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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精准供给，首先要探求公共文化服务需求。问卷调查发现，供求错位是当前江苏公共

文化服务供给最突出的问题。江苏必须建立以需定供机制，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精准供给，措施包括：健全参与机

制，落实民主供给；对接需求层次，形成分化供给；对接生产生活，发展实在供给；对接特殊兴趣，开展小众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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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精准供给，就必须对公共

文化服务需求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而获得

针对性强、真实可靠的一手数据。目前，通过文献

检索获得的相关数据存在较多问题：二手数据针对

性较差，常常与实际研究需要脱节；数据统计口径

不一，显得杂乱，且有些数据明显含有“水分”，偏离

了实际情况；能够检索到的数据至少是一年前的数

据，时效性差；现有统计数据大多反映的都是宏观

情况，无法反映中微观层面问题；等等。为了解决

这一系列问题，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以获取江

苏省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一手数据。

一、研究方法

（一）问卷调查的开展

笔者采取问卷调查即定量研究方法开展研究，

样本随机抽取，调查方式为街头访问。本调查需获

取１０００个有效样本，为了能获取所需样本，共发

放１２００份问卷。调查在江苏展开，分别在苏南、

苏中、苏北三个区域各选择两个地级市，苏南地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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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南京和苏州，苏中地区选择南通和扬州，苏北地区

选择徐州和连云港，每个城市发放２００份问卷。考

虑到可行性问题，在市区发放１６０份问卷，在农村发

放４０份问卷。市区主要在居民小区、休闲广场、文

化场馆等场所发放问卷；农村主要在中小学校、菜场

超市、文化场馆等场所发放问卷。调查中注意控制

了调查对象性别、年龄、户籍等方面的比例，并确保

每个城市回收１６７份以上有效问卷。

（二）调查指标的设计

围绕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调查设计问卷，设计的

问题尽量贴近公众文化生活实际，调查的项目有３

个：一是公共文化设施，主要调查公共文化场馆有关

情况，公共文化场馆包括图书馆，博物馆、非遗馆、美

术馆、展览馆、纪念馆等，文化馆（站）、群艺馆，社区

文化活动室，运动场馆（室），职工书屋，农家书屋，其

他；二是公共文化活动，包括读书看报，体育健身，美

术摄影，唱歌跳舞，看电影，看演出，参观博物馆、非

遗馆、美术馆、展览馆、纪念馆等，棋牌活动，知识讲

座，技能培训，庙会、灯会等民俗文化活动，主题文化

活动，其他；三是公众需求表达。针对以上３个调查

项目设计了若干调查指标（表１）。

表１　问卷调查指标

调查项目 调查指标

公共文化设施

（公共文化场馆）

免费开放情况犡１１

设施利用情况犡１２

服务提供情况犡１３

服务知晓情况犡１４

吸引公众因素犡１５

建设存在的问题犡１６

公共文化活动 公众参与偏好犡２１

吸引公众特点犡２２

组织开展问题犡２３

公众需求表达 意见反馈犡３１

调查参与度和参与意愿犡３２

二、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问卷调查结果

１．公共文化设施硬件方面的建设和软件方面

的服务尚未满足公众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居民居住地附近免费开放的公共文化场

馆建设不均衡。在对“您居住地附近有哪些免费开

放的公共文化场馆？”调查中，选择“图书馆”的人最

多，占比３１％；其次是“博物馆、非遗馆、美术馆、展

览馆、纪念馆等”，占比１７．２％；其余选项占比均未

超过１０％。在随机街头访问调查中发现一个问

题：较多公众反映居住地附近的运动场馆（室）非免

费开放，商业经营性质的较多。值得注意的是，有

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没有”（占比１０．３％）、“不清

楚”（占比２０．１％）这样的选项，这说明当前公共文

化服务设施建设覆盖面不够广，同时场馆自身宣传

也不到位，或场馆对一部分公众缺乏吸引力。从调

查指标犡１１的调查结果（图１）可知，居民居住地附

近免费开放的公共文化场馆建设不均衡。

第二，公共文化场馆设施总体利用率偏低。从

调查指标犡１２的调查结果可知，公共文化场馆利用

率偏低，大部分公众的选择集中在“偶尔去”。除了

“图书馆”“博物馆、非遗馆、美术馆、展览馆、纪念馆

等”“运动场馆（室）”三项外，其余选项均有相当一

部分人选择“不知道有此场馆”，选择率均高于

２０％。可见，当前公众对其他类公共文化场馆还比

较陌生，这与场馆自身宣传效果差有一定关系。相

对而言，利用率较高的场馆是“运动场馆（室）”“图

书馆”“社区文化活动室”，选择“经常去”和“有时

去”的占比之和大于１０％。

图１　居民居住地附近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情况调查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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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公共文化场馆提供的服务与公众文化需

求脱节。从调查指标犡１３的调查结果可知，当前公

共文化场馆提供的服务与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存

在比较明显的脱节问题，超过６０％的公众反映公

共文化场馆所提供的服务和开展的活动不能满足

其精神文化需求。此外，有相当一部分公众表示

“不清楚所提供的文化服务和所开展的文化活动项

目”，还有一部分公众表示“居住地附近缺乏免费开

放的公共文化场馆”，两者占比均超过１０％。只有

１４％的公众表示公共文化场馆提供的服务能满足

自身的精神文化需求。

第四，公众对公共文化场馆所提供服务情况知

晓度偏低。从调查指标犡１４的调查结果可知，当前

公共文化场馆的宣传工作做得很不到位，公众对公

共文化场馆比较陌生，对场馆所提供的服务内容、

所开展的活动项目知晓度偏低，选择“不太了解”一

项的人最多，占比超过５０％。

第五，公共文化场馆吸引公众的因素并非硬件

设施。从调查指标犡１５的调查结果可知：“能够满

足特定精神文化需求”是公共文化场馆吸引公众的

最主要的因素，选择率高达９８．２％；而选择“环境

设施好”的最少，占比不到２０％（表２）。可见，公共

文化场馆建设必须遵循需求导向和服务导向原则，

要重视软件建设，而不是一味追求硬件建设。

表２　公共文化场馆吸引公众因素

排名 因素 占比／％

１ 能够满足特定精神文化需求 ９８．２

２ 交通便利 ８３．１

３ 服务项目丰富，举办活动精彩 ５２．３

４ 特色性强 ３２．６

５ 宣传到位 ２７．２

６ 环境设施好 １９．１

第六，吸引力弱是公共文化场馆建设存在的最

大问题。从调查指标犡１６的调查结果可知，公众普

遍认为公共文化场馆建设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吸引

力弱”，选择率高达８１．７％。与上述“公共文化场

馆设施利用情况”这条指标呈现的利用率偏低问题

相悖的是，较少公众选择“设施使用率低”这一项，

占比只有１３．４％（表３）。这两项调查结果看似存

在逻辑矛盾，实则不然。因为若站在使用者的角度

考虑，设施空置率较高，可以减少争抢设施的问题，

公众的使用体验也就会更好。这两项调查结果反

映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公共文化场馆设施既无

人用又不够用———“无人用”主要表现为有些场馆无

人问津或鲜为人知，“不够用”则表现为公共文化活

动场所不够用，比如广场舞团队争抢场地的事件时

有发生。这个显得矛盾的问题深刻反映了当前公共

文化服务在设施供给方面与公众实际需求错位。

表３　公众反映的公共文化场馆建设存在的问题

排名 问题 占比／％

１ 吸引力弱 ８１．７

２ 功能不符合实际需求 ６２．２

３ 区域分布不均衡 ５６．４

４ 宣传不到位导致不知道有此场馆或不

清楚场馆具体服务内容和活动项目

５２．１

５ 开放时间不合理 ３５．３

６ 公共文化资源不足 ３１．３

７ 规划配套建设难以落实 ２８．１

８ 重复建设 ２７．１

９ 工作人员素质低 ２５．５

１０ 设施使用率低 １３．４

２．公共文化活动供给尚存在难以吸引公众参

与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共文化活动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笔者

通过调查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兴趣和参与率，综合

反映公众参与偏好。在１３个公共文化活动选项

中，综合选择率高的前６项活动依次是“体育健身”

（７２．８％）、“唱歌跳舞”（３８．２％）、“棋牌活动”

（１７．１％）、“看 电 影”（１５．２％）、“美 术 摄 影”

（１４．９％）、“看演出”（１０．９％）；最不受欢迎的公共

文化活动是“参观博物馆、非遗馆、美术馆、展览馆、

纪念馆等”（２．６％）。从调查指标犡２１的调查结果

可知，公众比较偏向参与娱乐性强的公共文化活

动，但是这类文化活动的供给并不充分。问卷调查

结果还显示，有些公共文化活动符合公众兴趣，但

公众参与率却很低。对于“技能培训”和“知识讲

座”，选择“符合兴趣”的占比均超过１０％，但是选

择“参加较多”的占比均不超过２％，排名末位。这

反映出当前公共文化活动供需不匹配。

第二，开展的文化活动没有契合公众的兴趣爱

好。从调查指标犡２２的调查结果可知：“契合个人的

文化艺术兴趣爱好”是公共文化活动吸引公众的最

主要的特点，选择率高达９６．８％；其次是“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选择率达到７５．６％；再次是“群众参与气

氛热烈”，选择率为５２．６％；“主题性强”的选择率最

低，仅８．４％。可见，组织开展公共文化活动还应迎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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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众兴趣爱好，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热情。

第三，“吸引力弱”是公共文化活动组织开展最

大的问题。在问卷所列出的公共文化活动组织开

展存在的问题中，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吸引力

弱”，选择率高达７５．２％；“宣传不到位导致不知道

有此活动或不清楚活动具体安排和有何意义”的选

择率为６５．８％；“形式内容单调老套”的选择率为

５５．２％；“参与群体单一”的选择率为５０．３％；“社

会影响力小”的选择率为４０．８％；“组织策划水平

低”的选择率为３１．１％；“现场管理不完善”的选择

率为２４．６％；“指导不够专业”的选择率为１１．２％；

“工作人员素质低”的选择率为７．１％。从调查指

标犡２３的调查结果可知，当前组织开展的大部分公

共文化活动偏离公众的兴趣爱好，内容创新程度不

够，宣传上也很不到位，导致参与群体单一，参与率

和参与度低下。

３．畅通无阻的多途径公众需求表达机制尚未

建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多调查群众需求”是公众反映最多的意

见。在多选题“您认为公共文化服务急需从哪些方

面加强？”中，“多调查群众需求”的选择率高达

８２．５％，排名第一（表４）。从调查指标犡３１的调查

结果可知，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最突出的问题还

是供需矛盾。

表４　公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议

排名 建议 占比／％

１ 多调查群众需求 ８２．５

２ 创新内容形式 ６２．３

３ 调整公共文化场馆开放时间 ５０．２

４ 加大宣传力度 ４４．７

５ 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提高群众参与度 ３６．４

６ 多引进社会和市场力量提供公共文化

服务

３０．４

７ 多开展向社区、乡村等基层送文化活动 ２２．７

８ 改善场馆设施 １８．５

９ 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工作人员素质，改进

服务质量

１３．６

１０ 完善志愿者服务 ９．８

１１ 多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８．２

此外，公众的其他需求、建议和意见可分为以

下几类：其一，增加服务内容，如代家长接送孩子上

下学、学生课业辅导、少年儿童教育托管、老年人信

息技术培训、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生活家政服务等；

其二，增加文体活动场所，如开放校园和各类单位

的文体活动场地，提高居民生活区文体设施建设配

套标准，增加热门场馆（游泳馆、广场舞场地、球类

运动场）数量等；其三，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窗口水

平，如改进窗口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提升窗口工作

人员业务技能，增加窗口数量和服务人员数量等；

其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便民程度，如图书馆提

供图书配送服务，优化数字文化服务，对于行动不

便的老弱病残人员提供文化志愿者上门服务等；其

五，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共享程度，如提供文艺、体

育器材共享服务，提供共享学习办公空间和创客创

意空间，提供跨学区教育资源共享服务等。

第二，公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调查主体

身份的缺失和参与意愿相对强烈形成一对矛盾。

从调查指标犡３２的调查结果可知，大部分公众既

未参与过甚至没听说过公共文化需求调查，也未

参与过甚至没听说过对公共文化场馆和公共文

化活动的满意度调查，这反映出公众参与主体身

份缺失问题，但是被调查者普遍表达了比较高的

参与意愿。

（二）调查结论

通过对江苏公共文化需求进行调查发现，当前

江苏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公众需求存在错位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供给不均。目前

存在比较严重的“城乡二元供给”状况，农村公共文

化服务从设施供给到内容供给都与城市相去甚远，

此外，公共文化场馆建设规划布局也不均衡。其

二，供给无效。相当一部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不

符合公众需求，与公众兴趣爱好有偏差。其三，供

给不足。一是场馆、场地、新型文化空间等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满足不了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活动需

求；二是文化服务种类、项目不够丰富，诸如技能培

训、公共文化产品配送服务、文化资源（包括文化空

间、文化工具、文化设备、文化产品、文化信息数据、

文献资料、教育资源等）共享服务、生活家政服务、

教育辅助服务等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

公众的文化需求。其四，供给浅薄。现有的公共文

化服务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形式化供给，由于脱

离需求，所以难以深入人心。公共文化场馆所吸引

的对象也比较单一，导致只有一小部分公众热衷去

公共文化场馆参与公共文化活动，而绝大部分公众

对公共文化活动漠不关心。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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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文化服务精准供给的对策

（一）实现供给与需求精准对接

要解决上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公众需求错

位问题，就必须实现四个优化，进而实现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与需求精准对接。第一，优化供给空间布

局，使城乡公共文化供给水平基本一致，同时合理

规划布局公共文化场馆的建设，注重分布的均衡

性。第二，优化供给方案，注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时间上的合理性。当前有些公共文化场馆采取了

延时开放和推出夜场活动等措施，供给效果得以改

善。第三，优化供给实际效果。要建立公众文化需

求大数据采集反馈平台，实时监测、动态反映公众

不断变化的需求，适时调整供给［１］；要注重创新供

给内容、形式和手段，增添公共文化服务的时尚感、

个性感、科技感、互动感，激发公众兴趣；要增加供

给种类数量，增建、扩建热门文化场馆、体育场馆，

同时增添公众所需的新型文化空间如共享学习办

公空间、创客创意空间等；要根据公众不断涌现的

新需求增添文化服务种类和项目，采用社会化、市

场化供给模式，活用政府采购方式，让更加多元、更

加专业的机构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第四，优化供

给模式，要使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从“走形”转向“走

心”，真正对接公众实际需求，解决文化生活问题，

不断创新服务，使这些服务能够对公众的学习、工

作、生活起到积极的作用，能够为公众带来切实的

利益，从而吸引广大公众利用并享受公共文化服

务，关注并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二）建立健全以需定供机制，实现精准供给

１．健全参与机制，落实民主供给。公共文化服

务的对象是社会公众，只有保障公众自主选择公共

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权利，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和

公益性才能充分体现出来［２］。因此，应进一步健全

公众自主选择和互动参与机制，真正实现民主决

策，实现从“文化民生”到“文化民权”的跨越［３］。一

方面，针对有组织的公众，可通过协商会议的方式

征集其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意见；另一方面，针对无

组织的公众，可由点及面地开展抽样调查，也可利

用网络对话平台了解其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

此外，还可以从精英解析的视角来透视民意，发起

专家开放咨询，以此间接反映公众诉求，增强公众

的表达力和话语权。与此同时，还要吸引社会力量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探索公益性文化事业

资本投入多元化的途径。就江苏而言，独立于政府

和企业的公共事业“第三方机构”正逐渐发展起来，

应促进这些非营利性组织的发展，激励它们通过成

立基金会、寻求赞助、发起招标、募集捐赠等方式为

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２．对接需求层次，形成分层供给。需求大体上

可分为同质需求和异质需求。目前，由于标准化供

给已经普及，同质需求基本能够得到满足，真正需

要关注的是异质需求。要做到精准供给，就必须对

需求进行分层。第一，从动机角度分层，可分为学

习性需求（阅读、培训等）、娱乐性需求（看电影、看

戏、歌舞、美术、棋牌、体育等）、专业性和专门性需

求等；第二，从区域角度分层，可分为城乡需求、大

中小城市需求等；第三，从年龄角度分层，可分为未

成年人（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亲子需求、中青年需

求、老年人需求等；第四，从人群角度分层，可分为

城市大众需求、弱势群体（低收入家庭、农民工、农

村留守人员等）需求、特殊人群（外国人、残障人士、

服刑人员等）需求等。

３．对接生产生活，发展实在供给。一方面，公

共文化服务供给应对接生产，如开展创业创新技能

展示、比赛、培训等活动，提供专业性文化服务，开

展各类业务信息交流活动；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必须对接生活，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中的

相关文化问题，实实在在发挥便民、利民效应，例

如，派遣志愿者到社区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在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开设老年人电脑培训课

程，提供幼儿托管、亲子互动等文化教育服务。

４．对接特殊兴趣，开展小众供给。不应忽视小

众化需求，小众化需求反映了需求升级的趋势，要

将需求升级作为有效供给的新引导［４］，积极开展个

性化、定制式的“点单”服务。要借鉴经营性文化场

所的做法，主动把握服务对象的特殊兴趣并加以引

导，激发其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１］徐耀新．实施文化畅通工程［Ｊ］．新世纪图书馆，２０１７

（１）：５

［２］王列生．面对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召唤

［Ｊ］．唯实（现代管理），２０１４（５）：４ ５

［３］陶东风．公共文化服务：从民生概念到民权概念［Ｊ］．中

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５ １０

［４］范周，周洁．正确理解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Ｊ］．

东岳论丛，２０１６（１０）：５ １４

（责任编辑：唐银辉）

０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