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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艺节”是群众欢乐的节日

“九艺节”开幕前投入使用的广州大剧院，是华南地区最先进、最完善和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表演艺术中心

调查发现，被调查者年龄、职

业、学历、居住区域以及收入水平

等因素影响着他们参与中国艺术

节的程度，不同社会群体对艺术

节的评价有所差异。

青年群体、本科学历者、专业

（技术）人员等对艺术节主题知晓

度最高

总体来说，通过举办方的有

力宣传，民众对“九艺节”有较高

的知晓度。根据节后的统计数据

分析，从年龄层次看，19-40 岁的

青年民众对艺术节的主题了解最

广泛，59.6%的青年民众知道艺术

节主题，其他年龄段的民众中，了

解 艺 术 节 主 题 的 所 占 比 例 很 小

（18 岁以下 1.4%，60 岁以上 4.3%）。

从文化层次看，本科学历的

民众最了解艺术节的主题，占被

调查本科学历民众的 47.5%，初中

及以下只有 5.7%的民众对艺术节

的主题有了解。

从职业分布看，专业（技术）人

员、办事人员对艺术节的知晓度最

高，有 17.0%的相关职业从业者能

够回答出艺术节的主题；其次是国

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

责人，占16.3%；农林牧渔行业从业

者和生产工人、运输工作及部分体

力劳动者的知晓度最低，为1.4%。

从 收 入 水 平 看 ，月 收 入 在

2000-5000 元的公众最了解艺术

节的主题，该收入层次 46.1%的被

调查者知晓艺术节的主题。

从居住地看，83.0%的城市居民

知道艺术节的主题，7.4%的郊区居民

知道艺术节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艺术节是城市居民的节日。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

单位负责人参与艺术节途径广泛

调查数据显示，国家机关、党

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与艺

术节的途径最为广泛，他们通过个人

买票、单位购票、举办方赠票和亲戚

朋友送票等多种途径参与艺术节活

动。而农林牧渔劳动者、生产工作、

运输工作和部分体力劳动者及下岗

人员观看艺术节节目的途径则十分

有限，农林牧渔劳动者靠亲戚朋友送

票才得以参与艺术节活动。

在被调查的农林牧渔劳动者

中，85.7%没有到现场观看节目，亲

朋好友送票观赏节目的占 14.3%。

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

位负责人中，只有 25.5%没有到现

场 观 看，个 人 买 票、单 位 团 体 购

票、举办方赠票和亲戚朋友送票

的 比 例 都 是 最 高 的 ，分 别 为

36.2%、14.9%、17.0%、25.5%。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

单位负责人和办事人员对艺术节

活动评价较高

在对艺术节总体评价较高的

民众中，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

事业单位负责人及办事人员对艺

术节活动评价最高。

关于艺术节的活动组织管理

的评价，70.2%的国家机关、党群组

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表示“好”，

63.1%的商业工作人员、60.4%的办

事 人 员 、59.0% 的 其 他 劳 动 者 、

57.2%的农牧渔业劳动者、55.5%的

专业（技术）人员表示“好”，而生

产工作、运输工作和部分体力劳动

者中只有41.6%、服务性工作人员中

只有39.2%表示“好”。有4.8%的专

业（技术）人员和4.5%的下岗人员认

为组织管理“比较差”。

关于艺术节的活动场地的评

价，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

位负责人的评价最高，表示“好”的

占74.4%；其次是办事人员（67.4%）、

其他劳动者（59.0%）、专业（技术）人

员（57.1%）、商业工作人员（56.4%）

等；下岗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对活

动场地的评价稍差，分别有36.3%的

下岗工人和46.9%服务性工作人员表

示“好”。8.3%的生产工作、运输工作

和部分体力劳动者认为活动场地“比

较差”。

关于艺术节活动规模的评价，

办事人员评价最高，表示活动场地

“好”的占69.8%；有66.0%的国家机

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表

示“好”，有 64.1%的其他劳动者、

52.4%的专业（技术）人员、51.3%的

商业工作人员表示“好”；农林牧渔

劳动者和生产工作、运输工作和部

分体力劳动者对活动规模的评价稍

逊 ，分 别 有 28.6% 和 25.0% 表 示

“好”。4.8%的专业（技术）人员和

4.5%的下岗人员认为活动规模“比

较差”。

具有职业优势和高收入者认为

参与艺术节活动比较方便

要使人人参与艺术节，必须提

供方便参与的条件，比如便捷的交

通、合理的门票价格等。据调查，

55.8%的办事人员认为参与活动

“方便”，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

业 单 位 负 责 人 认 为“ 方 便”的 占

49.1%，商业工作人员认为“方便”的

占35.6%。农林牧渔劳动者和生产

工作、运输工作和部分体力劳动者

对参与活动方便程度的评价较差，

分别有 14.3%农林牧渔劳动者和

16.6%的生产工作、运输工作和部

分 体 力 劳 动 者 表 示“ 方 便”。 有

28.6%的农林牧渔劳动者和 16.7%

的生产工作、运输工作和部分体力

劳动者认为参与活动的方便程度

“比较差”，9.1%的下岗人员认为“非

常差”。

月平均收入高的公众对参与活

动的方便程度评价高于收入低的公

众。月平均收入20000元以上的公

众75.0%表示参与活动“方便”，月均

收入为12000-20000元的公众55.0%

表示“方便”，月均收入为8000-12000

元的公众54.5%表示“方便”；而月均

收入为 1000-2000 元的公众 31.6%

表示“方便”，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

下的公众44.4%表示“方便”。

商业工作人员和本科学历者赞

赏优秀舞台艺术交易会

对优秀舞台艺术交易会的评

价，不同公众因职业、学历的不同表

现出一定的差异。从公众的职业来

看，有21.0%的商业工作人员、19.4%

的专业（技术）人员、14.5%的服务性

工作人员赞赏优秀舞台艺术交易

会；而下岗职工、生产工作、运输工

作和部分体力劳动者对此项活动的

兴趣很低，农林牧渔劳动者则无人

喜欢这一活动。从学历构成上看，

高达43.5%的本科学历公众赞赏优

秀舞台艺术交易会，而初中及以下

学历的公众只有4.8%赞赏优秀舞台

艺术交易会。

生产工作、运输工作和部分体力

劳动者对城市的认同态度呈两极分

化状态，下岗人员和服务性工作人员

对城市的整体认同感较弱

广东举办艺术节促进了区域

经济、文化的发展。艺术节举办之

后，不同职业的公众对城市的认同

感有一定差异。农林牧渔劳动者对

城市的认同感最强，认为举办中国

艺 术 节 后 更 加 了 解 广 东 的 占

85.7%，更加关注广东的占 14.3%；

其次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

业单位负责人，表示更加了解广

东的占 50.0%，更加关注广东的占

28.3%；再次是专业（技术）人员，表

示更加了解广东的占 61.9%，更加

关注广东的占 12.7%。但有 38.1%

的办事人员、33.3%的生产工作、运

输工作和部分体力劳动者和31.8%

的下岗人员对广东举办艺术节后

没有感觉，显示出认同度较低的

状态。

公众对举办艺术节而产生的

自豪感由强到弱排列依次为农林

牧渔劳动者（71.4%）、生产工作、运

输 工 作 和 部 分 体 力 劳 动 者

（50.0%）、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

事业单位负责人（40.0%）、办事人员

和有关人员（38.1%）、商业工作人员

（34.2%）、其他劳动者（32.1%）、下岗

人 员（27.3%）、专 业（技 术）人 员

（27.0% ）、服 务 性 工 作 人 员

（15.6%）。同时，下岗人员（45.5%）、

服务性工作人员（44.2%）和生产工

作、运输工作和部分体力劳动者

(41.7%)对本城市举办艺术节“没

有感觉”。可见，生产工作、运输

工作和部分体力劳动者对城市的

认同态度呈两极分化状态，下岗

人员也有这一趋势，服务性工作

人员对城市的整体认同感较弱。

青少年相关消费积极，本科

及以上学历群体的消费能力较强

举办艺术节可以拉动当地经

济的发展。从年龄层次看，18 岁

以下的青少年在艺术节期间呈现

消费积极态势，71.5%的青少年有

消费，但由于受到收入水平的限

制，消费金额不大，42.9%的青少年

艺 术 节 期 间 消 费 在 50 元 以 下 ，

28.6%的为 50-200 元；19 岁以上的

公众消费力度较强，31-60 岁的公

众消费能力较强，艺术节期间文化

消费在 200 元以上的比例相对较

大。但从总体来看，公众的消费

需求不是非常旺盛，内动力不足。

从公众的职业来看，国家机

关、党 群 组 织、企 事 业 单 位 负 责

人、服务性工作人员、下岗人员有

较强的消费能力，该群体在“九艺

节”期间消费金额在 50 元以上占

50%以上；办事人员、商业工作人

员的消费能力稍弱；农 林 牧 渔 劳

动 者、生 产 工 作、运 输 工 作 和 部

分体力劳动者的消费能力最弱；

其他劳动者多数是在校大学生，

所 以 消 费 能 力 有 限 。 从 具 体 的

消 费 内 容 看，国 家 机 关、党 群 组

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购票看节

目、购 买 纪 念 品 的 比 例 最 高，分

别 占 39.1% 、34.8% ；其 次 ，有

27.3%的下岗工人购票看节目和

28.2%的服务性工作人员购买纪

念品。57.1%的农林牧渔劳动者

在艺术节期间没有相关消费。

从文化程度上看，本科以上学

历群体的消费能力较强，其中，研

究生学历群体消费能力最强。“九

艺 节”期 间，研 究 生 学 历 群 体 中

66.7% 的 消 费 水 平 在 50 元 以 上，

33.4%的消费水平在 200 元以上。

从具体消费内容看，本科以上学

历群体消费范围较广，在购票看

节目、购买纪念品、到艺术节举办

地旅游等方面都有较高比例的消

费，45.8%的研究生群体购买了纪

念品。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综合分析

和研究，我们认为，举办中国艺术

节，必须让更广泛的群众参与到艺

术节的各项活动之中，才能最大限

度地提升艺术节的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要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

扩大艺术节的影响力，使之真正成

为“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社会群体对中国艺术节认同的差异分析

第九届中国艺术节社会认同调查与分析
《“九艺节”在区域社会文化发展中价值与作用的实证研究》课题组

历届艺术节都按《中国艺术节

章程》（试行）的要求组织实施，但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政治、经济、

文化体制的变革，各届艺术节又探

索出更为适合当时社会形势的办

节机制。

第九届中国艺术节突出了两

大创新：一是对文华奖评奖机制

进行了重要改革，二是开创了中

国艺术节期间举办“演出交易会”

的先河。

第九届中国艺术节主要体现

出以下五大特点：

改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夯实

文化事业发展的基础

文化事业的繁荣依赖于完善的

文化基础设施。为了迎接“九艺

节”，广州市和4个分会场共准备了

29 个演出场馆，包括 4 个 A 类演出

场馆。投资13.8亿元新建的广州歌

剧院（现名为广州大剧院）是目前我

国华南地区最先进、最完善和规模

最大的综合性表演艺术中心。接受

调查的省内民众中，认为举办“九艺

节”对城市文化基础设施改善程度非

常大的占3.8%，认为改善程度比较大

的占28.6%，一般的占37.1%，比较小

的占17.4%。

催生一批舞台艺术精品，提升

文化软实力

剧目是文艺的载体，每届艺术

节都涌现出大量的艺术精品。本

届文华奖参评剧目题材广泛，创作

观念更新，不少剧目将现代艺术和

科技元素注入传统的舞台表演中，

艺术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这

些舞台艺术精品，不论是节目的类

型还是演员的技术，都得到大多数

民众的认可（见表2）。

创新文艺服务方式，构建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

加快构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

权益是各级政府文化建设的重要

内容。中国艺术节自创办以来，始

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

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与人民群众共享文化

生活，共建和谐社会。

“ 九 艺 节 ”秉 承 历 届 中 国 艺

术 节 的 宗 旨 ，首 创“ 艺 术 家 小 分

队 下 基 层 ”活 动 ，组 织 艺 术 家 演

出 小 分 队 下 基 层 ，将 高 雅 艺 术

送 上 门 ，让 更 多 普 通 市 民 在 家

门 口 感 受 艺 术 的 魅 力 。 组 委 会

还 首 创“ 群 众 文 化 精 品 进 殿 堂 ”

活 动 ，把 群 星 奖 参 选 作 品 送 上

了 剧 院 大 舞 台 ，并 安 排 群 星 奖

获 奖 作 品 全 国 巡 演 。 这 意 味 着

创 作 优 秀 剧 目 不 再 仅 仅 是 为 了

获 奖 ，还 要 为 丰 富 人 民 群 众 的

文 化 生 活 提 供 精 品 节 目 ，发 挥

文 艺 事 业 的 核 心 价 值 作 用 ，用

艺 术 的 形 式 反 映 时 代 精 神 ，满

足 人 们 的 文 化 生 活 需 求 ，保 障

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首次举办优秀舞台艺术演出

交易会，推进舞台艺术交流的市场

化进程

为了畅通艺术作品交流的渠

道，组委会依托“九艺节”平台，推出

了首届中国（广州）优秀舞台艺术演

出交易会（以下简称“演交会”）。

“ 演 交 会 ”开 幕 当 天 ，“ 演 交

会”筹 备 部 对 247 个 参 展 采 购 机

构进行了问卷调查。数据显示，

参展机构对“演交会”的环境满意

度 最 高 ，71.7% 的 机 构 认 为“ 很

好”；对参展剧目质量的评价也比

较高，49.0%的表示质量“ 很好”，

42.5% 的 表 示“ 比 较 好 ”。 另 外 ，

44.9%的参展机构认为“ 演交会”

能很好地促进艺术生产与市场的

互动，94.7%的参展机构表示希望

再次举办并参加“演交会”。还有

的参展机构建议将“演交会”长期

举办下去，有的建议增加影视交

易内容，有的建议引进更多国外

剧目、院团和演艺机构参展。

为使“演交会”永不落幕，积极

培育中国文化的国际市场，常设演

出交易机构——广州舞台表演艺

术交流中心暨珠三角演艺联盟应

运而生。“演交会”的成功举办，为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舞台艺术

走向市场、走出国门做出了有益的

尝试。“演交会”是“九艺节”的一个

创新点，也是一个闪光点。

提升广东文化形象，增强区域

文化软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

建设方面很强，文化建设稍弱，广

东省舞台艺术作品创作未能进入

全国第一方阵。“九艺节”落户广

州，对广州树立国家中心城市文化

形象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对外产生

了影响力，对内形成了凝聚力。

“ 九 艺 节 ”将 岭 南 文 化 风 情

风 貌 艺 术 地 展 现 在 全 国 人 民 面

前，极大地提升了广州的文化形

象。“ 九 艺 节”落 幕 之 后，课 题 组

对武汉和郑州民众的调查显示，

表 明 会 更 加 关 注 广 东 的 比 例 为

27.1%，表示更加了解广东的比例

为 44.1%。 同 时，51.2%的 民 众 认

为 广 东 举 办 艺 术 节 对 广 东 提 高

城市形象影响大。

关于“ 中国艺术节在自己所

居住的城市举办带来的影响”，问

卷 调 查 表 明，66.5%的民众认为可

以提升市民文化素质，64.9%的民众

认为可以提升城市知名度，46.2%的

民众认为可以增强市民认同感。由

此可见，举办艺术节对城市形象的

改善有着积极的影响。节后对广州

市民调查显示，26.4%的民众认为举

办艺术节对提高城市形象影响比

较大，18.6%的民众更加喜欢广东，

53.3%的民众更加了解广东，31.0%

的民众对广东举办艺术节感到自

豪，增强了公民的城市认同感。

第九届中国艺术节的创新机制及特色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

济社会步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

文化艺术不论是在国家的文化建

构中，还是在民众的社会生活中，

都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 多

年来，作为国家级艺术盛会的中

国艺术节，随着办节模式的日益

成熟和参与民众的不断增多，其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

影响力日益增强，并得到社会各

界的认同。

为深入了解社会群体对第九

届中国艺术节（以下简称“ 九艺

节”）的认同状况，课题组在“九艺

节”开幕前（以下简称节前）、闭幕

后（以下简称节后）展开了问卷调

查。本次调查着重面向社会公众

对第九届中国艺术节的知晓程度、

参与程度及艺术节对相关城市文

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形象影响

等的意见和看法进行了广泛而全面

的了解，调查范围既包括广东省的

主、分会场所在城市，也包括上一届

中国艺术节东道主——湖北省武汉

市，还选择了河南省郑州市作为调

查地域，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和有

效性。节前、节后调查问卷分布情

况见表1。

在 节 前 、节 后 接 受 调 查 的

2300 人 中 ，男 性 占 49% ，女 性 占

51%；被调查者主要集中在 19-50

岁年龄段，以 19-30 岁年龄段为

主；职业分布广泛，涉及社会各个

行业、各个领域。被调查者七成

以上为城市居民，六成以上为大

专和本科学历，八成以上的公众

月 均 收 入 在 5000 元 以 下 ，其 中

49.43%的公众月均收入在 2000 元

以下，高收入者所占比例不高。

“九艺节”开幕式上的杂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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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九艺节”节目的评价 （单位：百分比）

节目类型 13.6 22.8 59.5 47.0 25.4 25.0 0.7 0.4 0.7 0

节目内容 16.2 23.5 50.4 46.1 31.1 24.3 1.6 0.9 0.7 0

节目形式 12.2 19.6 53.9 43.9 29.4 28.7 3.3 0.9 1.2 0

演员技术 15.3 24.8 52.6 46.1 25.7 23.0 4.5 1.3 1.9 0

项 目

非常好/丰富 比较好/丰富 一 般 比较差/贫乏 非常差/贫乏

省内 省外 省内 省外 省内 省外 省内 省外 省内 省外

评 价

表2

注：省外公众对艺术节节目类型、内容、形式和演员技术分别有 4.7%、5.2%、7.0%、4.8%的表示“不知道”

如何评价。

调查省份

调查时间

省内（广东） 省 外
总 计

广州 深圳 中山 佛山 东莞 小计 武汉 郑州 小计

节前

（2010年4-5月）
300 100 100 100 — 600 300 300 600 1200

节后

（2010年6-7月）
300 80 60 — 60 500 300 300 600 1100

“九艺节”观众调查问卷发放范围及数量 （单位：份）

表1

“九艺节”开幕式上，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演唱《中国盛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