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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艺术院校在参与文化产业活动及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具有天然的基础和独特的优势，因此，艺术院校应

充分发挥其区域影响力，努力培养各类型的文化产业人才，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和设施设备，并设置相应机构，整合

各种资源以专门从事文化产业活动，从而建立起一套完善、科学、适用的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机制，为推动我国文

化建设进程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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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

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党的十七大明确提

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更加自觉、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同时，充分

发挥文化产业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国文化产业呈现出健康向上、
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正在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引擎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1］

作为培养高等艺术人才的艺术院校，拥有丰富的

艺术教育工作者、表演人员、创作队伍、管理人员，拥有

各种用于文化艺术展演的基础设施设备，故艺术院校

在推动文化产业方面具有天然的基础和独特的优势。
四川音乐学院( 后文简称:川音) 是一所以音乐专

业为主，涵盖美术、传播、戏剧、广播影视等各类艺术专

业的综合性艺术院校，拥有丰富的艺术人才、乐团、多
个音乐厅和艺术展厅等。川音充分认识到了文化产业

的重要性，并结合自身特点，紧密联系社会和经济发展

的实际，积极培养各类文化产业人才，充分发挥其区域

文化影响力及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各种设施，整合

资源，设置专门机构从事文化产业活动，已基本建立起

了一套从各方面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机制。

一、与地方政府合作，充分发挥艺术院校

的影响力

川音是四川省唯一一所综合性的高等艺术院校，

其人才培养、艺术教育、学科设置、专业发展、艺术表演

等方面都在该区域内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由此，川音

在四川乃至全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力。川音充分运用和

发挥了这种影响力，与地方政府合作，积极采用各种方

式，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音乐街区建设。川音主动与地方政府合作，将校

外几个街区重新调整规划，全面进行改造，命名为“音

乐街区”，明确定位为音乐文化产业集中区。［2］
街道两

边房屋外墙重新粉刷，配以音乐表演的图案，在街角设

置多处音乐表演雕塑，大部分商户的主营业务为乐器、
表演服装、艺术图书销售以及艺术培训等。得益于川

音在四川省的强大影响力，乐器销售商户不断增加，销

售规模不断扩大，音乐街区成为了地区的一个文化产

业亮点和文化名片。［3］
川音与地方政府合作创建音乐

街区，不仅净化了校园周边环境，满足了消费者对文化

艺术商品的需求，还为地方政府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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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税收，极大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双赢的

效果，也达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4］

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是艺术院

校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因此，川音正在与成

都市新都区政府合作，积极创建“四川音乐学院文化艺

术产业园”。其特点是:通过构建文化艺术从作品到商

品、从资源到资本的转换平台，形成集艺术创意设计、
艺术人才培训、艺术企业孵化、艺术成果展示、艺术产

品转化交易、文化艺术休闲六大功能于一体，特质鲜

明、功能完善的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区。产业园将在

科学规划、明确园区功能定位的基础上，依托川音学科

门类齐全的艺术教育和艺术人才优势，整合校内外文

化产业资源，推动相关产业、衍生产业的市场开发，在

园区内逐渐形成以各类艺术设计、各类艺术品展销、艺
术演出、传媒、文化旅游和影视动漫生产为重点的文化

产业格局。［5］
产业园立足西南、辐射全国，着力把川音

的文化艺术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艺术产业优势，为教

师和学生提供实践、创业平台，形成川音强大的产业支

撑，提升川音的整体办学水平和文化市场综合竞争力，

使其建设成为成都乃至四川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充

分发挥产业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6］

二、提高教学水平，努力培养适应文化产

业需要的各类人才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

干意见》中强调:“要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按照政

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着力培养文化领域的领

军人物和专业人才、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专门人才、懂
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艺术院校的主要职责就

是为文化产业培养创作、表演和管理人才，因此，川音

采取多种举措加强学科建设，提高教学水平，从而培养

各类型高素质文化艺术人才，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培养文化艺术创作表演人才。川音创建于 1939

年，是一所集音乐、美术、舞蹈、戏剧、传媒、工业设计及

艺术管理七大学科为一体的多学科、多层次综合性高

等艺术院校。建校以来，川音以优良的学风和高水平

的教育质量培养了万余名优秀文化艺术专业人才:戏

剧家熊佛西、陈白尘、吴茵，作曲家常苏民、何训田、贾
大群、高为杰，画家张大千、张善子、李有行、吴作人、丁
聪、马一平，语言学家吕叔湘，声乐教育家郎毓秀，钢琴

教育家但昭义，舞蹈教育家李楠，表演艺术家刘晓庆，

世界钢琴王子李云迪，青年钢琴家陈萨，世界青年小提

琴家宁峰、文薇，青年歌手张迈、李宇春、何洁、谭维维、

王铮亮、魏晨、秦海波、韩炜等。川音培养的各类型文

化艺术专业人才大多分布在各类艺术团体、高等院校、
表演机构，直接从事文化艺术创作和表演活动，极大地

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近年来，川音更是着力加强学科

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教学水平，为培养更多

服务于文化艺术事业的高素质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培养文化产业管理人才。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快

速发展，既拥有艺术专业知识，又具备相当经营管理能

力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更加紧缺，文化产业市场对这

类“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正是敏锐地观察

到了这种趋势，川音在 2003 年就设立了文化艺术事业

管理专业，其培养目标为:培养文化艺术事业和文化产

业方面从事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能够运用其掌

握的现代管理及艺术专业知识，从事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组织和管理工作，并具有规划、协调、组织、实施和

决策的基本能力。该专业课程设置由三大版块构成，

即专业素质及修养课程、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操

作技能课程，使学生既熟知相关艺术知识，又能掌握经

营管理的基本技能。该专业的培养特色:一是遵循艺

术教育的客观规律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重视艺术

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交叉性探索和艺术学内部分支学

科的深入研究;二是强化案例教学，以文化产业发展中

出现的前沿问题作为艺术实践的实际课题，以科研、创
作带动教学。经过多年发展，川音文化艺术事业管理

专业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和教育方案。到目

前为止，已培养出超过七百名文化产业管理人才，这些

人才大都具有良好的艺术素质和文化视野，同时具有

现代产业意识和经营思路，适应文化产业市场对复合

型管理人才的需求。

三、挖掘潜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充分利用各种设施

川音拥有数量众多的优秀艺术教育工作者、艺术

创作者、艺术表演者，还拥有各种用于艺术表演的设施

设备;川音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利用优良设

施，积极参与文化产业活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举行艺术演出活动。川音拥有高层次的艺术表演

人员和高水平的艺术团体，如交响乐团、民乐团、女子

合唱团、舞蹈团等，这些艺术表演人员和艺术团体在省

内外均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在众多大型会议和活动

中，川音都积极参与艺术演出。据不完全统计，2009 ～
2011 年间，川音教师和演出团体共举行各类演出近两

百场，其中较重要的演出包括“庆祝人民政协成立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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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暨四川省政协成立五十五周年文艺晚会”“生命

大型交响音乐会”、大型舞蹈史诗《震撼》、大型音乐舞

蹈诗《因为有了共产党·爱在汶川》、历次新年音乐会

等。
开展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经过多年发展，川音聚

集了一批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文化产业研究人员。因

此，除了在年度科研项目中对文化产业相关课题进行

立项研究以及在教学工作中进行研究外，川音还成立

了文化产业研究院，由主管文化产业的副院长直接领

导，集中优秀研究人员，充分发挥其研究能力，专门对

文化产业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其中主要课题包括:高等

院校与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艺术院校演

艺活动推广等。
进行艺术培训活动。川音的音乐培训活动从上世

纪 80 年代就已开始，培训对象遍布西南各省，有着广

泛的影响力。川音设立艺术培训中心，专门从事业余

艺术培训工作，并负责年度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成都

音乐考点考试工作，现在每年参加考级的人数已经达

到九千人，影响力辐射到重庆、贵州等地。
利用各种展演设施。川音目前拥有五座设施、设

备现代，能适应各类文化艺术表演的音乐厅，常年面对

校内外开展演出活动，2009 ～ 2011 年间共举行各类演

出近六百场次，除满足学校音乐教育教学及艺术实践

需要外，还特别注重校外利用演出设施的宣传推广。
川音还有多个艺术展厅，近年来举办了多场高水平的

艺术展览活动。另外，川音正在建设多个高标准的录

音棚，计划服务于学校内直至四川地区的音乐制作。

四、整合资源，设置机构专门从事文化产

业活动

目前，大多数艺术院校都设立了文化产业管理部

门，但在实际工作中，产业管理部门与后勤管理、演出

管理部门在文化产业方面的职责划分并不明确，造成

文化产业机构主观能动性缺失，导致人、财、物资源分

散，无法发挥资源的整体优势。［7］
川音突破了这种管理

状态，整合各种资源，成立四川省川音尚美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专门从事文化产业活动。
四川省川音尚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一个集商业

演出、艺人包装、网络文化、动漫游戏、影视传媒、出版

发行、工艺美术等为一体的多元化公司。公司合作伙

伴包括多家电视台、国内外多个媒体、文化广告公司。
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

商业演出:全程策划执行各类庆典礼仪活动、广告

策划设计制作、主持、礼仪服务、圣诞策划、文艺演出，

各类启动仪式、竣工仪式，以及展览展示设计制作、活
动管理。

艺人包装:艺人宣传、艺人包装。
网络文化服务: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制作、复制、进

口、批发、零售、出租、播放等。
动漫游戏制作与传播:制作动漫游戏产品、推广动

漫文化。
影视传媒:各种广告、企业专题片、形象片、营销广

告片和会务庆典拍摄制作。
出版发行:对已有作品进行深层次开发，对原作品

进行编辑加工，对加工好的已有作品进行复制、传播。
工艺美术:工艺美术产品设计、展览、策划管理。
可见，这一多元化的文化产业公司的业务范围基

本囊括了艺术院校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各项活动，将原

有分散在校内各部门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业务活动集中

起来加以管理，起到了整合资源、突出优势的作用。四

川省川音尚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以来，已在整合

校内文化产业资源，充分利用和发挥川音文化产业优

势以及拓展文化产业市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在

演艺产业品牌建设、营销队伍建设及营销机制建设方

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结 语

随着我国政治、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艺术教育

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将更加明显。由于艺术院校

与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天然的联系，因此，艺术院校应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适应国家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要求，

自觉、主动、全面地参与各类文化产业，承担起推动文

化产业发展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着重点在于建立

起良好的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机制。尽管四川音乐学

院在此过程中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果，但仍有若干不

尽如人意之处，需要更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只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科学、实用的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的机制，艺术院校才能真正整合各种资源，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进而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为推动

我国文化建设进程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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