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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供给中有效地发挥财政作用，就必须进行创新财政

投入方式和管理模式。在欧美等国家，文化资助的方式

已经呈现出社会化、多元化的趋势。[11]例如，英国采取

“一臂之距”原则，大力倡导社会组织和艺术机构吸引

企业资金进行资助，政府对这些企业采取一定的税收优

惠政策，并对公共文化机构进行有限的拨款，以此来激

发各个艺术团体的积极性，避免过分依靠政府。

我国应该充分借鉴西方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领域的

发展经验，在民族地区积极主动探索并构建以市场化为

导向的财政资助模式，将上级政府直接拨款转变为项目

投资、政府购买服务、采取财政补贴或减免税收等优惠

政策，鼓励社会上各种文化机构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供

给过程。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

面的无效投入，还可以为民族地区的群众提供更贴合实

际需求、物美价廉的公共文化服务。

（四）拓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渠道

在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供 给 过 程 中 ， 地 方 政 府 作 为 供 给

的主要核心，需要承担起相应的职责，构建起政府、市

场、社会的整体性治理机制。在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加持

下，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方式与供给内容发生了极大的

变化。现阶段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在激活与协调传统

实体性的公共文化资源同时，也不断地融合扩展线上公

共文化资源。地方政府要充分整合线上线下公共文化资

源，不断深入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形式，打破传统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地域性和时空性限制，让文化资源

为全体社会群众所共享，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12]

（五）强化电子政府建设

“整体性治理”理论同样重视信息系统建设问题，

学者们普遍认为整体性治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技术

的发展。[13]如果没有一个高度发展的电子政府，就无法

跨越政府之间的等级差距，也无法用计算机连接起大量

的行政机构和部门，打破信息壁垒，从而为人民提供全

方位的服务。这个观点对于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碎片

化问题来说无疑是极具启发性的。

民族地区要建立整体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一

方面要解决的就是信息的闭塞和碎片化问题，在政府层

面开展电子化改革，整合不同层级政府和不同机构部门

的信息，建立起该地区统一的文化管理信息中心，充分

的发挥信息收集、分析和传递的总体效能。另一方面，

为监督和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供给，政府必须吸纳

一批懂信息、懂技术的工作人员，并且要有与以往截然

不同的能力和才能，只有这样才能为建立良好的公共文

化服务整体性治理机制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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