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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管理是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等环节来协调艺术活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以期更好地达成组织目标的过程。
艺术管理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艺术市场、艺术策划、艺术创意、文化产业、创意经济等。
它的相关学科有艺术理论、文化学、管理学、创造学。
《艺术管理》共十章节，内容包括绪论、艺术、管理与艺术管理、艺术家、艺术消费者与艺术管理者
、艺术门类、艺术评价与艺术品价格、组织与艺术组织等。
《艺术管理》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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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希俊，男，湖南隆回人。
1992年首都师范大学管理系研究生毕业。
2005年9月至2011年4月担任中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党委书记，现任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党委书
记、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管理及中国书法，公开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5部。
承担国际合作和省部级项目5项；企业合作项目20余项。
多次随艺术家代表团访问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韩国、日本等国家。
主要社会兼职有：全国艺术学学会理事；全国艺术学艺术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中国高教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理事；湖南省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书协教育委员会
副主任；湖南省企事业书协副主席；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委员会编委。
 李精明，男，1987年1月生，湖南望城人。
2010年6月本科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业设计系。
获工学学士学位。
2010年—2012年在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就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管理、设计管理。
设计作品“一种伸缩式钥匙串”、“折叠椅设计”分别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国家外观专利。
参与艺术管理、设计管理相关课题研究多项：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多元视角
下的设计管理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中央高校科研业务专项研究项目重点课题子课题《当代中国社
会转型期艺术设计语言与艺术管理研究》、中南大学研究生重点课程和教材建设项目《艺术管理学》
、中南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设计艺术创新人才的多元培养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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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艺术管理学科发展历史 一、国外艺术管理的发展 二、我国艺术管理的发展 第二节
艺术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及目的 一、艺术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二、艺术管理的目的 第三节艺术管理学研
究的内容及范围 一、国外学者对艺术管理学研究内容的论述 二、国内学者对艺术管理学研究内容的
论述 三、确立艺术管理学研究内容的几点建议与思考 第四节艺术管理学的学科性质 一、艺术管理学
学科归属的两类分歧 二、研究艺术管理学学科性质的两种视角 第五节艺术管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一、艺术管理视角下艺术门类范围界定 二、艺术管理学与艺术理论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 三、艺术管
理学与管理学、门类艺术的学科关系 第二章艺术、管理与艺术管理 第一节艺术的起源、定义及作用 
一、艺术的起源 二、艺术的定义 三、艺术的作用 第二节管理的含义与性质 一、管理的含义 二、管理
的性质 第三节艺术管理的定义与框架 一、艺术管理的定义 二、艺术管理的框架 第三章艺术家、艺术
消费者与艺术管理者 第一节艺术家 一、艺术家的基本素质 二、艺术家的创造个性 三、艺术家的形象 
第二节艺术消费者 一、艺术消费现状 二、艺术消费者的消费动机 三、影响艺术消费者行为的因素 四
、艺术消费者面临的困境 五、促进艺术消费的措施 第三节艺术管理者 一、艺术管理者的分类 二、艺
术管理者的工作内容 三、艺术管理者的素质 四、艺术管理者与艺术家、艺术消费者的关系 第四章艺
术门类、艺术评价与艺术品价格 第一节艺术门类 一、艺术门类的划分 二、艺术管理视角下的艺术门
类划分 三、艺术类型 第二节艺术评价 一、艺术评价的要素 二、审美文化对艺术评价的影响 第三节艺
术品价格 一、艺术品定价与艺术评价 二、艺术价值与艺术品价格 三、艺术产品定价 第五章组织与艺
术组织 第一节组织概述 一、从一般组织到艺术组织 二、非正式组织 三、艺术组织的发展 第二节艺术
组织类型 一、营利艺术组织与非营利艺术组织 二、政府部门 三、艺术企业组织 第三节组织理论 一、
古典组织理论 二、行为组织理论 三、现代组织理论 四、艺术组织理论的发展 第四节艺术组织设计 一
、组织设计的任务和内容 二、艺术组织设计的原则 三、艺术组织结构类型 第六章艺术管理的环境 第
一节环境的构成与分析 一、艺术管理环境的构成 二、艺术组织与环境的关系 三、环境分析方法 第二
节政策法规 一、艺术管理与政策法规 二、文化政策法规分析 第三节经济环境 一、艺术管理与经济环
境 二、经济环境分析 第四节社会文化环境 一、艺术管理与社会文化 二、社会文化环境分析 第五节技
术环境 一、艺术管理与技术 二、技术环境分析 第七章艺术传播 第一节艺术传播概述 一、传播与艺术
传播 二、艺术传播的历程 三、艺术传播的分类 第二节艺术传播的模式与功能 一、艺术传播的模式 二
、艺术传播的功能 第三节艺术传播要素分析 一、艺术传播主体分析 二、艺术传播内容分析 三、艺术
传播媒介分析 四、艺术传播受众分析 五、艺术传播效果分析 第八章艺术市场 第一节艺术市场概述 一
、艺术与市场的关系 二、艺术市场的范围 三、艺术市场的本质 第二节艺术市场细分与目标定位 一、
艺术市场细分 二、艺术企业目标市场选择 三、艺术企业市场定位 第三节艺术市场营销 一、艺术营销
概述 二、艺术市场营销基本要素 三、艺术市场营销过程 四、网络艺术市场营销 第四节艺术市场管理 
一、艺术市场管理的主体 二、艺术市场管理的内容 三、艺术市场管理的手段 第九章艺术产业 第一节
艺术产业概述 一、文化产业与艺术产业的含义 二、艺术产业发展的背景 三、艺术产业化的影响 第二
节文化（艺术）产业理论 一、文化（艺术）产业理论的划分 二、文化（艺术）产业的文化学研究 三
、文化（艺术）产业的经济学研究 四、文化（艺术）产业的社会学研究 第三节艺术产业的发展概况 
一、我国艺术产业的发展概况 二、欧美艺术产业的发展概况 三、日韩艺术产业的发展概况 第四节艺
术产业管理 一、美、英、韩艺术产业管理经验 二、我国艺术产业管理问题与建议 第十章历史、现状
与未来：艺术管理的发展 第一节艺术管理发展的历史动因 一、经济因素 二、政策因素 三、学科因素 
四、观念因素 第二节分化与综合：艺术管理学科发展的趋势 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二、从艺术管理
向艺术门类管理发展 三、从艺术管理走向文化管理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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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按管理人员的职务范围分类 艺术管理者因与艺术家、政府、观众和建筑物
的关系不同而担负着不同职责，具有不同的作用。
有的作为艺术家的管理者，艺术家自己打理自己的事物，作品定价、做宣传，与目标群体接触、协商
；有的管理者与艺术家合作，共同协商事务，管理者与艺术家之间没有领导者与被领导的关系，他们
之间相互尊重；有的管理者被知名艺术家雇用，为艺术家服务，为艺术家策划展览，销售作品，保管
艺术家的演出乐器、服装等；有的管理者是艺术团体的董事，为艺术家团体制定计划和战略目标，筹
措资金等；有的作为观众雇员的管理者，为观众的诉求、利益服务；有的作为博物馆、美术馆等建筑
物的管理者，在保护建筑物的同时，使建筑物得到充分的利用，发挥其价值。
 作为艺术家的管理者。
许多“自由”艺术家实际上自己做自己的管理者。
这在视觉艺术中尤为普遍，艺术家为自己的作品定价钱，作广告，留心自己的名声，并为了自己的利
益与美术馆协商。
 作为与艺术家合作者的管理者。
这可能是最通常的关系，这种作用的范例来源于20世纪，例如亨利·欧文和布拉姆·斯托克之间的关
系，双方互相尊重对方的特性。
 作为艺术家雇员的管理者。
这存在于各种艺术中——私人代表、独家代理商、服装员和同伴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仆人。
当这种所谓的管理员掌握了口授给他的管理手段并达到了管理目的时，这种关系就不稳固了。
 作为艺术家董事的管理者。
这种关系也同样不稳定，因这时艺术家既有他的艺术目标，又拥有口授给他的实现艺术目标的方法了
。
但仍有这样的例子——出版商给雇佣作家口授大纲的风格，或商业性美术馆要画家画些显示其特定才
华的特殊作品。
 作为政府雇员的管理者。
虽然只有少数管理员把自己看做仅仅是政府的雇员，但确实有一些人认为他们的首要职责与其说是对
某些特定的艺术或观众负责，不如说是对政府负责。
参与审查的小组人员（官方或自命的）常用这种眼光看待自己。
 作为观众雇员的管理者。
对有些管理人员来说，观众即时感到幸福、愉快比艺术家更为重要。
船上或假日宿营地娱乐官员认为让观众享受快乐是他们的首要职责。
 建筑物的管理者。
城市中的建筑物、新剧院和艺术中心的增加意味着，许多管理人员（尤其是地方当局中的管理人员）
的首要职责是保持建筑物的充分利用，主动招揽顾客，最重要的是保持它的开放。
从最坏的情况来考虑，这种做法可引起一种观念的产生，即成功仅仅意味着使建筑物客满，而不顾那
项活动对艺术家或观众是否真正有益。
对年代较久的建筑物，我们可能会为它们的维修感到烦恼，而不从根本上去考虑他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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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管理》共十章节，内容包括绪论、艺术、管理与艺术管理、艺术家、艺术消费者与艺术管理者
、艺术门类、艺术评价与艺术品价格、组织与艺术组织等。
《艺术管理》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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