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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公益文化事

业单位的人才承担着公民休闲娱乐、文化意识宣传与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社会职

能。面对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公益文化事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相对

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情形有了很大的改观和提升，但文化人才队伍总体状况与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要求还不相适应，存在着总量不足、结构不优、青

黄不接等问题，制约了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本文以杭州少年儿童公园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公园人才队伍存在的问题及原

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的相应措施——引入“项目化管理”，即

将公园临时性的群众文化活动、公园环境提升等任务打包成一个个项目，由临时

组建的项目组成员共同合作完成。在实践中，少儿公园将“项目制管理”作为培

养人才综合能力的一个重要方式，“项目制”不惟资历、学历和岗位，有能力就

有机会参与项目实施，激发了职工的参与积极性， 锻炼了人才系统思考能力、

管理驾驭能力、总结完善能力等，是人才综合能力的一个系统拔高训练，期间，

领导和科室负责人的帮助、指导，加快其成长进步。 

为有效检验“项目化管理”对人才的激励功能，本文通过访谈、问卷调查，

结合默顿的功能分析范式对少儿公园推行项目化管理的功能进行分析，从而全面

了解“项目化管理”对职工产生的激励正功能、激励负功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优化少儿公园项目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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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our socialist culture, the personnel team 

working in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is the base and the talent is  the key, as they 

bear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mass entertainment,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propagand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core social value system. With the deepening reform of 

our cultural system, it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and upgraded in our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with respect to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compared to that under the 

planned economic system.However,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cultural personnel is ye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ra forbuilding a country with powerful socialist 

culture.There are several existing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personnel, to be 

optimized staffing structure, temporary shortage of talents, which all restrict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n this paper, we choose the Hangzhou Children's Parkas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associated with the park 

personnel.On this basis, we put forward a sound mechanism for personnel training 

measures, "project management".Tasks such as temporary 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e 

park, improvement of the park environment will be packed as projects. All the 

members in a project team formed by needswill work together to complete the task. In 

practice, the children's park employs the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as an 

important way to encourage and develop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each potential 

talent. With “project system”, any person with potential capacity or creativit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jectregardless of their seniority, education or job 

titles, which could stimulatethe staff motivation, train the thinking ability of talent 

system as well as the abilitiesto controlthe park activities and to summarize and 

improve.Thus，this is a comprehensive training proces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overall 

personnelcapacity, while the help and guide from the institutional leaders and 

department headswill definitively accelerate its progress and growth. 

To effectively test the incentive functions of "project management" for personnel 

talents, we employ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combined with Mertonparadigm of 

functional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consequence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management” at the children’s park. We try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project management" on park personnel, and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to optimize the “project management” at Children's Park. 

 

 

Keywords:Public culture, Public service institution, Personnel training,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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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1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1．研究背景 

公益性文化事业是我国公共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体

制改革的重要对象。在我国，文化事业的职责是传承、弘扬、创新和发展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确保公民享有文化权利，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构建

和谐社会主义，以及推进国际多样化的文化交流等。 

文化体制改革前，我国文化事业单位实行事业编制，吃的是“皇粮”，有关

单位发展的经费和人员的工资都依靠财政拨款，这种过度依赖的现状直接导致文

化事业单位竞争意识缺乏、自我生存能力差、文化资源配置低效，而人员、机构

却增长迅猛，又进一步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文化体制改革实施以来，在

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实行分类指导的方针背景下，文化

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但与之相对比的是，公益性文化事业领域的改革发展步伐

缓慢。 

文化建设首先在人，作为传播公益文化的主体，公益文化事业单位的职工肩

负着保护和传承人们共有的公益文化艺术的责任，需要具备创造力、执行力等基

本职业素养。目前，我国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因为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形

成的机制僵化、制度落后、人才流动困难、服务意识薄弱等问题，使得职工普遍

存在人浮于事，效率意识差、缺乏竞争意识和激励机制的问题，成为了制约公益

性事业单位发展的“绊脚石”。因此，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结合当前体制改革

转型的背景，解决好“人”的问题，即不断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增强员工的服

务意识和责任意识，练就一支高效、有创造力的文化管理、技术人才队伍，以促

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文化服务的目标顺利实现。 

人才的素质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单位的人才培养机制决定的，而当前我

国文化事业单位的人才培养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文选取杭州少年儿童公

园（简称少儿公园）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对其引入项目化管理，采用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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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来执行任务和实现目标，进而促进人才培养的个案进行研究，利用社会学理

论对项目化管理模式进行了功能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项目化管理实施的优

化完善，为其他公益文化事业单位人才培养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2．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论文的研究是基于少儿公园的项目化管理推行后对人才培养的作用而提

出的，因此，本次研究的目的： 

（1）研究项目化管理对文化事业单位体制的影响。与事业单位的科层制不

同，项目化管理需要的是扁平化的管理结构，因此，在事业单位传统的科层制中

“嵌入”项目化的实践，能否对人才的“束缚”起到修补、改善和发展。 

（2）研究项目化管理对职工工作及态度的影响。事业单位引入项目化管理

模式，少儿公园职工对此反应如何，参与项目制的职工对于工作满意度、工作积

极性、创造能力是否得到了改善。 

（3）研究项目化管理对人才评估的影响。项目化管理能否真正将有思想、

有能力、有创造力、有毅力的人才突显出来，是否能通过参与项目了解人才存在

的问题、摸清人才队伍层次，为研究人才培养发展方向提供依据。 

（4）项目化管理这一企业化管理工具，在少儿公园事业单位运用过程中遇

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难点问题是什么，如何进一步改善，更好地指导少儿公园人

才培养的实践，并为其他类似的公益文化事业单位中“人才问题”提供借鉴经验。 

（二）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综述 

随着“文化”的因素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文化管理成

为了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许多国家发展文化采用的是市场化的方式，无论

是盈利的或非盈利性文化机构，在用人机制、激励机制、人才培养等各方面有自

己的优势和特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从文化人才培养的政府政策支持来看，各国政府均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很多有

效的融资模式，通过刺激文化机构经费的多渠道来源，为加大文化人才培养提供

充足的资金保障。在美国，根据《国家艺术和人文基金会法》规定，非营利性质

的文化艺术机构和艺术家及其赞助者将享受到由政府提供的资助、税务优惠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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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在日本、韩国，政府则大胆采取与民间“协作融资”的方式，设立相关基金

自主资助文化行业，这些机构除了负责制定文化产业政策、产业内容外，主要职

能就是组织人才培训。在英国，则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将国家彩票的部分

收入用于投资建设文化基础设施、优秀艺术作品的发展和文化人才的培养，形成

了彩票基金投资文化行业的新方法。①同时，英国还采取了国家“协同资助”企

业艺术捐助的做法，有效激发了不少民间工商企业公司加人了赞助行列。② 

对文化人才的重视和合理开发培养，也是各国对文化人才培养的重点内容之

一。如在美国，博物馆虽然有国立、私立之分，但都坚持公益的属性，且没有发

生博物馆工作职员人浮于事和无所事事的情况，这与博物馆重视人才，合理开发

使用人才密切相关。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除极少数高层领导外，待遇和地位

高的是专业人员，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和骨干都是研究本部门文物的专家；在用人

机制上，大都会各部门及职员之间，都职责分明，能按程序高效运转，其中博物

馆的正式人员只有 100 多位，主要是管理和专业人员，而义工多达 700 多人，从

事警卫、卫生、餐饮等服务工作，这种配置保证了管理和专业人员不仅待遇高，

而且能够集中精力从事本职工作，成效显著；在人才培养上，博物馆每年都要划

拨充足的资金用于研究、考察以及作为研究成果的奖励，每年还花钱请世界各地

派员来访问交流学习，从而推荐馆内人才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③在英国，政府

的文化相关部门会定期发布人才报告及培养计划，为文化行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同时积极推动各类创意文化产业高教论坛，根据业界需求，高校增设文化产业新

课程，注重教学和实践相互促进。在德国，政府重点加大服务文化产业应用型人

才的职业培训质量，认为对即将从事和已经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才来讲，提高业务

素养和开阔工作思路的有效途径就是职业教育，如一名好的的出版人不仅要学会

选题策划和文字编辑，还要精通发行、物流、营销、公关等业务知识并及时学习

他国出版产业经验，因此，德国国内职业教育方面机构很多，有力地助推了德国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④ 

从文化人才培养的激励来看，在美国，政府不直接干预文化的内容和形式，

而是采取自由竞争的政策，把财政拨款作为促进严肃艺术发展的杠杆，在刺激产

                                                 
①张瑾：《国外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经验借鉴》，《现代经济信息》，2010 年，第 24 期，第 281 页 
②胡熠：《欧美国家文化管理的经验与借鉴》，《行政论坛》，2002 年，第 1 期，第 80 页 
③李修松：《2002 年中国博物馆考察团赴美国考察报告》，《中国博物馆》，2003 年，第 3 期，第 85 页 
④陈淑荣：《欧洲文化产业发展及其对河北省的借鉴作用》，《商业时代》，2013 年，第 19 期，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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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推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具体做法是国家对文化单位拨款

数的额多少，取决于创作的艺术作品的质量高低、单位自创收入的多少与，质量

越高、自创收人越多，对其的拨款和引入的赞助相应增多。拨款一般是根据项目

下拨，即对艺术作品这一项目的质量进行评估，然后决定下拨财政资助的多少，

这一机制有利于刺激非营利团体改善自身经营、积极开展艺术创作，进而促进文

艺单位及其人员的培养力度，同时也避免了按照人头拨款造成的不求上进，人才

荒废的劣势。①此外，欧美各国的艺术团体，其职员均实行合同聘用制，聘用人

员分固定工和临时工两种，美国的固定工比例相对较小，一般仅保持 30%左右，

而西欧国家，比例则大一些，一般在 50%一 60%，由于一个位置往往有很多人

等着，竞争激烈，员工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原则下，自然会刻苦努力提高

水平，主动参加各类培训。② 

在人才培养开发上，各国的文化企业也各有特点，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的。其中 有特色的是韩国文化企业，初步形成了文化艺术和文化产业“双赢”

的培养模式，即在人才管理上推崇学校、产业和艺术家之间产学研联手，成立“CT”

产业人才培养工作委员会，其工作任务就是负责文化人才培养计划的制定、协调、

开展等。③同时通过校企合作探索实施文化行业的从业人员资格培训，有力推动

了文化行业人才培养工作。 

2．国内研究综述 

目前我国文化研究领域里，对于体制改革转型时期，有针对性地对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中“人”的研究不多。在知网上，笔者以“文化单位人事”、“文化事业

单位人才”、“文化企事业劳资”作为关键词和主题词进行检索，结果为零；以“文

化事业人事”检索，找到相关文献 3 篇；以“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检索，找到相

关文献 31 篇。检索出的针对“人事”、“劳资”的相关研究都散见于公共部门人

力资源管理的文献中，这些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1）有关国内文化产业人才开发的研究 

张友臣的《关于我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忧思》认为，文化产业是目前的热

门产业，近年来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发展迅速，但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①胡熠：《欧美国家文化管理的经验与借鉴》，《行政论坛》，2002 年，第 1 期，第 80 页 
②胡熠：《欧美国家文化管理的经验与借鉴》，《行政论坛》，2002 年，第 1 期，第 80 页 
③许为民，曹峰旗:《韩国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与启示》，《理论导刊》，2008 年，第 2 期，第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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