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0100 艺术学理论（06 艺术管理方向） 

一、专业（方向）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方向）概况 

    艺术学理论（艺术管理方向）以艺术学为基础，以管理学为依托，

理论教学与课外实践并重，旨在培养适应于当代文化艺术活动尤其是

影视媒体、数字媒体等传媒艺术、公共文化艺术领域的管理型、策划

型、营销型、经纪型人才，具有突出的艺术专业性、学科交叉性、复

合实践性特点。 

2.培养目标 

培养兼具文化艺术事业和产业管理相关应用理论和实践能力，具

有良好的管理、策划、营销等专业素养和技能，能够从事艺术管理、

文化策划、项目运营等相关工作的高层次、高素质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艺术管理方向以培养学生的艺术思维和管理能力、项目策划和艺

术营销能力为重点，通过课程学习、科研培育、项目实训、毕业考核

等环节，强化学生对艺术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理论与工具体系的掌

握，提升学生的艺术管理理论和实践素养，拓展艺术项目策划和管理

的专业服务能力。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教师均多年从事艺术管理相关研究，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知

名学者领衔，以中青年教师为骨干的跨学科、多元化的教学与研究团

队，其中教授 4 位，副教授 7 位。 

师资团队完成《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促进法（草

案）》立法、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标准制定、文化部“一带一路”



文化发展规划、河北雄安新区公共服务体系规划、文化部繁荣群众文

艺发展规划、上海全球创意城市发展规划、北京文化文物单位文创产

品开发研究、杭州市余杭区临平新城艺尚小镇规划、江西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馆展陈总体策划、天津国际金融中心商业综合体项目文化创意

策划、国家艺术基金网络文艺人才培养等百余项科研项目，相关科研

与智库建设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艺术管理研究、艺术史与艺术理论、文化艺术政策与法规、影视

产业研究、公共文化艺术管理、演艺产业研究、数字媒体艺术导论等。 

2.科研平台 

文化和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研究基地、

文化发展研究院、雄安新区发展研究院、《文化经济研究》编辑部、

非遗传播研究中心等。 

3.项目实训 

本专业依托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学生拥有大量机会

参与国家和省级艺术机构实习实践、文化政策研究咨询及艺术项目调

研策划。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本学科毕业生主要分布在国家级文化艺术机构、影视文娱行业、

网络视听行业及其他各类文化企事业单位，部分毕业生担任宣传、文

化相关主管部门公务员，部分选择出国留学。  
 
 
 
 
 



文化产业（1301J1） 

 
一、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概况 

本专业于 2010 年开始招生，授予艺术学硕士学位，本专业所在

学科“文化产业”为北京市高精尖建设学科。本专业致力于培养掌握

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和研究方法并具备实践能力的专业性、研究型高端

人才。本专业重点依托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设计学和新闻传

播学等学科资源进行建设，同时整合应用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

内涵，建设文理融合、复合型的新型交叉学科。本专业为北京市高精

尖学科文化产业的重点建设内容。 

2.培养目标 

本专业实行“厚基础、宽口径、多方向”的育人方式，围绕区域

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文化经济与贸易和知识产权等核心领域，着力培

养文化产业理论基础扎实、专业视野开阔、熟悉国内外文化产业市场

和发展规律、一专多能的研究型高端人才。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01.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方向  

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方向以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历史为对象，以探索

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规律为主要目的，以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为具体研究

内容，使学生能够全面了解与掌握文化产业的基本发展规律和历史发

展路径，熟稔我国乃至世界文化产业的基本情况，前瞻性地把握文化

产业未来趋势潮流，成为具备丰厚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广阔的专业

历史视野与创新发展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文化产业研究人才。 

02.文化经济与贸易方向  



文化经济与贸易方向研究文化经济与文化贸易的规律和运行体

系，使学生能够掌握文化经济和文化的贸易理论与研究方法，熟悉文

化经济发展规律和文化贸易规则，掌握文化产业的发展特点和运行机

制，成为具有产业开发、市场运营能力的专业人才。 

03.文化法治与知识产权方向 

文化法治与知识产权方向以文化法治原理、文化政策与法规等理

论内容为基础，密切关注网络文化治理、文化遗产法律与政策、传媒

法律与政策、公共文化服务法律与政策等研究领域。旨在对接文化领

域相关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行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文化产业园

区、法律服务机构、司法机关等对高层次知识产权人才的需求，培养

“懂文化产业、懂法律、懂知识产权、懂管理”的复合型高端人才。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硕士生导师共 18 人，其中教授 6 人，副教授 11 人。师资

团队先后承担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促进法（草

案）》立法、“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标准”制定、“文化部一带一

路文化发展规划”编制、“河北雄安新区公共服务体系规划”编制等

国家及部委重大课题研究以及百余项纵向科研课题，相关科研与智库

建设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文化产业史论、文化政策与法规、文化经济与贸易、区域文化产

业、公共文化艺术管理、国际文化产业、文化项目策划与管理、知识

产权保护与开发等。 

2.科研平台 



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研

究基地、文化发展研究院、雄安新区发展研究院、国家文化产业创新

实验区高端峰会、两岸文化创意产业高校研究联盟白马湖论坛、《中

国文化产业年鉴》（中、英文版）编辑部、《文化经济研究》编辑部、

文化法治研究中心、文化产业学院奖等。 

3.项目实训 

本专业贴近市场需求，项目来源丰富，学生拥有大量机会参与国

家部委智库项目研究、地方文化产业规划、文化产业园区规划及项目

策划等领域的课题与项目。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除升学及出国深造者外，本学科毕业生主要分布在文化产业园区、

文化企业、互联网企业、影视传媒类公司等单位，部分毕业生担任文

化领域政府主管部门、事业单位的管理工作或政策分析工作，以及高

校科研机构的教学管理和研究工作。 

 
 

广播电视（135105） 03 文化项目策划与创意设计方向 

一、专业（方向）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方向）概况 

本专业（方向）2010 年开始招生，为“艺术硕士”（MFA）专业

硕士，授予艺术硕士学位。文化项目策划与创意设计是基于文化产业

市场需求和文化类项目的特点，整合原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项目策划

两大原有方向，同时融入创意设计知识与方法体系，全新设置的融合

型新兴专业。 

2.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扎实的文化产业系统知识，具有良好的研究、创新、营



销、管理等专业技能和文化艺术审美能力，能够从事文化策划、创意

设计、项目管理、智库咨询等工作的高层次、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文化创意和艺术设计能力为

重点，通过课程学习、科研锻炼、项目实训、毕业考核等环节，强化

学生对文化类项目策划的基本原理、方法理论与工具体系的掌握，使

学生掌握创意方法与设计技能，提升策划及项目管理的专业服务能力。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教师大多从事文化项目策划与创意设计研究，目前已经形

成了由知名学者领衔，以中青年教师为骨干的跨学科、多元化的教学

与研究团队。本专业（方向）专业导师 27 人，其中教授 7 位，副教

授 17 位，业界导师 32 人。 

专业导师师资团队完成《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

促进法（草案）》立法、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标准制定、文化部一

带一路文化发展规划、河北雄安新区公共服务体系规划、文化部繁荣

群众文艺发展规划、上海全球创意城市发展规划、北京文化文物单位

文创产品开发研究、杭州市余杭区临平新城艺尚小镇规划、江西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馆展陈总体策划、天津国际金融中心商业综合体项目文

化创意策划、国家艺术基金网络文艺人才培养等百余项科研项目，相

关科研与智库建设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业界导师主要来自文化产业相关的政府部门及企业的高级管理者，

如国家文化产业实验区管委会主任、北京通州文化旅游区管理委员会

区主任、腾讯公司副总裁、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总经理、阳光媒体集团



总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观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尚 8 文化集团总裁等。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文化产业史论、艺术原理、文化市场调研与预测、文化项目策划

与管理、文化规划、文化市场营销、国际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与法规、

文化消费研究等。 

2.科研平台 

包括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

务研究基地、文化发展研究院、雄安新区发展研究院、非遗传播研究

中心、文化法治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产业年鉴》（中、英文版）编

辑部、《文化经济研究》编辑部、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高端峰会、

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高校研究联盟白马湖论坛等。 

3.项目实训 

本专业培养全部以导师组形式进行，导师组内包含学硕导师、专

硕导师和至少一名业界导师。本专业贴近市场需求，项目来源丰富，

学生拥有大量机会参与文化项目策划、文化产业规划、文化创意等领

域的课题与项目。能够让学生在钻研理论的同时，学以致用，学用相

长。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除出国深造者外，本学科毕业生主要分布在文化企事业单位、文

化产业园区、文化智库、文化行政机构等单位，部分毕业生担任策划

人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