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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庆市场需求看高职文化市场经营管理人才培养的紧迫性 

张 东1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系；中国重庆 400055) 

【摘 要】本文主要根据对重庆文化产业类相关单位的走访和问卷调查，从文化产业的行业规模、重庆市文化产

业的特征、发展前景及专业能力要求等方面论证了文化市场经营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对该专业

高职人才的能力标准提出了初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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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0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并将其作为推进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建设的重大举措。在这个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纷纷提出了要建立“文化大省”和以“文

化立市”的战略目标，并且还将文化产业作为了本地区未来的经济增长点，文化产业发展的势头极其迅猛。2006年 9月 13日由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在建设先

进文化、培养文化人才中的重要作用„„鼓励有条件的高等学校整合相关学科资源，集中开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重大理论和

现实问题研究，为先进文化建设服务。鼓励文化单位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高级研修班、培训班，培养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

经营管理人才。笔者认为，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专业人才主要是指具有扎实的文化基础知识和良好的文化艺术鉴赏能力，具有

广阔的国际视野，掌握文化产业的经营特点和运作规律，了解国内外文化艺术发展趋势，同时具备现代管理、现代经济和法律

知识，能从事文化市场营销、推广和经纪人事务的高级管理人才。 

为了深入了解文化产业类人才需求状祝，2007 年笔者所在单位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由我负责走访了成渝两地的文化产业

相关单位和部门进行调研，通过调研了解到文化市场经营管理专业人才极为缺乏，本文主要依据重庆文化产业市场调研情祝，

将该专业人才培养的紧迫性作一个简要分析。 

一、从行业规模来看，文化产业的行业细分需要大量文化市场经营管理人才 

2004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将“文化及相关产业”界定为伪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

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按照文化活动的重要性分为文化服务和相关文化服务两大部分，并根据部

门管理需要、文化活动特点及产业链细分为 9个大类，再分为 24个中类、80个小类(参见表 1:文化产业的行业构成及层次关系)。

其中，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几个大类亟需文化市场经营管理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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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产业特征来看，培养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人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 

(一)文化产业是快速成长的新兴产业。重庆文化产业的基本现状是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增长势头强劲，体现了新兴产业快

速成长的特征。2005 年重庆文化产业全部从业人员数占全市从业人员数量的 1.7%，占城镇从业人员的 4.5%;增加值占当年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2%。按可比价计算，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 25.9%，较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 14.4个

百分点。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增长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3.6，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住 2个百分点。 

(二)文化产业是潜力巨大的朝阳产业。文化产业的崛起代表了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大趋势，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

重庆文化产业的相对落后，表明重庆文化产业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和发展潜力。国家统计局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对 2004

年 31 个省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显示，当年重庆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在全国排名第 22 位，在西部排名第 5

位;增加值占 GDP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75个百分点，在全国排名第 17位，在西部排名第，位。2005年重庆市文化产业从业

人员人均增加值为 2.40万元，比 2004 年提高 40元，但仍低于 2004 年全国文化产业劳动生产率 3.45 万元的平均水平。 

(三)文化产业是正在形成中的支柱产业。按照经济学界的一般观点，一个地区某一个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达到了 5%，

这个产业就应视为该地区的支柱产业。重庆文化产业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成长为支柱产业是必然的结果。如果重庆文化产业与

GDP 均保持 2005年的增长速度，则只需要五年时间、即在 2010年内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就能达到 5%。 

总之，从总量小、增长快、潜力大的产业特点判断，重庆文化产业正处于高速成长期的初期阶段。 

三、从产业发展前景来看，文化市场经营管理是极具活力的新兴高职专业 

从产业特征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分析，重庆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应该充分看好。在未来十余年内，文化产业可望成长为产出

巨大、从业人员众多的支柱产业。高职教育要贯彻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指导方针，突出职业能力培养，专业的开发、

整合和建设都应适应市场的需求和变化。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和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高度重视为高职文化产业类专业的开发提供

了新的方向和契机。由于文化服务核心和外围层市场拓展的不断加宽和市场细分的不断深入，文化市场经营管理专业人才尤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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匮乏。未来十年，重庆市文化产业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一)文化产业将保持高速增长。从发展文化产业起步较早的国家看，文化产业的发展走上了一条高速增长、没有止境的道

路。保守预测 2006-2010 年重庆文化产业年均递增 17.1%。根据 2005 年制定的《重庆市文化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

目标:倒 2010 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 147 亿元，占当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3%计算，2006-2010 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的

年递增速度将达到 17.1%，较 GDP的递增速度 9.8%高出 7.3个百分点。 

2006-2010年重庆文化产业可望年均递增 22.4%。2007年国家批准在重庆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重庆雄心勃勃

地推进“一圈两翼”，发展战略，投资的增长及其乘数效应将有力地推动 GDP的高速增长。重庆现价 GDP 在 2010年可望达到 6100

亿元的水平。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当年 GDP的比重要达到 3%，则文化产业增加值应为 183亿元，较 2005 年年均递增 22.4%。 

(二)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将大量增加。文化产业的发展将推动从业人员的增加。预期重庆市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增加值快

速提高，2010 年提高到 2004 年全国 3.45 万元的平均水平，那么，2010 年文化产业增加达到 147 亿元对应的从业人员数为 426

万人_较 2005年递增 8.9%;增加值达到 183亿元对应的从业人员数为 53.0万人，较 2005年递增 13.8%。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需

要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管理人才。 

到 2010年，重庆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有 42.6-53.0万人。根据管理学经验，每 7名从业人员配备一名管理人员计算，需要

5.3-6.6万名管理人员。以电影服务业为例，重庆市共有保利万和、UME、华纳、横店等 4条电影院线，共有电影放映机构 60余

家，按照每个电影放映机构需要 4 名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人员(经理、副经理、市场部经理、推广部经理)来算，仅电影放映机

构就需要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专业人才 240 名，而现有相关机构的从业人员主要是聘请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人员，一般未经过

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专业学习，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专业人才的缺乏，制约了重庆电影服务业的发展。 

(三)社会需求引领文化产业的发展重点。以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设计服务、旅游、休闲娱乐、会展等为代表的文化

产业将在社会需求变化的深刻影响下加速发展，它们将形成巨大的文化市场，拥有丰富的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而这些产品的

开发和销售都需要大量的文化市场经营管理人才。 

(四)文化产业将深刻影响传统行业的发展。以创意为核心的文化产业的示范带动效应将使文化要素注入到大量的传统行业

中，促进其改变原有生态，从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系统运行方式的渐变。品牌、设计等非物质因素在商品价值构成中的作用日益

突出，成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创意产业的形成和规模化发展需要大量的文化市场经营管理专业人才，他们将在

产品赢利点的寻求、系列产品的推广、产品销售链的控制以及引领人们的消费需求等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 

四、从专业能力要求来看，培养文化市场经营管理专门人才是文化产业类专业要求提升的

需要 

文化产业具有自身的特点，文化产业的管理应适应文化产业自身的特点和运行规律的要求。但是，从全国来看，文化产业

人才的培养滞后于文化产业的发展，缺乏擅长市场经营管理的人才，文化产业各个领域的管理水平普遍偏低。在《国家“十一

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继续实施“四个一批”人才培养计划，着力加强领军人物和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

培养。 

而现有的文化市场经营管理人士一般都未接受本专业高等教育，都是从其他行业(专业)转型而来，专业能力的系统化程度

低，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的缺乏导致不能适应相应的工作，工作效率低下，工作附加值偏低，工作中缺乏创新性。所以高职文

化市场经营管理专业开发、建设和人才的培养就迫在眉睫。从重庆的情祝看，目前尚无一所大学开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只有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等几所高职院校刚刚成功申报文化市场经营管理专业，要 2008年 9月才第一次招生，因此经营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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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的问题尤其突出，导致重庆丰富的文化资源整合开发不够，形成不了具有独特个性和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体系和品牌体系，

文化产品稀少且经营粗放。通过本专业开发组对成渝文化产业相关单位的市场调研，发现文化产业各类人才都很缺乏，文化市

场经营与管理人才尤其短缺，已经严重制约文化产业发展，重庆地区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人才缺乏现象显得尤为突出(调研情祝

详见表 2)。 

笔者通过《市场调研和主持文化市场经营管理》新专业开发的研究成果看来，文化市场经营管理专业人才至少应由专业基

本能力和专业核心能力构成(具体内容见表 3)。要系统培养本专业人才，建构职业能力体系.必须通过高等职业教育相应专业的

开发和建设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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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文化产业和高职教育的不断发展，文化市场经营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将会倍受相关高职院校

的重视，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建设、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定会不断进步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