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文化 
               

            王坤生、張麗卿、段有芳 

 

█大陸民辦教育促進法正式實施，但民辦學校仍面臨許多發展上

的障礙。 

█文化部發布「公眾聚集文化經營場所審核公示暫行辦法」、「公

共文化體育設施條例」。 

█大陸報刊改革近二分之一報刊將受影響。 

█大陸「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開放民營資本進入出版物總發行、

批發等領域。 

█大陸廣電政策調整：因應入世競爭合併省級電視臺及廣播電

臺；電影考慮分級。 

 

一、高層文化 

◆大陸民辦教育促進法正式實施，但民辦學校仍面臨許多發展上的障

礙 

大陸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於去（2002）年 12月 28日通過，今年 9月 1日正

式實施。該法對推進民辦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法源依據。教育部長周濟表示，

大力發展民辦教育是必然的選擇（中國新聞社，2003.7.15）。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副主任薛

喜民認為「民辦教育促進法」提出了「合理回報」、「產權關係」、「法人資格」

等概念，使民辦教育中涉及教育資產權益和師生權益的保障、民間資本的投資與

回報等法律問題有了明確的「說法」（新華社，2003.7.15）。 

大陸的民辦教育經歷了3個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為起步階段（1982-1987），這

一階段並沒有對民辦教育進行專門的立法，只在相關的法律或法規中兼及一些民

辦教育問題。第二階段為探索的10年（1987-1997），民辦學歷教育開始出現，民辦

高等非學歷教育和學歷文憑考試快速增長。1997年國務院「社會力量辦學條例」

頒行，使大陸民辦教育進入了相對規範的第三個發展階段（中華工商時報，2003.9.15）。

截至 2001年，大陸民辦教育機構有 6萬多所，在校學生 1千多萬人。民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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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起，基本上滿足了幾個功能：首先，提供了社會經濟發展對多樣化高層次人

才的需求；其次，緩解了國家財力無法負擔高等教育需求的問題；最後，滿足了

廣大的莘莘學子繼續升學的期待。 

若世界各國按人均教育經費來排隊，中共在最後 10﹪之內。2001年，中國

大陸的人均教育經費只有380元，折合不到50美元，美國的人均教育經費是2,300

美元，香港近1,100美元，大陸以佔世界1﹪的教育經費支撐著佔世界22﹪的教

育規模（人民日報，2003.9.10）。儘管教育經費短缺，但對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來說，上

學仍是他們獲得光明前途的唯一希望，因此發展民辦教育，以彌補大陸辦學體制

單一所造成的缺憾。但大陸的民辦教育，從總體情況來看，普遍存在著辦學規模

小、總體水平低、教學質量差別大等問題。有些民辦學校為了尋找生源，採取欺

騙手段，大肆做虛假宣傳廣告，致使無數學子受騙；還有一些民辦學校為了擴大

規模，肆意向社會和學生家長非法集資，造成很壞的影響，產生不安定的因素，

使原本招生困難的民辦學校處境更為艱難（安徽日報，2003.9.17）。 

大陸的教育，最近幾年，變數最大的是高等教育。從1998年到2002年，中

共中央辦學的部門，從62個單位減少到22個單位，中央部門辦的院校，也從367

所減少到112所，全國高等院校共1,515所，中央部門管理的已經不到百分之十

（信報財經新聞，2003.9.20）。在此同時，民辦的高等院校不斷的增加，截至今年 7月 1

日，經正式批准的民辦高等院校共有 167所（文匯報，2003.9.1）。被稱為「中國的人

才高地」的上海市，每10位大學生中就有一位在民辦大學就讀（新華社，2003.7.5）。 

真真假假的問題在大陸始終是一個困擾，連學歷問題也逃不了真真假假，據

大陸媒體報導，大陸有些中外合辦大學所發的文憑根本不被承認。尤有甚者，有

些大學雖然是以「大學」為名，但是其實根本就不是正規的學校，而文憑陷阱的

問題有愈來愈嚴重的趨勢。今年7月教育部發出一新規定，凡附屬於高等院校之

內的民辦二級學院招收的新生，不能再發高校文憑，而要以二級學院的名義獨立

頒發學歷證明。據瞭解，大陸高等院校自 1999年興起和民間合辦二級學院，本

意是為吸納社會資金、放大優質高教資源，但這類二級學院也產生了幾個問題：

第一、這種「校中校」收取高額學費和贙助費，淪為一級院校的小金庫；第二、

頒發學歷證書的政策不統一，有悖教育公平；第三、產權等重大法律關係不明確，

合作辦學各方面臨一定的法律和政策風險。這一新政策頒布後，已在教育界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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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中引起極大震撼，教育界人士認為，叫停「校中校」對大學院校錄取格局會帶

來重大影響（中國時報，2003.7.22）。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洪大用指出：「民辦教育促進法」的實施，將有

力地推進民辦教育事業，但該法似乎更多的是強調在資源和政策上對民辦教育的

「促進」，而在民辦教育質量的規範和對師生權益保障方面似乎並不夠。這樣有

可能導致一種「沒有發展的增長」，即短期內民辦教育在數量上的增長，而沒有

內涵的豐富和提高，這對民辦教育的長遠發展是不利的（中國經營報，2003.9.15）。「促

進法」可能使民辦教育成為投資熱點，但是一批沒有特色、缺乏可持續發展能力

和市場競爭力的學校，必然在發展中被淘汰。 

 

二、通俗文化 

文化部發布「公眾聚集文化經營場所審核公示暫行辦法」、「公共

文化體育設施條例」 

●「公眾聚集文化經營場所審核公示暫行辦法」 

隨著大陸經濟情況改善，大城市中各種娛樂場所、網吧(即網咖)、歌舞廳、卡

拉OK紛紛林立，由於成長快速，法制面不及制定相關配套管理措施，在缺乏有效

的規範下，諸多亂象橫生。例如超時營業、製造噪音，一些不符合安檢的營業場

所，更是危及消費者生命安全。例如，去年6月17日，北京「藍極速」網吧發生

大火，造成24人死亡，13人受傷的慘劇，主因便是業者罔顧營業場所的安全性所

致。據調查，在這次事件中死傷者大部分是年輕學生(2002.6.17，新華網，http://202.130. 

245.40/chinese/huanjing/162347.htm)。該次事件引起各界對於網吧管理的高度關注，

隨後文化部即訂定了「娛樂場所管理條例」、「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條

例」。 

今年7月23日，文化部再度發布「公眾聚集文化經營場所審核公示暫行辦

法」，擴大針對營業歌舞娛樂場所、營業性遊藝場所和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

等公眾聚集場所進行「審核公示」制度，以確保這類場所依規定經營。所謂的「審

核公示」是指，政府文化行政部門在完成申請案初審後，對外公告初審合格之案

件資料，包括營業場所的名稱、地址、經營性質、經營範圍和經營項目；法定代

表人之基本資料、受理檢舉意見的行政部門、通訊地址等資訊。自資料公告起10

 49

http://www.cyol.net/
http://202.130. 245.40/chinese/huanjing/
http://202.130. 245.40/chinese/huanjing/


日內，各界可根據公告內容向文化行政部門提出建議或檢舉，如檢舉事項經查證

屬實，則文化行政部門將不核准其經營，這項規定於9月1日施行(中國網，2003.7.25，

http://www.lianghui.org.cn)。 

●「公共文化體育設施條例」 

有關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等公共文化設施的興建與管理，自1979年起大

陸官方就曾陸續訂定相關辦法予以規範，但由於立法層次較低，條文內容不夠具

體，不足以因應實際遭遇的問題。因此從1999年開始，大陸文化部著手研訂公共

文化體育設施條例(中國網，2003.8.19，http://202.130.245.40/chinese/PI-c /387781.htm)。新

公布的「公共文化體育設施條例」計有34條條文，內容包括規範公共文化體育設

施的規劃和建設、使用和服務內容、管理和維護以及罰則等。 

根據該條例所指，公共文化體育設施包括公益性的圖書館、博物館、紀念館、

美術館、文化館(站)、體育埸(館)、青少年宮、工人文化宮等場地設施。條文中較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鼓勵民間參與公共文化體育設施之建設，明定鼓勵企業、事

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興辦公共文化體育設施，對於自願以捐贈方式設置公共

文化體育設施社會基金者，將可獲得賦稅優惠(中國文化報，3版，2003.7.15)。在過去，這

類公益性質的文化設施係由政府部門撥付預算經營，然而隨著近年來文化體制改

革議題持續受到重視，這類公益性質的文化單位也開始必需朝向「市場競爭」、

「自負盈虧」的方向經營，而如今法令上鼓勵引進民間資源進入公益性文化設施

的經營管理，不僅可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同時也有助於提高經營管理的活力。 

7月15日在武漢召開的「全國文化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座談會」中，文化

部官員於會中指出，在加強文化事業單位改革的作法方面，未來將區分為公益性

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兩大類。其中公益性文化單位的改革將以增加投入、

轉化機制、增強活力和改善服務為重點。經營性文化單位的改革將以創新體制、

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增強活力為重點(2003年6月27日於北京召開的「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

議」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亦曾提及。羊城晚報，2003.7.16)。大陸的文化體制改革工程所涉

及的層面極為廣泛，不過仍可歸納出其改革的重點在於提升文化團體、事業單位

因應市場競爭的能力。這對長期以來向來以配合政策指導從事創作、經營，仰賴

官方挹注資源的大陸文化團體、事業單位而言無疑是一項重大挑戰。在人員觀念

和心態上普遍缺乏對文化市場機制的了解和對法制尊重的情形下，大陸文化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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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除了強調在制度面進行調整外，似乎仍需在人員教育和培訓上投入更多的

關注。 

 

三、大眾傳播 

大陸報刊改革，近二分之一報刊將受影響 

    7月25日新聞出版總署頒布「關於進一步治理黨政部門報刊散濫和利用職權

發行，減輕基層和農民負擔的通知」實施細則(以下簡稱「細則」)。「細則」規定中央

黨政部門所辦報刊要實行人員、財務、發行分離的管辦分離政策，由讀者自費訂

閱；同一部門所辦報刊內容相近、重複者合併；未達報刊出版質量標準、讀者訂

閱未達發行總數50％、省級以下行業性協會、學會所辦報刊一律停刊；縣和城市

區不辦報刊；省、市級黨委主辦一份黨報、黨刊；嚴格治理以各種不當手段發行、

推銷等攤派行為；要求落實鄉鎮村級組織及農村中小學公費訂閱報刊最高限額制

度。 

    「細則」公布後，大陸業界對此評價為中共建政以來規模最大的報刊「鐵

腕」，造成的最大衝擊和影響，是大陸報刊須走向企業化和市場化。2002年，大

陸有期刊9,009種，報紙2,127種。按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喻國明的估

計，將有3,900多份期刊及930多種報紙會被市場淘汰(多維新聞，2007.7.31)。此外，

大約1,250種以公費訂閱為主的報刊及佔據大陸報紙總量半壁江山的行業報，在

這次改革中將受到極大層面的影響，面臨生死抉擇的關卡(中新社 2003.8.23)。另將有

4萬名記者面臨失業。 

    長期以來大陸報刊是典型的政企不分，一些報紙出現嚴重的機關化、官僚化

傾向，既不符合新聞規律，質量效率也很難保證。而得到政策支持的報刊攤派發

行方式，既不適應市場經濟環境，也悖於新聞出版事業的性質。河北大學媒介經

濟研究所所長曹鵬表示，若要將大陸報業推上國際舞臺，推動新聞傳媒的產業

化、企業化和市場化，是不可忽略的前提。渠並表示，過去報社沿襲政府機關的

方式，任命官員擔任報社重要角色，未來公務員不許兼任報社總編輯等人事制度

改革意義深遠(東森新聞報 2003.9.22)。 

    海外媒體稱中共此次改革為「胡溫新政」下的「媒體改革第一波」。美國自

由亞洲電臺分析認為此次改革利多於弊：其一，因禁止各級黨政報刊向下強行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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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可以迫使黨政的報刊走向市場化，改變其官辦官看的辦公室讀物面目；其二，

明訂各級黨政部門現職領導幹部不得兼任報刊社社長、總（主）編、顧問或編委會

成員、理事等職務，減少黨政機構對報刊的直接干預；其三，要求報刊自主經營，

獨立核算，意味著大陸報刊將進一步邁向市場道路，迎合讀者，而不是黨的旨意；

其四，大陸小報的種類和發行量已占報業市場的70％，且幾乎所有的小報都以盈

利賺錢為目的，編造假新聞的現象，觸報可見。如6月3日長沙軍事博覽報的頭

版頭條大新聞「4架臺灣 F十六戰機投奔北京」完全是編造的。這次報業整頓，

對制約、減少假新聞，整頓小報，建立報業秩序有正面意義。然而管辦分離後，

主管部門仍對報刊的輿論導向、出版質量進行監管。黨政機構對報、刊仍具有人

事權，故從制度上，黨政機器對報刊的控制地位仍如舊。此外大陸當局亦可能利

用整頓來關閉不滿意的報刊(自由亞洲之聲廣播電臺網站，2003.8.15)。 

    民運人士王丹則撰文表示，由於大陸報刊多由國家機關負責盈虧，此次報業

改革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甩掉這些包袱，減輕財政負擔。對於政治改革也好、輿論

監督也好，都風馬牛不相及。如果真正要進行新聞改革，開放報禁、允許民間辦

報是首要的標準。並表示就在中共大肆宣傳報業改革的同時，對互聯網上言論的

管理卻一再收緊，不斷有人因在網上發表異議言論而被捕。如因發表「中國七大

噁心」一文而被下令整頓的北京新報，最近被中共宣傳部下令撤銷刊號，停止出

版。可見中共的報業改革不是為了開放輿論，而是減輕財政負擔(臺灣新聞報 2003.9.19)。 

    今年3月下旬胡錦濤提出「少報官，多報民」，主管新聞文化的政治局常委

李長春表示新聞工作要「三貼近」，然而大陸當局卻又點名違紀媒體，並指出關

於非典的省思、周正毅案、孫志剛案、三六一潛艇事件等「敏感問題」不要炒作、

不要採訪，如做報導必須用新華社通稿。而由「細則」的內容分析多是有關體制

方面的改變。故大陸此次報刊改革的目的，應與王丹研判差距不遠，目的是要甩

掉財政包袱，而非賦予報刊新聞自由。 

 

大陸「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開放民營資本進入出版物總發行、批

發等領域 

    大陸當局於 7月 24日公布「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並於 9月 1日起正式施

行。該規定取代了 4年前頒佈的「出版物市場管理暫行規定」，給出版品發行業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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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轉折性的變化，對民營出版業者而言，可謂是一個里程碑。該規定在打破行業壟

斷，推動行業發展，平等國民待遇上邁出了一步。 

    原「出版物市場管理暫行規定」為5章43條，新的「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

經過合併、調整和增加，改為 5章 54條。其中改動最多的部分在於第二章的出

版物發行單位設立部分。如刪除設立出版物總發行單位，須具有法人資格的國有

出版物發行單位及國家核准的國有資本控股的出版物發行公司﹔能夠承擔行政

責任的上級主管機關等條件。刪除設立出版物批發單位，須為國有、集體所有制

企事業單位，依法設立的公司﹔及有符合省、自治區、直轄市新聞出版局認定的

能夠承擔行政責任的主管單位等條件；刪除設立出版物零售、出租單位，經營者

必須有當地常住戶口之條件。同時提高准入門檻，如設立出版物總發行單位註冊

資金由原不少於1千萬人民幣提高到2千萬人民幣；設立批發單位註冊資金由原

50萬人民幣提高到200萬人民幣。 

    新聞出版總署出版物發行管理司司長劉波表示，以前出版物總發行及批發的

准入限制上都要求國有，民營資本不能名正言順地進入圖書批發領域，造成民營

業者很多市場短期行為，比如偷逃資金、偷稅漏稅、盜版橫生等對市場很不負責

任的作法。「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的實施，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給這些民營

業者一個名分，從此他們可以在陽光下進行交易，同時伴隨著市場競爭主體責任

感的增強，將有利於市場的規範發展和產業的做大做強。至於申請成為出版物總

發行及批發企業的資金門檻大幅提高部分，其實有利於出版產業吸納大規模良性

資本，避免小企業慘烈的競爭。有關人士曾表示，中國出版物發行市場應該進行

整合，最終形成5至6個發行集團並存競爭的格局(中華讀書報，2003.9.10)。 

    大陸加入WTO承諾零售市場將在入世1年後開放，批發市場在入世後3年開

放。此次「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亦刪除了有關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企業不得從

事出版物總發行、批發業務之內容。大陸當局並頒布了「外商投資圖書、報紙、

期刊分銷企業管理辦法」，已於本年5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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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考慮分級 

    香港明報報導，為因應外國媒體和市場開放的挑戰，中國大陸決定除北京、

上海、天津及重慶 4 個直轄市外，將合併其餘 27 個省及自治區的省級電視臺與

省級廣播電臺。合併工作完成後，電視臺和電臺的新聞採訪、專題製作將實行「一

稿兩用」，並將調整編制和精簡職能重複的部門，以便節省集團的營運成本，提

高經營效率。各省「兩臺」合併工作，將涉及約三成工作人員提前退休，廣電總

局要求各省做好退休人員安置。據悉，大陸各省級電視臺和廣播電臺合併前期工

作已經展開，中央宣傳部發文要求媒體發展要與市場經濟相適應，隨著中國大陸

加入WTO，媒體也要面對國外大型跨國媒體競爭(中央通訊社，2003.9.20)。 

    大陸電影目前尚未實行分級制。電影局副局長吳克表示7月起大陸會在全國

隨機選擇2,060名電影觀眾進行電影調查，觀眾的聲音將成為政府部門決策電影

分級制及開辦付費電影頻道等項目的重要參考意見。據悉，這是大陸建政以來規

模最大的一次有關電影的調查。業內人士認為，隨著中國大陸加入 WTO，大陸不

僅要引進更多的外國電影，還要讓更多的大陸電影走出去。電影市場由於沒有實

施電影分級制，在政策規範上沒有與國際接軌，很多影片大陸業者不敢引進，而

大陸的電影產品也走不出去，建立電影產品分級制，實際上是有利於電影的雙向

發展(香港中通社，2003.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