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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

赖作莲

摘   要 ：对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效能的客观评价，有助于改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方式，

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良性发展。本文从满足公众基本文化需求的视角，采用层次分析法，并从公共文化

投入、公共文化设施完备程度、公共文化设施的使用程度及公众的参与程度三个维度，对西部农村公共

文化服务效能进行评估。评估结果表明 ：西部十省（市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明显低于上海、北

京，但就总体而言，并不明显低于东、中部地区 ；设施利用及公众参与程度指数总体低于效能指数，但

西部地区更为明显 ；西部各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平衡 ；提升西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仍将是一

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要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由设施建设为主向效能建设为主转变，依据农村人口特征

及需求偏好，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结构，为农民量身订做公共文化服务。

关键词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层次分析法  评价  西部农村

一、引言

为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必须对其进行客观评价，通

过准确客观评价，可以把握公共

文化服务发展状况，及时发现问

题，调整政策，促进其健康稳步

发展。对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

给效能的客观评价，有助于改进

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方式，

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良性发展。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

革规划纲要》要求，完善公共文

化考核评价，探索建立第三方评

价机制。自加强对公共文化服务

绩效、效能考评的要求提出后，

学界业界加大了对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的定量评估研究和实践的力

度。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

对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进行了

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

对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做出了合理

的评价和解释，也为继续对公共

文化服务进行持续跟 踪评价奠

定了基础和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和借鉴。本文试图采用层次分析

法，从满足公众基本文化需求的

角度，对西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进行评估，为提升西部农村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供一定的

基础支撑。

二、指标体系与评价

（一）指标体系构建的依据

因为满足公众基本文化需求

是公共文化服务最基本最主要的

功能，公共文化服务最根本的体

现就是要以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主要从

满足公众基本文化需求上构建评

估指标体系。虽然公共文化服务

的效能还体现在引领社会生活风

尚、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构建共

有精神家园等方面，但缺乏明确

的量化指标和相应的数据，故未

予采纳。

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性、公平

性、基本性的特征和内在要求，

决定了对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

评价，需要从公共文化服务的投

入、完备程度、公众对公共文化

服务的使用与参与等进行全面的

评价。对公共文化服务的使用与

参与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公众的需

求，因此赋予“公众对公共文化

服务的使用与参与”这一指标较

高的权重。

（二）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上述分析，借鉴已有的

研 究 成 果（ 孙 邈，2014、2015 ；

苏 祥、 周长 城，2016）， 本 文 选

取公共文化投入、公共文化设施

完备程度、公共文化设施的使用

程度及公众的参与程度为一级指

标，具体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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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及

获取主要依托图书馆、文化馆、

文化站、文化活动室为主体的公

共文化设施，本文的目的又在于

表 1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指数指标体系

公共文化

投入

公共文化

设施完备

程度

公共文化

设施的

使用程度

及公众的

参与程度

事业费

县市级公共图书馆

人均文化事业费

人均财政补贴收入

人均财政补贴收入

人均财政补贴收入

每万人专业技术人才数

每万人从业人员数

每万人机构数

每万人总藏量

每万人计算机数量

每万人专业技术人才数

每万人从业人员数

每万人机构数

每万人藏书量

每万人计算机数量

每万人专业技术人才数

每万人从业人员数

每万人机构数

每万人村文化活动室数量

每万人社区文化活动室数量

每万人藏书量

每万人计算机数量

每万人组织讲座次数及参加人数

每万人总流通人数

每万人有效借书证数

每万人流动服务书刊借阅人次

每万人举办展览数及参加人数

每万人举办培训班数及培训人数

每万人提供文化服务次数及惠及人次

每万人组织文艺活动次数及参加人次

每万人举办训练班次数及培训人次

每万人举办展览次数及参观人次

每万人举办展览数及参观人次

每万人举办培训班班次及培训人次

每万人利用流动舞台车演出场次及观众人次

每万人组织文化活动次数及参加人次

每万人组织公益性讲座次数及参加人次

每万人提供文化服务次数及惠及人次

县市级公共图书馆

县市级公共文化馆

乡镇文化站

县市级公共图书馆

县市级文化馆

乡镇文化站

县市级文化馆

乡镇文化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权重 % 权重 %
49.31

13.76

13.76

23.16

11.6

19.16

69.24

27.62

45.97

权重 %
100

100

100

100

30.43

18.61

19.52

16.12

15.36

30.43

18.61

19.52

16.12

15.36

20.19

17.88

10.81

10.18

10.1

15.29

15.56

21.79

26.43

10.63

10.3

11.29

19.56

21.23

20.53

10.31

10.1

11.67

26.17

33.31

24.26

25.28

17.15

26.41

27.62

26.41

45.97

数据来源 ：《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2017年）。

考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

因而，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选

取县市级公共图书馆、县市级文

化馆、乡镇文化站的相关指标作

为二级指标，具体指标见表 1。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广大农

村地区，广播在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中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

广播“村村通”的推进，各地广

播覆盖率差别很小。另外，随着

农村手机的不断普及和 WIFI 信

号的覆 盖，广播的作用不断弱

化。因此，本文未选取广播进行

考察。

（三）评价方法和过程

本研究的任务和主题是西部

农村公共文化效能。但是不能就

西部论西部，必须把西部放在全

国，看西部在全国的相对水平，

才能更好地看待西部农村公共文

化服务所取得成绩和差距。因

此，将全国各省（市）一并按同

一指标体系进行评估。

1. 计算指标值 ：为了使各地

区具有可比性，以农村人口数为

基数，计算人均占有水平。

2. 计 算指 标 的 实 现 指 数 ：

各指标以各省份的最大值为参考

值，计算各省（区）相对于最大

值的比值，即实现指数（相对比

值）= 某省观测原值 / 所有省观测

值最大值。因此，如果某地区实

现指数为 100%，则意味着该地

区各项指标均为全国最大。

3. 确定指标权重 ：采用专家

打分法对相应指标进行打分，通

过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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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实现指数（%）

数据来源 ：《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2017年）。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67.709

42.798

18.939

26.324

31.488

29.959

20.528

22.743

89.981

28.684

51.236

19.019

23.322

19.794

21.899

16.641

19.369

19.828

28.166

20.001

20.436

35.021

24.618

18.786

22.685

36.685

28.618

21.769

31.548

40.072

33.977

72.677

50.889

13.912

23.294

46.296

21.969

30.454

20.144

92.121

29.401

43.658

12.486

23.868

14.135

15.762

13.281

17.421

14.672

27.696

17.832

37.637

30.092

25.854

17.942

22.436

79.146

30.798

25.527

57.426

41.379

38.224

58.726

42.488

27.688

40.213

45.315

33.379

31.886

29.247

75.681

28.593

40.327

23.891

30.55

28.114

27.521

21.301

24.556

27.033

25.001

23.094

23.014

39.089

32.524

32.354

33.573

71.034

43.974

33.569

43.524

44.983

41.371

68.138

41.731

17.157

22.789

25.422

30.123

15.865

21.256

91.475

28.607

55.435

18.561

21.179

18.226

21.171

15.789

18.166

18.507

29.138

19.427

17.242

34.564

22.183

15.031

19.611

19.261

24.052

17.861

24.299

38.483

31.2581

省份 服务效能指数 公共文化投入指数 设施完备程度 设施使用程度及
公众参与程度

指标权重和进行一致性检验等层

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的步骤，

确定各层级指标的权重。

三、评价结果

西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评价结果如表 2 所示。

（一）西部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效能不明显低于东、中部地区

由于上海、北京农村人口数

量相对较少，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所需惠及的面 更小，因而 更容

易提升其服务效能水平，况且上

海、北京经济、文化发达，更具

提升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的条

件和经济实力。评价结果显示，

上海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指

数为 89.98%，位居第 1，北京为

67.7%，位居第 2。农村公共文化

服务投入、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完

备程度和设施利用及公众参与程

度上海和北京也分居第 1 和第 2。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县市级

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的服务对象

包括城镇人口，因而以农村人口

数量为基数测算的人均拥有的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可能会因为农

村人口比重低，而抬高县市级公

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的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但是乡镇文化站，其服

务对象主要是农村人口，上海、

北京在乡镇文化站的人均投入指

数、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完备程度

和设施使用及公众参与程度也位

居一、二。因此，评估结果可能

会受评估方法的影响，但是不会

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换句话说，

评估方法和过程，可以保证评估

结果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长期以来， 普 遍认为西 部

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落后于

东、 中部地区， 但 是根 据评 估

结果，从总体上看，西部地区的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并不明

显低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十省

（区）效能指数平均为 29.38%，

中 部 地 区平均为 21.27%， 东 部

地区，不包括上海、北京，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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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2.68%。这 应 是近年来加大

西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和建

设的结果，也是国家持续推进公

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结果。西藏

人均公共文化事业经费位居全国

各省（市、区）第 1，青海 也紧

随上海、北京之后，位居全国第

4。西藏、青海公共文化投入指

数也位居前列。在公共文化设施

的完备程度上，西部地区一些省

区也很突出。西藏文化馆的设施

完备程度为全国第 1，其指数为

81.81%，乡镇文化站的设施完备

程度为 67.2%，仅次于上海，居全

国第 2，整体设施完备程度指数

为 71.03%，仅低于上海，居全国

第 2，高于北京。

（二）设施利用及公众参与

程度指数低于效能指数

设施利用及公众参与程度指

数总体低于效能指数，但西部地

区更为明显。除上海、北京和浙

江等为数不多的省（市），设施利

用及公众参与程度指数高于公共

文化服务效能指数外，大多数省

（市、区）设施利用及公众参与程

度指数低于效能指数。也就是，

大多数省（市）都存在设施利用

及公众参与未达到与公共文化服

务投入和设施建设相对应水平的

问题，存在投入效率不高和设施

利用及公众参与率低的问题。而

这一点，西部省区更为突出。

如上所述，西部十省（区）

效 能 指 数 平 均 为 29.38%， 中

部 地 区平均为 21.27%， 东 部 地

区，不包括上海、北京，平均为

32.68%。而设施利用与公众参与

指数，西部平均为 24.66%，中部

平均为 19.13%，东部 ( 不包括上

海、北京 ) 平均为 32.88%。不难

看出，总体效能指数和设施利用

与公众参与指数之间的差距，西

部地区大于中、东部地区。

具 体 西 部 省份 看， 西 藏、

陕西、青海、甘肃、新疆的效能

指 数 分 别 达 36.69%、28.62%、

31.55%、21.77%、33.98%， 而 设

施利用程度及公众参与程度指

数 只 分 别 达 19.26%、24.05%、

24.3%、17.86%、31.26%，均明显低

于效能指数。特别是西藏，投入

指数、设施完备指数达 79.15%、

71.03%，处于全国前列，但设施

利用程度及公众参与程度指数却

排在后列。只有重庆，效能指数

与设施利用程度及公众参与程度

指数基本相当。

（三）西部各省农村公共文

化服务水平不平衡

西部各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水平不平衡既表现在公共文化服

务总体效能指数上的参差不齐，

也表现在投入、设施完备和设施

利用及公众参与程度上的差别，

还体现同一省份在投入、设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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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设施利用及公众参与程度上

的差距。

从公共文化服务总体效能

指数看，宁夏、西藏、重庆分别

40.07%、36.69%、35.02%， 位 居

西部地区的前三，而贵州、甘肃

分别为 18.79%、21.77%，居于后

位。而公共文化投入指数，位居

前三的是西藏、青海、宁夏，分

别 达 79.15%、57.43%、41.38%，

贵 州、 云 南 分 别 为 17.94%、

22.44%， 居 于 后 位 一、 二 ；设

施完备程度指数，西藏、宁夏、

陕 西 分 别 为 71.03%、44.98%、

43.97%， 分 别 为 前 一、 二、 三

位 ；而设 施利用及公众参与程

度指数，居于前三位的是宁夏、

重 庆、 新 疆， 分 别 为 38.48%、

34.56%、31.26%。可见，西部十

省（区）之间无论是总体效能指

数，还是公共文化服务投入、设

施完备和设施利用及公众参与程

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

同一省（区）在公共文化服

务的不同方面也不平衡。西部地

区最突出的是西藏，公共文化服

务投入指数、设施完备指数都位

居 全 国 前 列， 分 别 达 79.15%、

71.03%，但设施利用程度及公众

参与程度指数却排在后列，只有

19.26%。

四、提升西部农村公共文

化服务效能的对策

评 估结果 表明，西部农村

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取得了显著进

展，但是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均衡化发展，提升服务效能，仍

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要坚持

提质增效，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转型升级，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的质量和效能，满足人民群

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

积极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由

设施建设为主向效能建设为主转

变。围绕提升设施利用率、社会

参与率、群众满意率，推进设施

标准化、资源共享化、服务网络

化、运行一体化、参与便捷化，

实现由设施建设为主向效能建设

为主的转变。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增加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激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提高公

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率。

充分 考虑 农民自身 特 征，

为农民量身订做公共文化服务。

农民自身特征影响其公共文化消

费，因此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要切实为农民量身订做公

共文化供给。满足农民文化生活

需求是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的根本目的，在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时一定要注意受众自身的特点。

依 据农村人口特 征及需求

偏好，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结

构。公共文化服务应该积极回应

公 众的文化需求。根据不同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等人

口特征所形成的群体文化偏好差

异，有针对性地提供差异性公共

文化服务内容。依据农村人口特

征及其变动趋势，具体规划、设

计和实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公

共文化服务供给，既确保农村人

口能获得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

又确保公共文化服务满足尽可能

多人群的需求，从而提高公共文

化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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