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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文化安全实现路径的法治初探——以河北省为例  
郭萌萌　李永达　李　敏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河北 张家口 075000）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形势下的一项重大国家战略。文化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灵魂，而文化安全又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京津冀三地地缘优势类似、山水相连、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

文化协同基础良好。河北省作为华夏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形成了独具特色文化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资源大省。了

解和掌握并探索河北省文化安全的实现路径，对于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和三地的文化安全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文化强国、文

化强省战略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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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北省文化安全发展法治之路的必然性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的

和谐发展离不开文化协同发展。而京津冀文化协调发展中文化安

全在新形势下又显得格外重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强调要构

建集文化安全、政治安全、信息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文化安全是指一国文化主权、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不受他国威胁、

免于其他侵害，整体处于持续发展状态。文化安全关系到国家的

生死存亡、兴衰荣辱，关系到民族的精神独立、发展延续，关系

到地区的繁荣稳定、持续发展。如何利用法治思维和手段完成文

化强国、文化强省战略已经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法治作为

一种思维方式和治理手段，能够成为文化安全的“守护神”和“主

心骨”。课题研究有利于达成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实现法治认

同和文化认同的和谐统一；有利于促进法治精神和理念价值指引

下维护社会文化安全的社会共识的凝聚；有利于提升文化安全维

护的维度、力度和效度；有利于实现我省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和

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充分考虑京津冀协同发展，依托河北省地

缘优势，深挖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繁

荣也会促进人民的文化安全的理解和维护。

二、河北省文化安全的现实困境及思考

（一）加强文化价值观念引导，提升文化软实力

国家实力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硬实力就是我们能够衡量的，

能够体现在纸面上的，能够数字化的，比如 GDP。同样对于一个

地区而言，地区实力也可以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在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背景下，河北如何抓住机遇，对接京津提升自身，是个治

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综合挑战。文化软实力一直是我们研究和提

升的重要领域，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文化名片，文化软实力也越

来越能和 GDP 等硬实力相比较。文化产业发展中需要人们转变传

统的 GDP 衡量一切的观念，树立文化价值观念，看到文化的力量

和充分挖掘文化的潜力。河北省不乏优秀的传统文化、冬奥文化、

旅游文化、网络文化等先进文化，改变观念，提升文化的软实力

和影响力，和提升硬实力一样重要。

（二）加强文化创新权利保障，传播先进文化

创新是国家发展的灵魂，是民族进步的阶梯。文化领域也

提倡推陈出新，优秀的先进的文化需要创新发展来延续和弘扬，

也需要法治土壤来培育和养护创新的种子。加强文化创新权利

人的权利保护和政策环境支持，使得传统文化能够与新时代结

合，能够在新时代重放光芒。权利保护就需要法律政策的支持，

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民事关系保护的倾斜和维护。文化创新

的种子、法治的土壤、良好的培育环境，必然使得优秀文化长

成大树，开花结果。文化安全的保护也在法治的保驾护航下，

开花结果。

（三）完善文化权利与义务的规制，净化网络文化

“掌上世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

青年人。网络文化安全，净化网络文化也成为顺应时代发展的必

然结果。文化发展需要多重多维度进行，网络文化有其优势，也

有一定的弊端，比如网络键盘侠的侵权行为、网络文化的剽窃行

为、网络不良风气的推波助澜等等。净化网络文化，需要法治先

行，需要完善网民的文化权利，规制文化义务，网络并非不法之地，

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时刻谨记法治底线思维，网络文化安全的发

展才能顺畅健康绿色。

（四）强化文化认同和共识构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三个大的层面进行价值引导，在文化

安全体系构建中，我们要始终牢记并且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意识形态的认同，才能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才能完美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挖掘京津冀文化协

同发展的共同点和河北省的特殊文化，并且在全社会形成文化共

识，维护文化安全。2022 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给全世界带来

视听盛宴。张家口作为冬奥会的举办地之一，如何深挖冬奥元素

和文化，推进地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发展，如何在后冬奥时

代发展冰雪运动，都值得探讨。冬奥会成功举办就是我们文化共

识高度达成后的壮举，运动员、志愿者、赛事服务者、赛事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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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普通群众，我们一起向未来，一起为冬奥助力为冬奥喝彩。

达成共识才能形成合力，做成大事，彰显中华文化，提升国际话

语权，赢得文化安全。

（五）防范安全风险与加强文化交流，繁荣文化产业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要求国家对文化安全所面对的危险和可

能出现的安全隐患有敏锐的警觉和有效的防范。经济全球化浪潮

下，国与国的距离逐渐缩短，文化的交流碰撞更加便利也格外激烈，

在借鉴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提高警惕，筛选和审查，维护文化

安全主权，提升预警和防范评估能力，才能确保国内省内文化产

业的繁荣发展。

三、河北省文化安全实现路径法治初探

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使文化安全问题面临严重的和

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

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因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如何在新形势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周边文化

差异存在的现状下，更好地提升河北省文化安全，笔者提出以下

几点建议。

（一）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经过实践，我们成功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开创

了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大踏

步地走在新时代的发展大道上，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道路和文化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

族的前途命运，奠定了中国走向繁荣复兴的基石，是当代中国发

展的根本方向。在京津冀文化发展方向上要始终坚持正确方向，

坚持法治思想和底线思维，确保文化安全。

（二）建立文化安全评估和风险预警防控机制

文化安全事关重大，监测防控和风险预警机制必须前置。我

们在对外开放和与不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要争取话语权、主动权，

确保文化交流的公开透明，又要对危害文化安全的因素加以坚决

抵制和限制，保护我们文化安全和利益。另外一方面要积极的分

析研判和风险预警防控。需要培养专业人士对文化安全现状作出

客观、科学判断，在文化政策、文化传播、文化安全能力方面鉴

别风险，做出评估和预判，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为文化安全的风

险防控和安全预警提供法律支撑和底线思维。

（三）培养民众文化安全意识和素养

文化安全不是上层建筑的唯一诉求，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文

化是开放的，文化是大众的，在文化安全问题上，我们要做到大

众安全意识的提升和文化素养的培育及践行法治思维。国家文化

安全离不开我们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应对文化安全问题

的基本态度。文化自觉需要大众参与，也必须有大众参与，了解

我们优秀文化，提升文化自信，坚持文化道路和正确方向，培育

文化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提升文化认同感和法治认同感，为文

化安全走入大众提供群众基础。

（四）加快文化安全立法和文化安全人才队伍建设

完善国内法律体系，加快文化安全立法，出台相关的单行法

或者在现行法律中适当调整文化安全的规范制度。加强国际间合

作，争取国际话语权，在文化安全的维护上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

力量。法治和文化是并行发展的，也是融合发展的，京津冀地区

需要探究文化安全和法治建设的融合之路，找到适合实际情况的

具体之路。另外一方面要做到依法办事，依法传播文化，依法维

护文化安全，使文化和法治良性循环。要做好人才队伍建设，在

文化安全预判、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等方面都需要专业人士的专

业判断，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和文化安全专业人才建设同步进行，

联合培养。

总之，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省的文化安全发展可以说

是先行示范，当然维护文化安全是一项持久性的艰苦性的繁重工

作，但是我们要始终坚守红线，坚持底线思维，用法治手段来规范、

维护文化安全，定能使文化繁荣发展，文化产业日趋满足人民的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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