果说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

所强调的是国家层面的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特色袁
那么文化的社会价值则强调公民层面的素质与道

德遥 从语词来看袁文化的社会价值主要表现为三个

方面院其一是强调大众的语词袁如民族尧群众尧人民尧
群众性等袁这就意味着文化功能的实现必须通过民

众的普及来实现袁 否则其社会价值就难以实现曰其
二是强调社会主义公民素质的语词袁如科学尧素质尧
传统尧健康尧现代化等袁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化政

策的现实目标就是培养具有科学尧 健康等素质的

野合格建设者冶曰其三是强调道德的语词袁如道德尧中
华文化尧公德尧美德等袁即社会主义文化要在培养与

提升公民道德方面有所贡献袁 其经典的表述就是袁
野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袁以高

尚的精神塑造人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冶遥
经济价值是文化价值非常重要的价值袁它对当

代文化政策的兴起有着不可或缺的功劳遥从语词来

看袁 文化的经济价值的表述主要表现为 3 个方面院
其一袁文化生产与提供的经济环境袁如市场尧经济尧
需求等关键词袁这些词所表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袁文化生产是在市场条件下袁按照供需规

律运行的经济活动袁 需要遵循一定的市场规则袁要
建设完善的文化市场体系曰其二袁是经营这个关键

词袁它所指称的是文化的生产与提供要按照企业化

经营袁其经典表述的就是野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冶袁
这就意味着袁即便文化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袁有时采取的事业制方式袁也应该按照企业化

方式来经营与管理袁其目标是提升管理效率曰其三袁
是经济效益这个关键词袁它常常被表述为野既噎噎
又噎噎冶模式袁但是袁经济价值在这个模式中又往往

被野社会效益冶而压制袁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袁文化

的社会效益始终置于首位袁经济效益不能取代或干

扰社会效益的诉求袁而只能是更好实现社会效益的

一种手段遥其经典的表述就是袁野正确处理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关系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冶遥
2.内在价值的词频分析

关于文化价值袁特别是其内在价值的讨论常常

处于尴尬之境院野一方面袁我们不能按照货币价值去

衡量所有文化价值袁与此同时袁我们也不能将文化

视为特殊之物袁区别于其他财政资助的对象袁并按

照完全不同的标准冶[13]遥 而内在价值袁就是按照野完
全不同的标准冶袁或者野艺术之为艺术冶的内在标准袁
在公共政策中就很难得到重视袁从词频来看袁其占

比仅为 6%袁而涉及其精神内在价值的语词只有区

区 5 次袁 全部出现于十三五规划有关文化开放部

分渊具体参见图 2冤遥
从具体语词来看袁表述内在价值的语词主要包

括两个方面院其一袁是有关艺术价值的语词袁即优秀

渊17 次冤与质量渊15 次冤袁它所强调的是文化产品的

品质问题袁 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 野艺术高

峰冶袁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文化高度与竞争力曰其二

是有关艺术精神价值的语词袁即人文渊5 次冤袁它所

表述的是文化产品对人类思想与时代精神的传承

与激荡作用袁是文化价值的野无用之大用冶袁它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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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民族与时代袁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遥 就语

词总量而言袁野五年规划冶文化部分有关内在价值的

语词几乎可以忽略袁 仅有的 30 余次表述也多是作

为实现工具性目标的手段要要要艺术质量是实现文

化外在价值渊意识形态与社会价值冤的重要手段袁即
以野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冶遥就语词数量变化而言袁野六
五规划冶是对文化大革命文化领域过度政治化的拨

乱反正袁因此对内在价值的强调有所抬头袁其后则

逐步回落袁直至十三五期间由于强调国际人文交流

而有所增加袁这充分表明我国文化政策在处理外在

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关系时没有掌握好 野适度性冶问
题袁常常由于强调意识形态的目标袁而压抑了艺术

的多样性诉求与审美性标准袁导致艺术缺乏应有的

自由空间袁而不能成就野百花齐放冶的繁荣局面遥 这

种局面应当引起决策者的关注袁因为艺术发展的理

想状态诚如习近平总书记 叶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曳所强调的那样袁 野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

中国价值观念尧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尧反映中国人审

美追求袁思想性尧艺术性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

品冶遥

图 2 内在价值语词历年占比

三尧过度工具化院成因及正确理解

综上所述袁我国的文化政策袁特别是五年规划

文本的语词词频表现出这样的特征院意识形态价值

为主流袁经济价值受压制袁而内在价值则被忽略袁文
化价值呈现出明显的工具化倾向遥 当然袁造成这种

现象的原因是多元的袁既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

殊原因袁也有公共政策的共性特征袁这里我们仅从

公共政策的视角分析其原因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遥

其一袁新公共管理有关野物有所值冶的理念催生

的绩效审计袁严重压制了内在价值的存在空间遥 众

所周知袁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新公共管理的崛起袁
文化领域的公共管理也不能幸免地要从私营管理

方法中汲取营养袁特别要按照野物有所值冶的原则袁
制定明确的目标设定和绩效管理遥 对此袁英国著名

戏剧学家巴兹窑柯肖渊Baz Kershaw冤有着十分生动

的表述袁野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袁英国的文化政策

(以英国艺术委员会为代表) 已经被商品化与市场

化的货币主义意识形态重新塑造袁至少在修辞层面

上袁公众原有的权力与威权已被剥夺袁而消费者则

成了主宰噎噎就戏剧话语而言袁票房变得比舞台更

重要袁 而公众要要要民主政体的主体也丧失了统治

权冶[14]遥 如果说在凯恩斯时代袁文化政策是基于共识

基础上的精英治理袁像凯恩斯这样的社会精英执掌

政策管理袁拥有充分的自由袁也无须什么绩效审计曰
到了后凯恩斯时代袁这种权威被剥夺袁管理者与社

会从共识走向不信任袁而审计就成了间接管理的必

要手段[15]袁而诸如消费者数量尧人均财政支出等数

据就成了文化政策的根本目标袁内在价值的诸多诉

求也就没了存在的空间遥
其二袁经济学与文化之间的误解导致内在价值

的解读被搁置袁这无疑影响内在价值在公共政策中

的体现遥 诚如文化经济学家艾伦窑皮考克所言袁野艺
术资助与经济领域其他产业或服务的资助所涉及

的问题并无二致袁即便那些将消费支出按照道德排

序的人对此极其反感噎噎冶[16]袁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

来看袁文化与其他事务一样都应该遵循公共管理的

规范流程袁而不能有例外袁否则就会被排除在公共

政策之外遥 不幸的是袁由于经济学与文化之间长期

存在的误解袁 导致文化很难有效地融入公共政策袁
这种误解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院 从经济学角度来

看袁经济学只能解读那些可以货币化的价值袁而不

能解读文化产品的内在价值曰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袁
文化是无价的袁因而超越任何评估[17]遥 由于这种误

解袁 经济学无法为文化政策提供必要公共决策技

术袁虽然文化界甚至大部分公民都认为文化是无价

的袁但是袁这种不可评估的野无价冶在公共决策中亦

可视为野无价冶袁因而很难与教育尧卫生那些野无价却

被确认了价值冶的公共事务共同进入公共决策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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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程之中袁内在价值被遗忘甚至排除于公共政策

之外就在情理之中了遥
其三袁 管理者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自利性考

虑袁自然会忽略甚至压制内在价值遥我们知道袁文化

意义上的文化价值的经典表达就是 野为艺术而艺

术冶袁它应该是无功利的尧与日常生活有距离的境

界袁或者更通俗地说袁是货币无法衡量之物遥 所以袁
经济学家威廉窑格兰普渊William Grampp冤给自己的

文化经济学著作取了一个颇有趣味的名字要要要叶定
价无价之物院艺术尧艺术家与经济学曳袁可见即便在

经济学家眼中袁文化都是一个无价之物譹訛遥 对于文

化的这种特性袁 哲学家康德有着更为精妙的概括袁
即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冶袁所谓无目的就是没有实际

的功用袁如我们前文所讨论的经济尧社会等外在价

值曰所谓合目的性则指它合乎天地之韵律与人心之

道德袁能够激荡人类的情感与思想袁能够实现超越

时空的野大用冶[18]遥 但是袁文化意义上的野无用之用冶袁
或者超越时空的野大用冶袁对于处于现实时空之中

的个体袁特别是公共管理者而言就是无用袁他们无

须为此向民众特别是选民有所交代袁他们自然会在

公共决策中有意无意地忽略甚至压制内在价值遥
更何况袁文化意义上的这种野大用冶有时还与社会

的价值观尧意识形态等存在多元性与冲突之处袁公
共管理者会唯恐避之袁更谈不上主动作为来资助与

促成此事遥
当然袁 内在价值在实践中的状态并非如此糟

糕袁其重要原因在于袁除了这些公开的政策袁还有很

多隐性的政策袁它多是以共识与惯例形式存在于文

化政策与管理的实践之中袁它是公开政策的有效补

充袁 并以其柔性缓解与弥补政策刚性所致的损害遥
所以袁即便在今天所谓的审计社会袁各种文化团体

确实为此消耗大量的精力来应对审计袁但是袁这并

不妨碍艺术工作者们继续野为艺术而艺术冶袁所以袁
即便文化的内在价值常常被忽略与压制袁那些艺术

与思想价值俱佳的野文化高峰冶却岿然屹立袁成为人

类精神世界的野灯塔冶遥

注院
譹訛 经济学家威廉窑格兰普渊William Grampp冤给自己的文

化经济学著作取了一个颇有趣味的名字要要要叶定价无

价之物院艺术尧艺术家与经济学曳袁虽然这本书的目标

就是野定价无价之物冶袁作为经济学家袁作者深知即便

经济学能够对文化价值说些什么袁但所能够言说的毕

竟有限袁归根结底袁文化都是一个无价之物遥 相关分析

可 参 见 William Grampp. Pricing the Priceless: Art,
Artists, and Economics[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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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Appeals in China爷s Cultural Policies(1981-2020):
a Lexical Analysis of the Five-year Plan Texts

ZHOU Zheng-bing
(Cultural Industry Department,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governments of many countries have introduced cultural policies. Due to the need for
public decision-making, people begin to make in-depth discussion about cultural values, and have basically forme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values. Based on t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conducts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the value appeals and their order in the cultural section of the five-year plan texts (1981-2020),
important texts of China's public cultural policies in the new period. From the statistics, textual evidence of cultural value
appeals can be obtained and analyzed. The findings from the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show that words about external
value account for 94%, while those about internal value only account for 4%. This indicates that public policy in cultural
value shows an obvious tendency of instrumentalization, and its internal value is significantly underestimated and
suppressed. This tendency and its underlying reasons require deep reflection by academics and should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to by public decision-makers. Otherwise, the excessive instrumentalization tendency of public policies in the
cultural field will not only fail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that there are many good works in the cultural field, but not the top
ones, but also get in the way of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ulture.

Key words: cultural policy; cultural value; value appeals; five -year plan; lexical analysis; excessive
instrumen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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