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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艺术节作为我国最高级别的艺术盛会，从1987年起至今已举行了九届。
这项具有全国性、群众性的国家文化艺术节日，以活动为平台，展演为引擎，既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
事业的繁荣发展，也推动了举办地经济社会的进步，不仅在实践层面促进中国社会发展，而且在改革
层面，对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对中国艺术节的理论研究还没有完全展开。
蒋昌忠、杜建国、傅才武编著的《中国艺术节实证研究调查报告（共2册）》作为学术界第一个以中
国艺术节为研究课题的重要成果，是一次具有探索性、开拓性的研究实践。
《中国艺术节实证研究调查报告（共2册）》分上下卷，对第一届至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运作模式和
办节机制，特别是对在湖北举办的第八届中国艺术节的创新与发展以及国家艺术节对中国社会发展的
意义、影响和作用等进行了实证调查研究与科学总结，把握其中规律，分析得失利弊，为今后举办中
国艺术节提供借鉴，对中国艺术节的良性发展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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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才武，男，1966年生，湖北崇阳人。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近5年来，先后主持和协助主持（执笔）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湖北省重点文化规划项
目和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委托的大型文化政策研究课题30项，提交的多项政策研究报告被文
化部、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采用，出版各类著作7部，发表有关艺术经济、文化管理、文化产业、公
共文化政政策方面的论文40多篇，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评审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项目终审专家、全国文化馆服务标准技术委员
会委员、全国文化艺术资源服务标准技术委员会委员、文化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组成员、湖
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总体规划评审专家。

蒋昌忠，男，1946年生，湖南湘乡人。
1968年大学本科毕业。
国家一级美术师，高级工程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其作品入选过第十届全国美展及部分省、市大展，曾获1999年全国工艺美术、书法大展特别金奖等奖
项,先后在中国美术馆、美国纽约、日本名古屋等地举办过个人画展，并被美国、加拿大、法国、奥地
利、巴西、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及香港、台湾地区多家博物馆、美术馆和个人收藏。
自1983年以来，历任湖北省钟样县县长，洪湖市市长、市委书记，荆州市委常委、秘书长，随州市市
长、市委书记，湖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湖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等职。

杜建国，男，1956年生，四川旺仓人。
1975年4月参加工作，198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毕业。
曾先后任湖北省文联办公室主任、秘书长，1994年任湖北省文联执行副主席，1996年任湖北省社科联
副主席、党组副书记，2002年任湖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2003年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2006年任湖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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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艺术节作为我国最高级别的艺术盛会，在从1987年至2007年的20年里共举办了七届，即1987
年&ldquo;北京第一届中国艺术节&rdquo;、1989年&ldquo;北京第二届中国艺术节&rdquo;、1992
年&ldquo;昆明第三届中国艺术节&rdquo;、1994年&ldquo;兰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rdquo;、1997
年&ldquo;成都第五届中国艺术节&rdquo;、2000年&ldquo;江苏第六届中国艺术节&rdquo;、2004
年&ldquo;浙江第七届中国艺术节&rdquo;。
　　2008年第八届中国艺术节在湖北举行之前，为进一步总结历届中国艺术节的经验，湖北省文化厅
与华中师范大学组成了&ldquo;中国艺术节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与影响的实证研究&rdquo;
课题组。
课题组分别赴北京、云南、甘肃、四川、江苏、浙江对第一届至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过程、经验、模
式进行了文献调查、实地考察和个案访谈，在南京和杭州两地还进行了问卷调查。
在南京和杭州市区各发放公众问卷1000份，分别回收有效问卷994份和974份，有效回收率分别为99. 4%
和97. 4%。
与此同时，为了掌握中国艺术节对文艺工作者的影响，课题组还在浙江省发放了文艺工作者调查问
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10份，有效回收率为82%。
调查结束后，课题组对问卷数据进行了录入与统计处理，共录入约250000个数据，并对其进行了统计
分析，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
　　本课题组通过文献收集、实地调查访谈，在全面掌握历届中国艺术节详细情况的基础上，不仅撰
写了有关各届中国艺术节的研究报告，而且分别从中国艺术节的兴起与发展、组织模式与运作机制、
影响力、经验与启示等方面撰写了有关中国艺术节的总研究报告，并为今后更好地举办中国艺术节提
出了一些对策性建议，以期提升中国艺术节的生命力。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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