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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的主要内容是杭州市临安区5街道2镇农村和城市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差异。首先，对杭州市临安区

5街道2镇现有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简单回顾；然后，依据有关的政策与研究结果，构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

采集杭州市临安区各街道2013~2022年十年间的各项数据，在对临安区各街道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采用

综合评估与变动系数方法，对全区及各街道进行了全面的评估与辨析。结果表明，临安区各街道的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整体情况在不断改善，在过去的4年里，城市的进展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是仍然

未能达到均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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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paper is the differences in grassroot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 5 streets and 2 towns of Lin’an District, Hangzhou City. Firstly, a brief review was 
conducted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5 streets and 2 towns in Lin’an District, Hangzhou City; 
Then, based on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search results, a corresponding indicator system was con-
structed to collect various data from each street in Lin’an District, Hangzhou City from 2013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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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from each street in Lin’an Distri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method were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and differentiate the entire 
district and each stree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basic public cul-
tural services in various streets of Lin’an District is continuously improving. In the past four years, 
the progress of the city has been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but it has still not reached a balanced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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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e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国家已经实现了“县级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有综合文化站”覆盖的基本要求，已经基本形成

了一个覆盖城乡、方便有效、保基本、促公平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但发展不均衡和不充足的情况

仍较为突出，并集中体现在公共文化资源分配不平衡、供需脱节、效率低下、内容供需短缺等方面[1]。
为此，我国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意见》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既保证了广大群众的根本文化权利，又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指明了

发展方向[2]。然而，随着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战略的提出，给公共文化服务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挑

战[3]。基于此，本研究拟以杭州市临安区为例，通过构建城乡维度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测度体系，分析

其总体发展水平及城乡差异情况[4]。 

2. 杭州市临安区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历程 

2.1. 城乡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 

杭州市政府要求各直属部门、县区、相关部门要筹划协调，统筹发展农村文化，为打造吴越文化名

城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围绕“全覆盖”、“均等化”、“促提高”三个目标，推动农村文化场馆广电

基础设施和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结合《数字杭州》和《一部移动电话游临安》等政策，将移动公共文

化服务和农村群众的需求进行了有效对接[5]。 
为了更好地促进文化、旅游、体育等行业发展，临安区板桥镇制定了《板桥镇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文

旅体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临安区文旅局为抓手，围绕杭州市发展目标，以促进文化、

旅游、体育等为目标，借助文化体育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拉动效应，促进文化体育和文化体育的高水平

发展，加速区域文化体育和文化旅游产业的高水平进展。由板桥镇牵头编制的《板桥镇人民政府关于推

进文旅体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已实施。 

2.2. 公共文化活动逐步在乡村开展 

从 2020 年开始，临安区板桥镇启动了“美丽村庄 3.0 版”的战略，使“美丽村庄”的创建就成为了

一个重点。板桥镇根据“一村一策”的原则，在全镇 11 个示范村中分别进行了不同的定位，并进行了个

性化的建设。比如凤川街道的翙岗村，以当代流行的艺术为特色，在村子里建起了动画主题画廊，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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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沉浸式的游戏氛围，还举行了动画艺术节。 
“艺术”已经渗透到了农村建筑的各个层面[6]。具有地方特色的越剧、剪纸、故事、书画等与乡村特

色住宅、公共服务设施、景观小品结合起来已成为临安一大特色，形成了一大批具有浓厚艺术特色的“浙

里临安那么乡田”山水艺术节和“二十四节气乡村”等特色活动。临安区开展了艺人下乡活动，吸引了一

批书法、绘画、书法、诗人和民间艺人成立的创作工作室[7]。从板桥镇启动“艺术村”活动以来，每个镇

(街道)和试点村都策划了 60 多个艺术乡建工程，引进了大量投资，带动了当地的农村旅游资产和经济发展。 

2.3. 城乡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逐步覆盖 

近年来，临安区的基础文化服务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增加了对文化基础设备的投资，健全了文化

服务的网络，使城市的基础文化服务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临安区实现了城市和农村四级交通基础设备

的覆盖，“十五分钟市区，三十分钟乡村(两昌除外)”的文化生活圈已经形成。建成了 14 个公共图书馆，

街道有 11 个图书馆达到了国家一类标准。全市共有 164 个镇(街)馆和 540 个公共电子阅览室。全市共有

14 个文化中心，12 个区、县(市)的文化中心达到了国家一级馆的水平；190 个街(乡镇)文化体育中心(站)
全部建设完成，达到全国三级或更高水平的文化体育场所全部建成。 

2.4. 城乡文化资源共享程度不断提高 

一是在全区范围内，文化单位都有了更多的自由[8]。为了推动城市和农村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发展，

临安区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了分阶段、分时段实施了文化场所的免费和错时开放。临安区各大美术馆实行

周二至周日错时开门营业。 
二是使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书籍资源得以流通。临安区建立了以县、乡两级综合文化中心为中心，以

“农家书屋”为中心的区域性移动图书网，有效地做到了居民身份证的通用及“通借通还”，满足了读

者借书的便利。 
三是农村地区的流动群众获得了更多的利益。截止到 2020 年年底，临安区已拥有 17 部流动文化服

务车，9 部流动图书，4 部流动文化服务车，4 部流动文化服务车。2020 年度，全市共安排了 87 场巡回

文化类表演，接待群众 20,000 余人；为 1000 多名读者提供移动图书，2000 余册；运用巡回文艺车辆进

行 49 场表演，吸引了将近 10,000 名听众。 

3. 指标体系构建 

3.1. 指标选取原则 

以 SMART 原理为原则，SMART 原理是各国在制定绩效评价时必须遵照的准则[9]。本文从 SMART
原理出发，建立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评价模型，并提出了基于 SMART 原理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建设要遵守基本、可操作性、科学性、关联性和时效性等标准。 

3.2. 指标选取依据 

首先，结合《“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和《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 年版)》
等相关的政策文件，确定了各项指标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10]。《国家基本公共服

务标准(2021 年版)》明确规定了农村和城市为人民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内容。 
其次，朱丽华(2011)等建立了由公共文化资源投入与输出构成的次级指标，即对公共文化资源投资与

输出，即对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对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广播电视等部门的投入。王洛忠(2021)等从

文化资本投入、文化设施建设、文化活动与文化人才三个层面建立了文化资本投资、文化设施筹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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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活动与文化人员素质评价三个层次。 
根据指标选择基础和选择原理，本文构建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其中二级指标 4

个，三级指标 9 个。见表 1。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Lin’an District, Hangzhou City 
表 1. 杭州市临安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指数 

公共财政投入 

文化事业费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 % 

人均文化事业费投入 元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册 

文化馆(站)数量 座 

公共文化基础设 
施 

博物馆数量 座 

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 

公共文化活动 
公共文化人才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 次 

文化事业从业人员 人 

3.3. 权重设定 

首先，我们将邀请 20 位行政管理学者和城乡政府文化处的领导，向与会的专家发放具有不同权重的

指标，并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最后，利用 AHP 方法，测算出临安区城乡基层文化服务进展水平的各个

指数的权重。见表 2。 
 

Table 2. Weights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Lin’an District 
表 2. 临安区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公共财政投入 0.258 

文化事业费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 0.423 

人均文化事业费投入 0.577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0.238 

文化馆(站)数量 0.211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0.297 

博物馆数量 0.186 

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0.176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0.189 

公共文化活动 0.237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 1 

公共文化人才 0.208 文化事业从业人员 1 

4. 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测度 

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文章以临安区 5 街道 2 镇基层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状况为研究对象，以《杭州市统计年报》《杭州市

临安区统计年报》为基础，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国内的政治纲领[11]。第三条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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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区的统计报告。第四是采访了临安区统计局，临安区委宣传部，临安区文化广电旅游局，临安区财

政局等相关国家机关，以获取相关资料。 

4.2. 指标的合成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的生成 

通过建立评估指数，采用专家评分法确定各项指标的加权，采用综合评判法与变动系数法对其举行

测量，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部分采用《临安区统计年鉴》中的相关资料，采用临安区统计局、区城乡统计局、区文旅局、

区财政局等单位编制的 2013~2022 年临安区各个街道三级指数，并对其进行了统计分析；第二个步骤是

利用极端归一法(或线性效用系数)对各个年份的特定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得到转换后的数据；第三阶段，

采用综合评判方法，将多项指标转换成单一的指数，并对其开展计量；将三个层次的指数进行权重组合

得到次级指数；第四步，将综合后的子指标与临安区不同街道进行综合，利用方差分析的有关原则，计

算各街道在 2013~2022 年间的差异性，得到不同街道以及城镇基础公共服务进展的变化规律；第五步，

测算历年临安区不同街道城乡基层文化事业发展指标及各项均衡指标十年来的平均数，得到历年临安区

不同街道基层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状况及其变动趋势。 
本论文拟采用变异系数的相关原理来对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程度进行测量，公式为

iY S X= 。式中 Yi 代表第 i 项指标的变异系数，S 为所选指标的标准差， X 为所选指标的平均数。变异

系数通常用来表示两组数据间的离散程度的大小。Yi 的值越大，说明各数据之间波动越大，该地城乡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较低，反之则说明该地发展水平较高。一般来说，变异系数的取值区间。见表 3。 
 

Table 3. The range of values for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表 3. 变异系数的取值区间 

小于 0.2 0.2~0.4 0.4~0.6 大于 0.6 

差异不明显 差异明显 差异较大 差异 

4.2.1. 临安区政府对农村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状况的测算 
根据三个层次的权重将各个子指标进行权重组合，利用方差系数的相关性原则，得到了临安区各个

街道及镇不同年度的变动系数。见表 4。 
 

Table 4. Equalization index of public cultural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Lin’an District, Hangzhou City 
表 4. 杭州市临安区各街道城乡公共文化财政投入均等化指数 

年份 锦城街道 玲珑街道 青山湖街道 锦南街道 锦北街道 板桥镇 高虹镇 

2013 0.4237 0.3876 0.8846 0.9318 0.3615 0.2221 0.006 

2014 0.2770 0.440 0.3547 0.9972 0.313 0.0831 0.1975 

2015 0.1870 0.1192 0.2027 0.5018 0.1818 0.0022 0.2188 

2016 0.3998 0.3185 0.4996 0.9247 0.1366 0.0355 0.086 

2017 0.2906 0.2456 0.5546 0.9046 0.2613 0.0542 0.121 

2018 0.5836 0.2433 0.8923 0.8125 0.0811 0.1507 0.036 

2019 0.5477 0.5607 0.7846 0.9970 0.8223 0.0696 0.111 

2020 0.5617 0.4865 0.997 0.4585 0.9202 0.0406 0.051 

2021 0.4212 0.4538 0.995 0.4563 0.7053 0.1866 0.13 

2022 0.4083 0.0558 0.9578 0.196 0.7601 0.2607 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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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变异性指标的值较大，说明异质性较强。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在 2022 年，仅玲珑街道和

锦南街道两个区的城乡公共文化财政投入均已实现均衡，而其它街道和乡镇仍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和比

较不平等的状况。十年来，板桥镇的公共文化财政投入在所有县区中是最低的，但发展程度却是最高的，

这表明板桥镇的城乡差距发展程度很高，除了 2022 年的 0.261 以外，其余的都在 0.2 以下(低于 0.2，表

明差距不大)，名次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截至 2022 年，锦南街道的发展度为 0.196，差距不大，基本处

于均衡的状况。到 2022 年，玲珑街道的公共文化财政投入程度处于低位，并略有波动。到了 2022 年，

基本达到了城市和农村的公平。锦城街道的发展度在 2013~2017 年略有改善，其他各年的发展指标都在

0.4~0.6 之间，反映出锦城街道发展的“不均等”，存在着很大的差距。高虹镇和青山湖街道的公共文化

财政投入指标总体呈增加的态势，但平均化程度有所下降。青山湖街道在 2020 年至 2022 年间，已连续

三年位居全国最后一位，而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公共文化财政投入存在较大差距。 

4.2.2. 临安区城乡基本公共文化础设施均等化调查，见表 5 
通过对表 5 的分析，发现在城乡范围内，仅玲珑街道 2022 年实现了城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均衡，

其他的街道都处于不平衡或比较不平衡的状况。除了 2021 年与 2022 年，青山湖街道的城乡公共文化基

础设施均等化指标持续变小，2013~2021 年分别位列各街道中城乡公益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最为均衡的

位置，2022 年位居第 2，但并未实现均衡，2022 年青山湖街道的进展水平仅为 0.407 (0.4~0.6 之间存在很

大的差距)，表明城乡发展均衡度还有待提高。玲珑街道的城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均等化指数在 2022 年

以前较为不平衡，在各乡镇、街道中都是垫底的；而在 2022 年，玲珑街道城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均等化

指数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所有的街道、乡镇中都排在了首位，为 0.168 (低于 0.2 的话，就是没有显著

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距已经不那么显著了，已经到达了平等的程度。锦城街道、锦南街道、锦北街道、

板桥镇、高虹镇，这些地区的公益性文化建设指标近年来呈增长态势，但整体发展程度还有所提高。截至

2022 年，四街道(乡镇)的发展水平指标都已超过 0.4，但是仍然有差距，未实现平等，尤其是锦城街道，

10 年来的均等化指标都超过 0.6，城乡差距非常明显，锦城街道城乡公共文化基础设备建设的 6 年来一直

处于末位。这表明，锦城街道农村基层公共文化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促进农村社会的均衡发展。 
 

Table 5. Equalization index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n Lin’an District, Hangzhou City 
表 5. 杭州市临安区各街道城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均等化指数 

 锦城街道 玲珑街道 青山湖街道 锦南街道 锦北街道 板桥镇 高虹镇 

2013 0.772 0.853 0.52 0.608 0.788 0.558 0.649 

2014 0.774 0.771 0.449 0.594 0.814 0.602 0.649 

2015 0.692 0.778 0.426 0.622 0.537 0.611 0.562 

2016 0.709 0.730 0.426 0.608 0.583 0.605 0.64 

2017 0.705 0.625 0.418 0.602 0.599 0.598 0.627 

2018 0.684 0.606 0.403 0.583 0.577 0.592 0.607 

2019 0.676 0.607 0.402 0.591 0.578 0.549 0.611 

2020 0.639 0.602 0.389 0.564 0.551 0.484 0.557 

2021 0.674 0.629 0.394 0.58 0.547 0.521 0.582 

2022 0.685 0.168 0.416 0.614 0.566 0.538 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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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杭州市临安区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活动均等化调查，见表 6 
通过对表的分析，我们发现，在 2022 年，镇(街道)、村层面的公共文化活动还未实现公平，需要进

一步提高。2013~2022 年，青山湖街道的均衡程度在所有县区中都是最高的，发展程度的变动也比较平

稳，到了 2022 年，其进展指数达到了 0.343，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态势。近五年来，锦南街道、板桥镇

的均衡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这表明锦南街道、板桥镇的均衡程度出现了明显的降

低，特别是板桥镇的平均均衡度达到了 1，这表明板桥镇的城乡间的公共文化生活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高虹镇 2013~2017 年的平均收入比其它地区都要高，反映了高虹镇城乡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状况差别很

大，整体发展程度位居各街道(乡镇)之末。从 2018 年起，高虹镇的发展程度并不平稳，2018 年、2021
年基本持平，2022 年再次下降，均等化指标为 0.357，介于 0.2~0.4 的范围内，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十

多年来，锦城街道、玲珑街道、锦北街道公共文化事业均等化指标呈“曲线式”下滑，但降幅较小，未

实现均衡；锦城街道，玲珑街道，锦北街道，2022 年，均平性指标都超过 0.6 (>0.6，即存在较大的差距)，
且存在较大差距。 

 
Table 6. Equalization index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activities in various streets of Lin’an District, Hangzhou City 
表 6. 杭州市临安区各街道城乡公共文化活动均等化指数 

 锦城街道 玲珑街道 青山湖街道 锦南街道 锦北街道 板桥镇 高虹镇 

2013 0.688 0.733 0.366 0.368 0.833 0.583 1 

2014 0.647 0.867 0.3547 0.143 0.814 0.333 1 

2015 0.241 1 0.238 0.597 0.192 0.805 1 

2016 0.605 0.556 0.298 0.185 0.693 0.45 1 

2017 0.53 0.481 0.135 0.549 0.667 0.8 1 

2018 0.753 0.5 0.091 0.702 0.596 1 0.152 

2019 0.63 0.688 0.208 0.759 0.67 1 0.667 

2020 0.574 0.71 0.227 0.6 0.667 1 0.2 

2021 0.484 0.704 0.231 0.598 0.616 1 0.15 

2022 0.613 0.697 0.323 0.539 0.623 1 0.357 

4.2.4. 杭州市临安区城乡基本公共文化人才均等化调查，见表 7 
通过对上述表格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青山湖街道与高虹镇在城市与农村的公共文化人才配置上，

到 2022 年基本实现了均衡发展。2019~2022 年，青山湖街道在城乡范围内都是城市和乡村的均衡发展程

度，从 2017 年起，青山湖街道的公共文化人才配置基本持平，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城乡差距。从 2019~2022
年，锦城街道的均衡度指标一直在不断变大，到 2022 年，平均水平达到 0.521，处于 0.4~0.6 的范围内，

这表明锦城街道的农村和城市在公共文化人才领域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和均衡程。平均水平也由一

二位改为四位和五位。十多年来，玲珑街道、锦南街道的均衡度总体数值呈下降趋势，但仍未实现均衡，

截至 2022 年，玲珑街道与锦南街道的均衡度仅为 0.372、0.453，均处于 0.4~0.6 的范围内，表明城市与

农村存在着巨大的差距。2013~2022 年，锦北街道、板桥镇的均衡度均在 0.6 之上，锦北街道则极度不均

衡，这表明锦北街道与板桥镇的公共文化人才资源配置存在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提高。高虹镇 10 年来，

虽然城乡公共文化人才的均衡程度位居所列前三位，但是其均衡程度并不稳定，而且变动很大，直到 2022
年为止，都没有出现过一次均衡，直到 2022 年，发展水平系数达到了 0.135，低于 0.2，但是，城乡之间

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显著，而且，均等化程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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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Equalization index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talents in various streets of Lin’an District, Hangzhou City 
表 7. 杭州市临安区各街道城乡公共文化人才均等化指数 

 锦城街道 玲珑街道 青山湖街道 锦南街道 锦北街道 板桥镇 高虹镇 

2013 0.424 1 0.163 0.585 0.813 0.07 0.397 

2014 0.288 0.952 0.217 0.598 1 1 0.358 

2015 0.298 0.833 0.253 0.594 1 0.875 0.084 

2016 0.231 0.704 0.251 0.613 1 0.882 0.568 

2017 0.205 0.574 0.211 0.616 1 0.889 0.618 

2018 0.155 0.486 0.104 0.481 1 0.545 0.4023 

2019 0.194 0.432 0.087 0.491 1 0.481 0.379 

2020 0.341 0.425 0.156 0.491 1 0.789 0.35 

2021 0.388 0.381 0.163 0.497 1 1 0.32 

2022 0.521 0.372 0.184 0.453 1 0.882 0.135 

5. 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整体情况分析 

利用方差分析的有关原则，计算出杭州市临安区各个街道在 2013~2022 年间的年度差异性系数，得

到其变化趋势。 
采用均值法对杭州市临安区的总体均衡水平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杭州市临安区各个街

道各项均衡指标的平均数进行测算，得到杭州市临安区各街道总体的平均水准，并对其变动趋势进行了

研究，见图 1。 
 

 
Figure 1. The overall balanced level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Lin’an District, Hangzhou 
City 
图 1. 杭州市临安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总体均衡水平 

 
图中杭州市临安区各街道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中内容的均衡程度变动在公共文化活动的内容上，

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12]。除了 2014、2015 年的公共财政投入低于 0.4 之外，2013~2023
年十年的发展水平系数都达到了 0.4，这表明杭州市临安区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距，资金、设施、人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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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投资的不平衡是阻碍城市发展的瓶颈，公平程度还需更加提升。 
杭州市临安区各街道最近几年的农村和城市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是

离我们的期望还有一段时间，杭州市临安区各街道农村和城市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还有待进一步

的发展。 

6. 研究结论及展望 

6.1. 研究结论 

现阶段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过程中仍然面临许多困难，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无法完

全适应农村人民的文化需要[13]。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无论从总量上，还是从品质上来看，与城镇相比

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4]。杭州市临安区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系统中最脆弱的环节。

因此，必须要尽快地破解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难题，推进城乡均衡，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农民们对美满生

活的向往，提高他们的精神和文化素质，缩短城乡之间的距离，从而推进城乡融合进步[15]。 
在分析杭州市临安区各个街道基层公共文化工作发展状况及所获成就的基础上，依据相关的政策文

献及相关研究结果，建立了相应的评价指标，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相应的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选取

杭州市临安区 2010~2019 年 10 年的各个街道和乡镇 10 年的资料，计算平均化系数，判断每个乡镇、街

道当年和特定的文化服务专项，以及今年杭州市临安区的总体均衡程度，从而得到杭州市临安区城乡之

间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还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在此基础上，将测量的数据与杭州市临安区的本质

状况进行现场调查，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剖析。同时，还建议，要加强对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

认识，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建立多元化的管理机制，改进和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的途径。只有

在国家大力补短板，缩差别，扩内涵，提质量的前提下，才能让农村和城市的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提高

[16]。 
本文没有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影响因素及优化路径写入在此文中。影响因素有很多，比如对乡村

公共文化建设重视程度不足、城乡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及城乡收入差距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单

一等等，其中用的方法是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建模分析影响因素。然后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建模测试每一条

路径选择，因为影响因素不可能只有一个，所以针对每个影响因素都应该有侧重的制定不同的路径，最

后根据实际需要对这些路径进行选择。 

6.2. 研究展望 

我自身的学识、实际经验及研究水平尚待进一步提升，因而其撰写文章难免会出现一些缺陷与缺陷。

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浅谈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考虑到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双重经济构造，只好放弃了一些指数，选择了他们共同的一些指数，

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指数；但因认识程度及资料搜集的难度等原因，本文在建立评价指标时均采用了容易

度量的方法。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探讨，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我国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问

题。 
第二，通过数据和辨析，学术界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的测度主要采用胡税根提出的基准法

和均衡因子。后续的研究可能会对新的指标来研究。 
第三，由于是以县、区为研究对象，研究区域尺度较小，缺乏反映各县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指标

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评价体系在指标设计时可能存在相对局限的问题。在今后各类数据的不

断完善过程中，可以优化杭州市临安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第四，本文仅针对杭州市临安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测度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缺少对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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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杭州市临安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动态分析，未来可在现有研究范围上，对杭州市临安区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空间维度进行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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