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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二十年
文化发展

———云南城乡文化消费需求与共享成效检测

总报告课题组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 “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部署进
一步推进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
明建设协调发展，并明确在今后十年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
支柱性产业。十八大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将文
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同时，十七届六中全会更加强调文化建
设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文化发展为了人
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让人民
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
容。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文
化运行机制创新，转变文化发展方式，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
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增加文化消
费总量，提高文化消费水平，增强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内
生动力。

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本文全面展开 1991 年以来云南城乡
居民文化消费需求与共享状况分析，同时展示其间云南经济、社
会发展相关方面的变动态势，并对 2011 年度云南城乡文化消费
需求景气状态进行测评。其中，1991 ～ 2000 年为 “基本建成小
康社会”冲刺的十年，2001 ～ 2010 年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二十年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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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的十年。由此，1991 年到 2011 年云南城乡居民文化消费需
求实际增长就显得极为关键，从这 20 年间有可能透视 2011 年至
2020 年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十年的发展态势。囿于制
图篇幅限制，图中各五年规划期头年与末年直接对接。文中分析
历年增长态势时，则运用测评数据库后台演算功能，筛测出的最
高与最低年度值包含图中省略年度。

一、云南城乡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态势

城乡文化消费需求总量是文化产业生产总量实际进入城乡居
民日常生活消费的具体表现，也是文化建设和文化生产的发展成
果实际转化为城乡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具体体现。城乡文化
消费需求总量增长状况可以提供一种宏观视角，有利于把握云南
总体态势。本文分析测算由云南城乡文化消费总量增长开始。

( 一) 城乡文化消费总量增长态势
1991 ～ 2011 年云南城乡文化消费需求总量增长态势见图 1，

其中包含城乡综合、城镇与乡村单行三个层面的文化消费需求总
量增长态势。城镇与乡村之和即为城乡综合总量，二者相互对应
共同构成云南城乡总体格局，有必要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图
中同时展示出各年度云南城乡文化消费总量增长指数、占全国份
额变化及其份额增减指数。

1991 ～ 2011 年，云南城乡文化消费总量从 13. 42 亿元增长至
218. 88 亿元，增加 205. 46 亿元，总增长 1 531. 00%，年均增长
14. 98%。最高增长年度为 2002 年，增长率 38. 83% ; 最低增长
年度为 2001 年，负增长 8. 42%。其中，城乡总量在 “九五”期
间总增长 113. 98%，年均增长 16. 43% ; 在 “十五”期间总增长
74. 68%，年 均 增 长 11. 80% ; 在 “十 一 五”期 间 总 增 长
51. 03%，年均增长 8. 60%。三个五年规划期相比，云南城乡总
量 “十一五”年均增长幅度低于 “十五”3. 20 个百分点，低于
“九五”7. 83 个百分点。

同期城镇方面。云南城镇文化消费总量从 4. 18 亿元增长至
147. 63 亿元，增加 143. 45 亿元，总增长 3 431. 82%，年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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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51%。最高增长年度为 2002 年，增长率 71. 41% ; 最低增长
年度为 1999 年，负增长 15. 75%。其中，城镇总量在 “九五”期
间总增长 166. 61%，年均增长 21. 67% ; 在 “十五”期间总增长
83. 74%，年 均 增 长 12. 94% ; 在 “十 一 五”期 间 总 增 长
95. 70%，年均增长 14. 37%。三个五年规划期相比，云南城镇总
量 “十一五”年均增长幅度高于 “十五”1. 43 个百分点，低于
“九五”7. 30 个百分点。

左轴柱形: 城镇与乡村文化消费总量 ( 亿元) ，二者之和为城乡总量; 左轴曲线:
城乡总量年度增长指数 ( 上年 = 100) ，指数小于 100 为负增长; 右轴曲线: 占全国城
乡份额增减指数 ( 上年 = 1) 。标注历年城乡份额增减指数 31 省域排序，1991 年起点
不计。数据演算依据: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 ～ 2012 年卷，后同。

图 1 云南城乡文化消费需求总量增长、占全国份额变化态势

同期乡村方面。云南乡村文化消费总量从 9. 24 亿元增长至
71. 25 亿元，增加 62. 01 亿元，总增长 671. 10%，年均增长
10. 75%。最高增长年度为 1995 年，增长率 31. 21% ; 最低增长
年度为 2008 年，负增长 8. 33%。其中，乡村总量在 “九五”期
间总增长 82. 23%，年均增长 12. 75% ; 在 “十五”期间总增长
66. 69%，年均增长 10. 76% ; 在 “十一五”期间总增长 7. 55%，
年均增长 1. 47%。三个五年规划期相比，云南乡村总量 “十一
五”年均增长幅度低于 “十五”9. 29 个百分点，低于 “九五”
11. 28 个百分点。

城乡之间文化消费总量增长比较，1991 ～ 2011 年，云南城镇
总量总增长高达乡村总量增长的 511. 37%，城镇年均增长幅度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二十年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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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乡村年均增幅 8. 76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总量年均增长幅度
在 “九五”期间高于乡村总量年均增幅 8. 92 个百分点; 在 “十
五”期间高于乡村总量年均增幅 2. 18 个百分点; 在 “十一五”
期间高于乡村总量年均增幅 12. 90 个百分点。这足以表明，云南
乡村文化消费需求总量增长乏力。不过，云南城乡之间增长不平
衡程度究竟如何，还需要排除其间城市 ( 镇) 化进程带来人口分
布变化的因素，以城镇与乡村人均值增长态势加以精确衡量。

1991 ～ 2011 年同期，全国城乡文化消费总量年均增长
14. 56%，云南年均增幅略微高于全国城乡年均增幅 0. 42 个百分
点。云南城乡文化消费总量占全国份额由 2. 01%升高至 2. 16%，
上升幅度为 7. 65%，20 年间份额升降变化排序处于 31 个省域里
第 13 位。其中，“九五”期间，全国城乡文化消费总量年均增长
14. 26%，云南年均增幅明显高于全国城乡年均增幅 2. 17 个百分
点，云南城乡文化消费总量占全国份额上升 9. 86%; “十五”期
间，全国城乡文化消费总量年均增长 13. 65%，云南年均增幅较
明显低于全国城乡年均增幅 1. 85 个百分点，云南城乡文化消费
总量占全国份额下降 7. 85%; “十一五”期间，全国城乡文化消
费总量年均增长 11. 36%，云南年均增幅明显低于全国城乡年均
增幅 2. 76 个百分点，云南城乡文化消费总量占全国份额下
降 11. 80%。
“十二五”头年的 2011 年，全国城乡文化消费总量增长

15. 36%，云南城乡文化消费总量增长 27. 55%，极显著高于全国
城乡年度增幅 12. 19 个百分点，占全国份额比 2010 年上升
10. 57%。同时，云南城乡文化消费总量增长高于自身 “九五”
期间年均增长 11. 11 个百分点，亦高于自身 “十五”期间年均增
长 15. 75 个百分点，也高于自身 “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 18. 95
个百分点，年度增长幅度和占全国份额变化排序处于 31 个省域
里第 2 位。

各地总量数值本身不具可比性，但增长幅度和份额变化却可
以进行比较。云南城乡文化消费需求总量占全国份额变化，同时
受到当地与全国两个方面的年度增长动态影响。实际上，各年度
总量增长与份额增减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历年间总量年均增长
排序与份额增减变化排序也是一致的。

2012 ～ 2013 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



7

( 二) 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增长态势
1991 ～ 2011 年云南城乡人均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态势见图 2，

图中同时展示出城镇与乡村两个方面人均文化消费增长指数，二
者间第三条曲线即为城乡综合增长指数。人均数值不会受到城市
( 镇) 化进程带来城乡人口分布变化的影响，有利于在前后时间
阶段之间、在城镇与乡村之间进行比较。

左轴柱形: 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增长 ( 元) ; 右轴曲线: 城乡、城镇与乡村人均值年
度增长指数 ( 上年 = 100) ，指数小于 100 为负增长。标注城乡人均值历年增长指数 31
省域排序，1991 年起点不计。

图 2 云南城乡人均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态势

1991 ～ 2011 年，云南城乡人均文化消费从 35. 72 元增长至
474. 16 元，增加 438. 44 元，总增长 1 227. 44%，年均增长
13. 80%，增长幅度排序处于 31 个省域里第 10 位。最高增长年
度为 2002 年，增长率 37. 35% ; 最低增长年度为 2001 年，负增
长 9. 44%。其中，城乡人均值在 “九五”期间总增长 101. 21%，
年均增长 15. 01% ; 在 “十五”期间总增长 66. 18%，年均增长
10. 69% ; 在 “十一五”期间总增长 45. 96%，年均增长 7. 86%。
三个五年规划期相比，云南城乡人均值 “十一五”年均增长幅度
低于 “十五”2. 83 个百分点，低于 “九五”7. 15 个百分点。

同期城镇方面。云南城镇人均文化消费 ( 历年绝对值见图
5) 总增长 1 036. 94%，年均增长 12. 92%。最高增长年度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二十年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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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增长率 61. 67% ; 最低增长年度为 1999 年，负增长
20. 83%。其中，城镇人均值在 “九五”期间总增长 94. 12%，
年均增长 14. 19% ; 在 “十五”期间总增长 38. 14%，年均增长
6. 68% ; 在 “十一五”期间总增长 57. 79%，年均增长 9. 55%。
三个五年规划期相比，云南城镇人均值 “十一五”年均增长幅度
高于 “十五”2. 87 个百分点，低于 “九五”4. 64 个百分点。

同期乡村方面。云南乡村人均文化消费 ( 历年绝对值见图
5) 总增长 741. 05%，年均增长 11. 23%。最高增长年度为 1995
年，增长率 30. 91% ; 最低增长年度为 2008 年，负增长 7. 25%。
其中，乡村人均值在 “九五”期间总增长 82. 78%，年均增长
12. 82% ; 在 “十五”期间总增长 72. 06%，年均增长 11. 46% ;
在 “十一五”期间总增长 13. 05%，年均增长 2. 48%。三个五年
规划期相比，云南乡村人均值 “十一五”年均增长幅度低于
“十五”8. 98 个百分点，低于 “九五”10. 34 个百分点。

云南城乡之间文化消费人均值增长比较，1991 ～ 2011 年，云
南城镇人均值总增长高达乡村人均增长的 139. 93%，城镇年均增
长幅度高于乡村年均增幅 1. 69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人均值年
均增长幅度在 “九五”期间高于乡村人均值年均增幅 1. 37 个百
分点; 在 “十五”期间低于乡村人均值年均增幅 4. 78 个百分点;
在 “十一五”期间高于乡村人均值年均增幅 7. 07 个百分点。云
南人均文化消费需求增长的城乡差距赫然在目，这无疑表明，城
镇与乡村之间增长严重失衡，原因确实在于乡村增长明显乏力。
不过，城镇与乡村人均值增长差距没有总量增长差距那样巨大，
说明城市 ( 镇) 化进程在城乡总量增长差距上发生了显著影响。

归结起来，在此 20 年间，云南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态势暴露
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两个问题: ( 1) 与 “九五”“十五”期间
相比，“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幅度明显下降; ( 2) 文化消费需
求的城乡差距明显扩大，尤其是 “十一五”以来加速扩大。
“十二五”头年 2011 年，云南城乡文化消费人均值增长

26. 72%，高于 “九五”年均增幅 11. 71 个百分点，亦高于 “十
五”年均增幅 16. 03 个百分点，也高于 “十一五”年均增幅
18. 86 个百分点，年度增长幅度排序处于 31 个省域里第 1 位; 城
镇人均值增长 28. 52%，高于 “九五”年均增幅 14. 33 个百分点，
亦高于 “十五”年均增幅 21. 84 个百分点，也高于 “十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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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增幅 18. 97 个百分点; 乡村人均值增长 16. 80%，高于 “九
五”年均增幅 3. 98 个百分点，亦高于 “十五”年均增幅 5. 34 个
百分点，也高于 “十一五”年均增幅 14. 31 个百分点。云南城镇
人均值年度增幅高达乡村年度增幅的 169. 76%，城乡之间文化消
费人均值增长差距继续明显扩大。

1991 ～ 2011 年同期，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年均增长
13. 67%，云南年均增幅略微高于全国年均增幅。云南城乡人均
文化消费从全国城乡平均值的 61. 51%提高至 62. 94%，人均绝
对值在 31 个省域里排序由第 27 位提高到第 25 位 ( 详见图 3) 。

各地城乡人均文化消费绝对值及其年度增长高低升降具有基
础性意义，不仅决定着各地城乡人均值与全国平均值的比值关
系，影响到全国及各地的地区差关系值，而且左右着文化消费相
关比例关系值。同时，城乡文化消费增长取决于城镇与乡村两个
方面的增长状况，由此可以考察其间的城乡比关系值。下面将把
云南城乡文化消费需求增长状况放到当地经济增长、民生增进的
相关背景当中，同时放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协调增长背景当
中，进一步展开分析，这样才能得到更加令人信服的可比性。这
就是本项评价体系构思并设置其他各项测评指标的事实根据和数
理依据所在。

二、云南城乡文化消费相关背景情况

1991 ～ 2011 年云南人均产值、城乡人均收入即 ( 1) ( 2) ( 3)
之和、人均总消费即 ( 2) ( 3) 之和、人均非文消费 ( 本项评价
体系设定非文消费为 “必需消费”) 、人均文化消费与人均积蓄
( 本项评价体系设定文化消费与积蓄之和为 “必需消费剩余”)
的关系态势见图 3。

图 3 将 1991 年以来云南人均产值、城乡人均收入、消费与
积蓄各项绝对值转换为图形面积比例，直观地表现出云南城乡文
化消费需求与其经济、社会背景因素协同增长的相互关系态势。
通过图 3 里各类数值演算，可以清楚地看出:
“九五”期间，云南人均产值年均增长 9. 12%，城乡人均收

入年均增长 10. 70%，人均总消费年均增长 8. 83%，人均积蓄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二十年文化发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