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逐步加大文化投入保障

1980 年 全 市 文 化 事 业 费 投 入 为 0.11 亿 元 ，

2018 年文化事业费支出达到 34.84 亿元，人均文化

事业费从 1980 年的 1.29 元增长到 2018 年 161.75

元，是同期全国人均水平（61.56元）的两倍多。

2.强化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截至 2018 年底，全市市、区、乡镇（街道）和行

政村（社区）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基本建成，共

建有服务设施 7131 个，覆盖率超过 98%，基本形成

“十五分钟文化服务圈”。

1978 年 全 市 共 有 17 个 公 共 图 书 馆（不 含

国 家 图 书 馆），总 流 通 人 次 为 109 万 。 截 至

2018 年 底 ，全 市 央 属 、市 属 和 区 属 公 共 图 书 馆

共计 24 个，总流通人次达到 1903 万 ，市 民 人 均

拥 有 藏 书 1.34 册 ，是 1980 年 的 近 两 倍 。 全 市

平 均 每 万 人 拥 有 公 共 图 书 馆 设 施 面 积 达 到

138.57 平 方 米 ，超 出 114.4 平 方 米 的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

3.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升级

1985 年全市 392 家群众文化活动机构举办展

览 107 个，组织文艺活动 469 次，举办训练班次 660

次。到了 2018 年，这三类活动分别是 1985 年的

17.5倍、95倍、73倍。

数字文化资源实现远程服务，截至 2018 年

底，建设资源共享工程站点 4295 个，数字文化社

区 300 个。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参与主体和服务效

能也不断创新，海淀北部文化中心、丰台区卢沟桥

街道文化活动中心（公共图书室）等一批社会化运

营服务品牌项目，大幅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专业

化水平。

4.完善公益文化服务配送体系

构建三大配送体系，向基层输送优质资源。

公共图书服务：大力推进图书馆总分馆体系

建设和图书“一卡通”建设工程，截至目前，全市

“一卡通”成员馆达到 270家。

文化活动：2014 年起，举办贯穿全年、覆盖全

市的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通过歌唱北京、舞动

北京、戏聚北京、艺韵北京、影像北京、阅读北京共

六大板块活动，形成市、区、乡镇（街道）和行政村

（社区）四级文化品牌活动联动机制，年均举办各

类文化活动不少于 2万场次。

公益演出：2006 年启动“周末场演出计划”，是

最早的基层演出。2008 年，启动服务农村居民的

“文艺演出星火工程”。2010 年推出了“百姓周末

大舞台”，弥补城区没有基层公益演出的缺憾。三

类基层演出覆盖了北京所有城区与郊区，每年演

出万余场。

5.健全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体系

不断优化顶层设计，2015 年出台“1+3”公共

文化政策，包括《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

强 基 层 公 共 文 化 建 设 的 意 见》《首 都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示 范 区 创 建 方 案》《北 京 市 基 层 公 共 文 化

设 施 建 设 标 准》《北 京 市 基 层 公 共 文 化 设 施 服

务规范》。2017 年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的意见》及运行机制和行动

计划，构成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政策

框架。

探索形成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扶持政策体

系，研究制定推动社会力量投入公共文化服务的

指导意见，出台北京市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规范

和相应指导目录。

以保基本、促公平、提品质、强

服务为核心，大力营造具有首都特

色、首善标准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

（一）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建立

（三）文化产业成为首都高质量发展重要支柱

1.文化产业总体规模不断壮大

2018 年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收入实现 10703 亿

元，比全市工业和服务业收入合计增速高 6.6个百

分点。其中，企业法人单位实现收入 9844 亿元，

比全国高 3.9个百分点。

2.文化市场主体快速增长

截至 2018 年底，北京市实有企业中文化及

相 关 产 业 企 业 32.79 万 户 ，在 全 市 日 均 新 登 记

企业中，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为 119.27 户。重

点 文 化 产 业 门 类 市 场 主 体 发 展 活 跃 ，截 至 目

前 ，全 市 共 有 1968 家 演 出 经 纪 机 构 ，网 络 文 化

经 营 单 位 4314 个 ，演 出 场 所 经 营 单 位 158 个 ，

游 戏 游 艺 娱 乐 场 所 599 个 ，歌 舞 娱 乐 场 所 1565

个，网吧 1552 个。

3.居民文化消费升级趋势明显

据统计，北京的文化消费规模总量现已接近

900 亿元，北京市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和

娱乐消费支出水平排在全国首位。2018 年，北京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支出

3999元。

4.产业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北京市的“动漫网游之都”地位进一步巩固，

产业发展呈现爆发式增长。

2018 年，北京 动 漫 游 戏 产 业 总 产 值 达 710

亿 元 ，比 2011 年 的 130 亿 元 增 长 4.4 倍 。 北 京

已成为全国动漫游戏产业的研发中心，形成了

包含创作、出版、运营、发行以及产品开发的全

产业链。

北京是中国现当代艺术发展的核心，北京八

大艺术区共有专业画廊 415家。

北京市立足全国文化中心的城市战

略定位，充分发挥首都文化和科技资源

禀赋优势，以创意为核心完善产业政策

体系，优化发展环境，文化产业呈现蓬勃

发展态势，支柱性产业地位不断巩固，成

为新时代助推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引擎。

（四）对外文化交流成效显著

1.服务保障重大外交大局

2008 年奥运文化广场活动亮丽呈现北京风采，平昌

冬奥会冬残奥会闭幕式文化演出活动精彩绝伦。配合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G20 峰会协调人会议、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APEC）、2019 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2019 篮球世界杯等重大外交活动在京举办契

机，举办富有鲜明中国特色、浓郁北京风格的高水平文

艺演出，讲好中国故事。

配合中国与各国建立外交的重要时间节点，分年度

开展互办文化年等文化交流活动。积极推动雅典中国

文化中心启动运营。

2.塑造北京对外交流文化品牌

连续 7年在近 20个国家举办了“北京之夜”品牌文化

活动。自 2007 年开始的“欢乐春节”北京文化庙会活动

实现“走出去”向“走进去”转变。连续 12 年在芬兰赫尔

辛基、连续 9 年在爱沙尼亚塔林举办的活动，成为一项颇

受当地居民欢迎的保留节日活动。加强友城交流，开展

美术品展览、青少年文化互访夏令营、北京文化周等活

动。支持北京京剧院、北方昆曲剧院、北京交响乐团结

合自身优势开展国际巡演。连续 7 年赴阿维尼翁戏剧节

举办“中国当代戏剧精品”系列演出和“中国日”活动。

3.对外文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北京文化贸易进出口额从 2006 年的 12.65 亿美元

扩大到 2018 年的 60.2 亿美元。文化产品进出口额从

2006 年 的 6.75 亿 美 元 飙 升 至 2018 年 的 22.4 亿 美 元 ；

文 化 服 务 贸 易 占 比 增 加 ，2018 年 北 京 市 核 心 文 化 服

务实现进出口额 37.8 亿美元。动漫游戏、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等核心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贸易保持较好

的发展势头。

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积极配合国家

外交大局和文化“走出去”的总体部署，充

分利用和调动首都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良好

的文化发展环境，不断创新思路、形式和内

容，首都对外文化交流成效显著。

（五）非遗保护水平进一步提高

1.完善非遗保护传承发展机制

《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2019 年通过市人大审

议，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非遗保护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

建立了北京市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非

遗保护中的重大问题；强化政策引导，形成以《关于加强

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为基础，以《关于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扶持办法》和《北京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为支撑的传承政

策支撑体系。

2.系统保存、全面记录

完成 20 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抢

救性征集了一批年事已高的代表性传承人的优秀作品，

目前征集到 319 件作品，已规范入藏首都图书馆。开展非

遗名家传艺工程，为连丽如、白静宜等 8 位艺术名家招收

27 名徒弟；为雕漆技艺等急需保护的项目面向社会公开

招徒。

3.推动非遗活态传承

认定 15个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认定 3个非遗优

秀实践名册项目，积极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认定 35 所

大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及特殊教育学校为“北京市非遗

培训基地”。加强非遗传承人群队伍建设，自 2015 年起每

人每年补贴 2万元。实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

划”，2017年至 2018年，委托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举

办 25期培训，涉及包括剪纸在内的多个非遗项目。

4.提升非遗社会影响力

借力首都资源优势，提升非遗展示层次，广泛参与

国际活动，擦亮中华传统文化金名片。平昌冬奥会北

京 非 遗 亮 相“ 中 国 之 家 ”，展 现 北 京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魅

力。近年来举办和参与 50 余次国内外大型非遗展演展

示活动。

与天津、河北文化主管部门连续举办 4 届“京津冀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2018年 6月，联合天津、河北等大运河

沿线共 8省市文化厅（局）举办“大运河文化带非遗大展暨

第四届京津冀非遗联展”，为国内首次。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126 个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273 个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00 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51 位市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项目和代表

性传承人数量位居全国前列。11 个项目入

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

（二）推出精品力作繁荣首都文艺舞台

1.舞台演出高度活跃

艺术表演院团实现蓬勃发展，1978年北京市 8

个市属艺术院团演出总场次 1992 场，国内观众

294 万人次，演出收入只有 55 万元。2018 年，全市

139 家营业性演出场所全年演出达到 24684 场，吸

引观众 1120万人次，演出收入 17.76亿元。

2.文艺创作精品迭出

7 台剧目获文华大奖，15 个剧目获得“五个一

工程”奖，10 个剧目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

程”。京剧、昆曲、评剧、梆子、曲剧、儿童剧、话剧、

歌剧、交响乐等门类艺术生产取得亮眼成绩。昆

曲《红楼梦》、评剧《母亲》、舞剧《天路》陆续问鼎中

国舞台艺术最高奖文华大奖。

3.品牌展演影响力强

打造北京国际音乐节、北京新年音乐会等一

批国家级文化活动品牌，形成“北京故事”优秀小

剧场剧目展演、“春苗行动”优秀少儿题材剧目展

演、“北京金秋优秀剧目展演”等展演品牌。

通过“打开艺术之门”“首都市民音乐厅”等品

牌活动推动艺术普及。自 2012年推出的惠民低价

票补贴政策，累计补贴 92 万余张，实际带动售出

低价票 230余万张。

4.戏曲艺术传承发展亮点频出

出台“1+X”政策扶持体系，以《关于支持戏曲传

承发展的实施意见》为核心，集合《北京市惠民低价

票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北京市民族艺术进校园

活动管理办法》等政策优惠倾斜支持戏曲艺术发展。

成功创办“中国戏曲文化周”品牌活动，形成

戏曲界的文化现象级效应。打造中国评剧大剧院

成为“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

5.艺术扶持机制创新高效

建立全国第一家面向文艺院团的公共服务平

台——北京剧目排练中心，服务在京注册的所有

文艺院团。截至 2018 年底，共接待 406 家文艺团

体、591 个排练剧目，排练厅使用 11640 次，被戏剧

界人士亲切地称为“戏剧界的横店”。

建立全国第一家剧院运营服务平台——北

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以零场租或低场租提供

给文艺院团演出优秀剧目，打造衔接艺术生产单

位、演出场所和观众三方受益的公共文化服务平

台。自 2015 年运营至 2018 年底，平台累计演出

376 台 680 场剧目，包含了 9 个艺术门类、19 个戏

曲剧种，吸引数十万名观众观看，被称为“文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次崭新尝试”。

设立全国第一个省市级文化艺术基金——北京

文化艺术基金，每年投入1亿元，打破行业、系统、体制

界限，重点围绕舞台艺术创作、文化传播交流推广和艺

术人才培养三大方向开展资助。自 2016 年设立至

2018年底，累计资助项目 329个，资助资金超过 3亿

元，扶持引导了一批优秀艺术作品和品牌文化活动。

首都文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推出了

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的文艺精品。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始终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不断探索和实践解放、提升文化生产力，强化文化中心功能定位，深入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取得新成效。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巨大改善，文艺舞台佳作汇聚，对外交流品牌国际化，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文化领域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

改革开放至今（1978年—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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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焕发新生 首都文化建设蓬勃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北京文化发展综述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新中国成立（1949年）——改革开放前（1978年）

（六）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活力

1.审批制度改革提升管理效率

大力推动简政放权，精简清理审批事项，实行清单

管 理 ，清 理 规 范 行 政 审 批 中 介 服 务 事 项 ，优 化 行 政 审

批流程，切实做到“一次性告知”。大力推进服务业扩

大 开 放 试 点 工 作 ，逐 步 实 现 向 外 商 开 放 演 出 经 纪 机

构 ，娱 乐 场 所 和 演 出 经 营 单 位 等 领 域 事 项 的 投 资 ，

2019 年 制 定 北 京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开 放 改 革 三 年 行 动 计

划，引导外商投资文化领域。

2.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深入推进

2004 年至 2012 年，先后完成了北京儿童艺术剧团、

中国评剧院等 7 家院团转企改制。加大对转制院团扶

持力度，抓好分类指导，帮助企业快速适应市场。对北

京京剧院 、北 京 交 响 乐 团 、北 方 昆 曲 剧 院 实 施 一 团

一 策 ，支 持 开 展 建 立 名 家 工 作 室 、项 目 制 等 机 制 创

新 。 在 北 京 文 化 艺 术 活 动 中 心 等 6 家 试 点 单 位 推

进 公 共 文 化 机 构 法 人 治 理 结 构 改 革 ，2019 年 顺 利 完

成 试 点 验 收 工 作 。 出 台《北 京 市 推 进 文 化 馆 图 书

馆 总 分 馆 制 实 施 方 案》，探 索 建 立 四 级 总 分 馆 制 管

理 模 式 ，促 进 资 源 和 服 务 向 基 层 延 伸 。 出 台《关 于

推 动 北 京 市 文 化 文 物 单 位 文 化 创 意 产 品 开 发 试 点

工 作 的 实 施 意 见》，盘 活 国 有 文 化 文 物 单 位 文 化 资

源 ，创 新 体 制 机 制 ，有 效 对 接 社 会 资 源 。

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

动力，创新管理思路，理顺管理体制，着力构

建激发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的政策体系和体

制机制。

北京——历史悠久、举世闻名的文化名
城，于 1949年迎来了它的新生。新中国成
立以来，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
心、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北京文
化建设翻开了新篇章，踏上了新征程。

1.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发展
1955年，北京群众艺术馆成立。至此，北京市、区县、街乡三级政府文化事业机构，即群众

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形成网络。至 1960年北京城乡文化站共有 102个。

2.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从 1949 年到 1966 年的 17 年中，北京共派出艺术表演团体（小组）35 起，其中，1957 年至

1966年共出访 34个国家和地区，约 150个大中城市，派出演职员 1480人次，共上演 800多场，现

场观众 230多万人次。

3.开展戏曲界“三改”工作
1951 年 5 月 5 日签发的《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即“五五指示”）明确了戏曲界

改革的基本任务，即改人、改制、改戏。

“改人”，是指组织艺人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艺术素质。“改制”，针对旧戏班社中的

徒弟制、养女制等不合理制度进行改革完善。“改戏”，即对原有戏曲遗产加以改造、发展，使之

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慎重改编、加工了一大批优秀剧目，并创作了一大批新编历史剧和

现代戏。戏改工作的成功，推动了北京市的戏曲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4.改建、新建艺术院团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团、北京京剧院、北方昆曲剧团、中国木偶艺术剧团、

北京曲艺团、中国杂技团、北京曲剧团、中国评剧院、河北梆子剧团十大艺术院团相继成立。

5.新建新型剧场
石景山剧场、天桥剧场、东四剧场、昌平剧场、首都剧场、人民剧场、北京展览馆剧场、门头

沟剧场、北京工人俱乐部 9座剧场提供了重要艺术生产表演场地。

6.图书馆事业获得蓬勃发展
至 1966 年，包括北京图书馆在内，公共图书馆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3 个发展到 9 个，分

别为国家图书馆 1个、市公共图书馆 2个、区县图书馆 6个。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和北京市委的领导
下，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文化艺术
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得良
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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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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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七）机构改革开启文旅融合发展新篇章

2018 年 11 月 16 日上午，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正

式挂牌成立。
面向未来，将坚持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助力首都高质量发展，展现大国首都形象和中华文化

魅力。

根据北京市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北京市

文化局、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职责整合，组

建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