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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

理事长：蔡武（文化部部长）

副理事长：赵少华（全国人大常委、外

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董 伟（文化部副部长）

余蔚平（财政部部长助理）

秘书长：赵少华（兼）

理事（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大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

协会主席）

汤 恒（中宣部文艺局局长）

张和平（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人民艺

术剧院院长）

张雅芳（文化部人事司司长）

尚长荣（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姜 昆（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

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赵 雯（文化部财务司司长）

赵 路（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

资华筠（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

莫 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

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

徐沛东（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

协会副主席）

韩子勇（文化部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

心主任）

霍步刚（财政部教科文司副司长）

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成员名单

杨志今（文化部副部长，座谈会主持人）：

2012 年 10 月，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向国务院上

报，申请设立国家艺术基金。2012年 11月，国务

院正式批准同意设立国家艺术基金。在社会各

界的关心、支持下，国家艺术基金的各项筹备工

作进展顺利。今天，我们召开国家艺术基金成

立座谈会，一方面向大家通报有关国家艺术基

金设立的情况，同时，将重点围绕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促进文化艺

术的繁荣和发展，为国家艺术基金的建设与发

展建言献策。

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由文化部部长

蔡武同志担任；国家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分别

由全国人大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少

华，文化部副部长董伟，财政部部长助理余蔚平

担任；赵少华同志兼任理事会秘书长。

国家艺术基金是文化部、财政部学习贯彻

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又一成

果。今天，国家艺术基金成立座谈会的召开，表

明国家艺术基金将正式迈开改革创新的步伐，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推进文化体制

机制创新，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的

转变，朝着促进国家管理和资助艺术事业制度

化、规范化、长效化的目标努力。我们相信，在

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在文化部、财政部

的指导下，在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

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国家艺术基金的资

助项目将把优质的种子撒向广阔的沃土，为中

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做出积极的贡献。

余蔚平（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财

政部部长助理）：财政部将按照刘延东副总理的

批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会同文化部不断完善基金管理运行模式，提高基

金管理使用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第一，设立国家艺术基金是转变财政文化

投入方式的重要举措。设立国家艺术基金，支

持文化内容建设和文化创新，是新形势下创新

财政投入方式、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举措，

其积极作用在于：有利于扩大国家财政资助的

覆盖面，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文化建设和文化

创新的积极性；有利于加快财政公共化进程，吸

引社会投入，使财政资金起到四两拨千斤的重

要作用；有利于规范资助方式，增强透明度，保

证基金客观、公正的分配；有利于发展和完善符

合艺术发展规律、多元化、社会化的文化艺术资

助体系；有利于推动实现管办分离，突破条块分

割、部门管理等传统文化体制的弊端，推动政府

职能转变；有利于增强民族文化创新能力和国

家软实力，塑造国家文化形象，促进国家文化发

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第二，充分发挥国家艺术基金在繁荣文艺

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借鉴英国等其他国家政府

资助文化的做法，国家艺术基金通过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安排，目的是繁荣艺术创作、推广原

创精品、培养优秀艺术人才，其中艺术创作应该

是基金支持的重点。按照基金制管理的特点，

在申报层面上应当面向全社会，打破体制内外

的界限，打破中央和地方的界限，打破部门分

割，让所有具备资质的机构和个人都能有机会

申请基金资助；在扶持层面上则要体现国家基

金高定位、高门槛的特点，立足示范性和导向

性，体现国家水准，绝不能搞平均分配。要注意

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打造亮点，每一阶段都可

以有所侧重，通过持续不断的支持提升我国文

化艺术创造的整体实力。

第三，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国家艺术基

金管理工作。基金要坚持间接资助、专家管

理、社会监督、绩效考核，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

保证基金面向全社会进行客观、公正的分配。

同时，应当建立完善资助结果公示制度和信息

公开制度，接受国家监察、审计等部门监督和社

会监督，在具备条件时，可以委托社会专业机构

对基金运营管理进行综合评估和考核。设立国

家艺术基金是一个新生事物，与人文领域其他

基金相比，更具有多样性、复杂性，需要在今后

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探索建立完善更加符合

基金特点的管理运行机制。各有关方面应当

切实发扬改革创新的精神，增强责任意识和担

当意识，努力提升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公信力

和权威性。

张和平（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理事，北京市

文联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刚才蔡武

部长和余蔚平同志就国家艺术基金做了非常全

面的说明。在刚才的第一次理事会上，蔡武部

长把大红的聘书递给了每一位理事，这是一份

光荣，更是一份责任。

我曾经担任过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人

员，现在是基层艺术单位的管理者，对艺术发展

需要资金支持深有体会。如何把基金用好、管

好是我们每一位理事的责任，刚才每一位理事

都在会上发了言、表了态，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一定把这项工作做好。要做好这项工作，要有

改革的精神，要把有限的资金真正用到刀刃上，

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同时，也要起到杠杆作

用。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怎么用好钱

和怎么管理好钱，不亚于我们艺术创作的艰难，

我们一定按照要求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愿意做

艺术基金管理方面的志愿者，为做好这项工作

搭把手。

韩子勇（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理事，国家艺

术基金管理中心主任）：千呼万唤始出来，国家

艺术基金成立了。对这项即将起步、启航的事

业我们充满了期待、向往和干劲，但同时作为国

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又感到

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充满挑战。

艺术资助的基金制管理是一项新工作，万

事开头难，还有很多特点需要在实践中摸索。

我感到管理中心的工作要从三个方面把握：一

是努力学习提高本领。要努力学习党的十七届

六中全会、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具体工作

中把握基金的工作导向，体现党和国家利益，体

现国家艺术基金的示范性和导向性。要努力学

习基金制管理的相关知识，提高遵守国家艺术

基金章程的自觉性，开阔视野，提高本领，尽快

掌握基金制管理工作的规律和特点，成为这项

工作的行家里手。

二是管理中心要贯彻好文化部、财政部和

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的决议、决定和决策，不越

位、不缺位。国家艺术基金是由国家设立、政府

主导、专家评审、面向社会的公益性基金，在决

策、执行、监督主要环节上适当分设。管理中心

要承担好具体的组织者、实施者、执行者的角色。

三是紧紧围绕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

推动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对于艺术事业的热爱

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源泉和动力，唯有热爱

才有不怕困难、百折不挠、敢于担当的勇气。国

家艺术基金要扶持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艺术

工作者，推动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

查明哲（国家话剧院副院长、一级导演）：国

家艺术基金的正式成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国家艺术基金的重大意义主要有三个方

面：第一，当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

上出现一些对文化艺术还要不要扶持的担心和

议论，国家艺术基金的成立，显示了国家政府和

文化部门对全国文艺发展的科学调控和有效管

理的新思路、新举措，它将为中国文化艺术的总

体发展提供强大的信心支撑。

第二，在与各地、各级艺术机构和个人合作

中，我深感许多艺术团体和艺术家的生存困境，

比如：艺术创作推广资金的短缺和筹集资金渠

道的狭窄，以及如何把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关系等。而国家艺术基金的成立，会更有效

地带动各级政府艺术基金的设立，并将极大鼓

舞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和全民族文化艺

术的创作活力。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号召要始终坚持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国家艺术基金的成立，充分表达了政府

在全国文化艺术发展中的主导意识、价值导向

和引导机制，有助于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

文化、文艺发展生态环境，将对增强国家的文

化软实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产生巨大的牵引力

和推动力。

陈秋平（福建省文化厅厅长）：国家艺术基

金的设立，是全国文化艺术界的一件盛事，也是

基层文艺工作者期盼已久的大事，有利于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加强对艺术创作生产的引导，为

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有利于实现政府扶

持艺术工作的规范化和专业化、创新文化投入

的模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率和调动全社

会力量扶持和参与艺术生产，改进文艺评审和

资助的机制，扩大社会公众参与度和关注度，提

升政府管理部门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有利于发

挥基金的示范性、开放性和长效性的优势，营造

浓厚的艺术创作氛围，提供强大的艺术创作的

正能量，进一步调动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共同为实现中国梦做出

文艺工作者的贡献。

（本版图片由卢旭摄，文字由卢毅然、王立

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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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艺术基金成立座谈会发言摘要

国家艺术基金成立座谈会现场

凝聚期盼，共襄盛举。为适应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借鉴部分发达国家通过设立基金的方式对艺术创作
进行资助以及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出版等领域基金制管理的成功经验，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论证，文化部、财
政部共同研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上报国务院主管领导，决定以财政拨款为主，吸引和带动社会资金投入的方式
设立国家艺术基金。2013 年 12 月 30 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国家艺术基金成立座谈会，介绍国家艺术基金成立有关情
况。文化部部长、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蔡武，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崇和，全国人大常委、外事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少华，文化部副部长、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董伟，
财政部部长助理、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余蔚平等出席座谈会。蔡武在座谈会上宣读了 2013年 12月 18日国务
院副总理刘延东在《文化部关于成立国家艺术基金有关工作的请示》上作出的重要批示。座谈会由文化部副部长杨志
今主持。与会代表先后发言，对国家艺术基金未来的发展建言献策。按照座谈会发言顺序，本报摘编刊发讲话和发言

（蔡武讲话见今日二版），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