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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再版序言关于现代表演艺术行业管理和演艺团体运作的研究，是一门科学。
这门科学目前在中国刚刚开始建构，还非常年轻。
从研究对象看，中国现代表演艺术行业的发展，经历了独特的历史进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表演艺术业的管理体制是在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框架内建立起来的。
经过30多年的运行实践，这个体制的内在弱点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
以公民社会重构和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成为中国表演艺术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事实上，中国表演艺术业的改革乃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项伟大的改革工程目前仍在进行当中。
从研究手段看，现代艺术管理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必须具备本学科特有的概念系统，足以把握本
学科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中国表演艺术业的改革是在一个特殊的制度语境中起步的，它的目标则是要汇入到制度现代化的人类
文明主流中。
研究对象的这样一个特点决定了中国的艺术管理学必须拥有自己的学术关注点，建构足以把握中国问
题特殊性的概念体系。
国际经验、特别是那些反映制度现代化普遍要求和艺术管理一般规律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当然是重要的
，但仅仅停留于对此类经验的介绍、概括又是不够的。
我们的任务是找到一条可以有效地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在一起的中国表演艺术管理学学科建构之路
。
这部教材就是本着上述原则编写的。
07年我们是以《演艺业管理与运作》为书名，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以时至今日已有五年，国内外
的表演艺术行业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我们中国表演艺术业正在发生深刻地变革，有许许多多鲜活
案例涌现，也出现了不少需要深层次去考量的问题。
此外，原先那本书前年就断挡了，出版社和一些学校老师多次希望我们再版。
经认真思考，这次再版我们以《艺术管理》为书名。
本教材新版上下篇共十五章，上篇以艺术管理的宏观制度构架的研究为主，介绍了发达国家各具特点
的艺术管理模式，我国文化体制的形成与演变历程，并对近些年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梳理
，重点阐述了产权变革。
下篇从第七章开始，以艺术管理的运行研究为主，有演艺团体的领导者、演艺团体和剧场产业化运作
、舞台管理、旅游演出、音乐剧运营、观众拓展、演艺业投融资、艺术基金会、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艺
术活动产业化运作等，但这些内容也都置于宏观制度改革的框架内来进行。
我们以为，中国演艺业的发展，宏观制度框架的改革是关键。
这部教材的编排体例即体现了这样的意图。
我们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能够对中国表演艺术行业发展的整体现状和深层次症结有一个较深入
的了解。
在本书中，我们还尝试建立一套适合中国艺术管理问题研究的概念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关于艺术生
产的双重属性（公民社会属性和商品属性）的分析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读者如果沿着这个思路深入进去，必能增进对许多看似矛盾的中国表演艺术业种种现象的认识。
改编后每个章节的《案例介绍》或《案例分析》大部分都进行了更新，而且全部是第一手的鲜活资料
。
本教材这次在下篇的每一章还增加了《拓展训练》，如设计制作演出的节目单；实地调研、书写调研
报告；组织专场音乐会或戏剧、剧曲、舞蹈展演；专业评论的书写训练；涉外演出的项目申报；观众
拓展方案的制定；小型演艺活动的筹资与运营；艺术基金的申请；课堂讲演比赛等。
各单位或学校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其中几项，以达到提高自身或学生的团队协作、领导、实际操作与
运营的能力。
本教材可供高等院校艺术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课堂使用，也可供文化部门的政府官员、艺术团体、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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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者和所有关心这个话题的读者朋友们阅读。
原著作《演艺业管理与运作》是由我和一丁共同撰写完成的。
这次本书1-5章、第7、8章由我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修订，更新了一些数据和内容，但大体风格和思想
依旧。
第6、9章、及第11-15章，都是近些年我和我的研究生共同研究的结果。
如今这些研究生都已经工作了。
这些章节的具体分工如下：南京艺术学院柏静老师撰写了第6章；国家大剧院舞台执行监督李根实撰
写了第9章；中国音乐学院邢亚楠、彭双印老师撰写了第10、15章；廊坊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赵骞老师撰
写了第11章；星海音乐学院许珩哲老师撰写了第12章；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刘婵君老师撰写了第13
章；清华大学文化艺术中心杨淼撰写了第14章。
全书最后由我统审、修订。
本书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有国家大剧院的陈平院长、邓一江副院长，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总裁张宇先生
，天创集团总经理曹晓宁先生，上海大剧院艺术总监钱世锦先生、东方艺术中心总经理林宏呜先生等
，以及许许多多艺术团体的领导，他们的丰富实践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调研资料，在此
对这些院长、团长和总经理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对参与调研的我的朋友们，如台湾学者谢嘉哲博士、我的好朋友潘勇先生、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王
小燕，中央歌剧院靳靓、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大型活动部杨文婷、深圳锦绣中华发展有限公司产
品研发部罗晏、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康婷、中国音乐学院的苏隽、殷悦、刘导、莫晓静、尤婧娴
、任紫薇、王思颖等表示感谢，由于她们第一手的鲜活案例，给这本教材增加了不少色彩！
既然艺术管理在中国还是一门年轻的科学，本书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或不成熟。
我期待着来自各方的批评、指正。
谢大京2012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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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新版上下篇共十五章。
上篇以艺术管理的宏观制度构架的研究为主，介绍了发达国家各具特点的艺术管理模式，我国文化体
制的形成与演变历程，并对近些年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梳理，重点阐述了产权变革。
下篇从第七章开始，以艺术管理的运行研究为主，有演艺团体的领导者、演艺团体和剧场产业化运作
、舞台管理、旅游演出、音乐剧运营、观众拓展、演艺业投融资、艺术基金会、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艺
术活动产业化运作等，但这些内容也都置于宏观制度改革的框架内来进行。
我们以为，中国演艺业的发展，宏观制度框架的改革是关键。
这部教材的编排体例即体现了这样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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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大京，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会长，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客座教
授，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传播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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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艺术与艺术管理
现代艺术表演活动的两个基本属性
艺术的公民属性和商品属性的关系
非营利艺术团体、营利性艺术团体和文化产业
政府的角色与责任
相关文献阅读
为什么我们的艺术缺乏思想性和原创性？

案例分析：北京国际音乐节创新运作模式
第二章 演艺业宏观管理的国际视野
英国：著名的“一臂之距”原则及其制度体现
法国：强有力的政府角色与艺术自由
德国：联邦体制下的艺术繁荣
美国：艺术生产的法制传统与产业化运作
巴西：民主政治框架内的文化多样性
案例分析：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案例展示：创造惊喜，超越期望——英国斯托克顿国际河畔艺术节
第三章 中国演艺业管理体制形成与演变的历史回顾
表演艺术团体的公有化及其制度蕴含
国家包办一切：市场活力的丧失
“文艺从属于政治”：艺术原创力的枯萎
改革开放：宏观艺术管理体制的变革提上日程（1979-1992）
艺术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进展（1992-2002）
艺术表演团体新一轮攻坚性改革（2002-至今）
中国宏观艺术管理体制改革仍待解决的问题
案例分析：立足当代，以战略眼光谋求未来发展
——体制改革中的上海芭蕾舞团生存现状调查
第四章 中国演艺业宏观管理改革的战略设计（1）：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
政府行政力的再规范
借鉴“一臂之距”原则，建立政府与艺术机构之间的双向保护层
尊重艺术创作自由原则
用立法规约政府的及其与艺术表演机构的关系
案例分析：以《新暗恋桃花源》项目为例
谈“跨界艺术资源整合”的创作与营销模式
第五章 中国演艺业宏观管理改革的战略设计（2）：建构有利于艺术机构自主发展的制度环境
关于非营利性机构的进一步讨论
规范营利艺术机构的行为，形成演艺市场的有序竞争
建立完善的事业法人制度，鼓励非营利艺术机构的发展
推动演艺市场投融资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调整结构，整合资源，形成中国演艺市场的产业优势
案例展示：铸造国之戏端，传导民之心话
——浅谈中国国家话剧院运营管理
第六章 中国演艺业宏观管理改革的战略设计（3）：关于国有艺术院团产权变革的理性思考
产权属性在文化产品中的演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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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艺术院团产权改革的特殊性
国有艺术院团产权改革的基本思路
国企产权改革成果对院团改制的启示
国企改革给予艺术院团带来的理性思考
案例展示：江苏省演艺集团独具特色的运营模式
第七章 演艺团体的领导者
思想变革、体制变革对艺术团体领导者提出的要求
创新：领导者应具备的心理素质
博学：领导者应具备的知识素质
谦和：领导者应具备的人格魅力
果敢：领导者应具备的行动能力
两种不同的领导角色：艺术总监和总经理
案例展示：演艺业的管理大师迈克尔？
凯撒与肯尼迪中心
第八章 演艺团体和剧场的产业化运作
演艺团体和剧场的产业化运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要积极争取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演艺业的发展
按照产业化规模经营的要求，实现优势互补
明确定位，打造区域文化品牌，在高起点上运作
利用现代化手段，建立互动平台，做好演艺市场的营销
充分利用演艺资源，拓展演艺类的延伸产品
案例展示：运营模式创新的成功典范——————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第九章 演艺活动中的舞台管理
舞台管理的两种类型
舞台管理者——-舞台监督
舞台管理流程
舞台突发事件的处理
舞台监督与各部门的关系
舞台监督应具备的素质
案例展示：以“水立方”为例析剧场空间的职能管理
第十章 旅游演出——关乎山与水的盛宴
国内外旅游演出发展概况
旅游演出概念界定
旅游演出商业模式分析
四类典型的旅游演出商业模式
旅游演出商业模式需要进一步优化创新
案例分析：以《长恨歌》为例分析实景历史舞剧的竞争模式
第十一章 音乐剧的运营与管理
国外音乐剧产业的运营与管理
中国音乐剧的探寻之路
国外音乐剧产业运营与管理经验带来的启示
中国发展音乐剧产业的构想
案例展示：电影收入的延伸——美国音乐剧《狮子王》
案例分析：涉外文化艺术表演项目报批程序问题分析及解决对策
第十二章 观众拓展
观众与观众拓展
艺术参与动机与阻碍及相关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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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拓展的途经
案例分析：古琴艺术北京地区观众拓展方案
附件：表演艺术观众拓展调查问卷
第十三章 我国演艺业投融资
我国演艺业投融资概况
我国演艺业投融资机制的探索
演艺业投融资机制的启示
实践报告与启示：宋城集团
案例展示：非营利性演艺机构融资问题个案研究——之香港中乐团
第十四章 文化艺术类基金会
我国文化艺术基金会发展概况
上海、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运作模式
欧洲文化基金会与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从与社会各方互动关系模式
我国文化艺术基金会未来发展之路
案例展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与上海大剧院携手引进音乐剧《狮子王》
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携手在京企业推出“欢乐社区行”系列演出活动
第十五章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产业化运作
——以甘南藏族自治州民族文化资源为例
甘南藏族自治州民族文化资源概述
甘南藏族自治州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价值
甘南藏族自治州实地调研情况
甘南藏族自治州民族文化资源开发趋势
甘南民族文化资源产业化运作的新视角——-文化产业集群模式
甘南藏族自治州文化产业集群基本体系构建中政府的角色
甘南藏族自治州文化产业集群体体系的重要环节——-产业链体系的构成
案例分析：民俗旅游演艺产品的异地化模式初探
——以“深圳民俗文化村”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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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跨界艺术资源整合的基本形式：跨地域整合指不同国家、地区、城市之间艺术资
源的整合；跨门类整合指音乐、戏剧、戏曲、电影等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资源整合；跨机构整合指创
作、流通、发行等不同功能的艺术机构之间的资源整合。
 2.跨界艺术资源整合的效益：创意制造悬念，不同范畴的艺术理念的碰撞，会产生一种强大而未知的
创造力，从而转化为文艺创作新的动力；整合扬长避短，将不同的艺术资源扬长避短、融合重铸，有
助于增强项目的综合实力，培育更大的消费人群；融会促进交流，文化交流从观演提前到策划和创作
环节，有助于增进认同感，消解不同文化间的障碍。
 （二）整合之前，做好艺术与市场可行性调研 在有了项目的创意之后，如果有“跨界整合资源”的
想法，首先考虑为什么要整合，与谁整合。
建议做一份关于针对市场的SWOT（优势、劣势、机遇、风险）报告。
“资源整合”与“单体作战”、“与甲整合”以及“与乙整合”的成本和效益是什么？
如果同时存在机遇和风险，项目会获得什么？
失去什么？
在明确了这些问题之后，就可以选择一个最可行的方案，选择整合对象，策划整合的具体步骤。
 （三）整合之中，兼顾项目各方面的有效融合 “跨界艺术资源整合”的合作方之间往往存在隔阂，
它可能是机制体制上的，也可能是艺术门类上的。
作为合作方，首先，要求同存异，尽量遵循合作中的“木桶短板”理论，有意识地兼顾相对弱势方的
利益，彼此关照、主动融合；其次，为保证项目的整体利益，建议在项目整合过程中，设立项目的艺
术总监和日常运营主管，对各项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及合理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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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管理》编辑推荐：每个章节都附有“案例展示”或“案例分析”，且全部是第一手的鲜活资料
。
《艺术管理》可供高等院校艺术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课堂使用，也可供文化部门的政府官员、艺术团体
、剧场的管理者和所有关心这个话题的读者朋友们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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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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