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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of national art i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building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but also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constructing a moder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In 
order to further compliance to the people’s yearning and pursuit for a better life, to enrich the 
people’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and artistic quality of the whole nation, 
and to help and guide the people understand, know and create beauty, the research group con-
ducted a field survey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national art in Chongqing, and found that the popu-
larization of national art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the popularization of national art still faces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par-
ticip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low utilization rate of digitization, and narrow channels of pub-
licity.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by strengthening social support, expanding 
digital service platform and improving propaganda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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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民艺术普及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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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全民族文化艺术

素养，帮助和引导人民群众理解美、认识美、创造美，课题组对重庆市全民艺术普及的开展情况进行

了实地调查，发现全民艺术普及成效显著，但在实践发展中仍面临社会组织参与不足、数字化使用率

低、宣传渠道狭窄等一些问题，迫切需要通过加强社会力量支持力度、拓宽数字化服务平台、完善宣

传渠道等方式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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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民艺术普及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要求。

为进一步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全民族文化艺术素

养，帮助和引导人民群众理解美、认识美、创造美[1]。2015 年 1 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开展全民艺术普及”，“全民艺术普及”

概念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2017 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将全

民艺术普及上升为法律规定。为了解重庆市全民艺术普及的开展情况，课题组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至 3
月 9 日对重庆市 38 个区县的街道、乡镇和村社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3531 份，回收问卷 3415
份，问卷回收率为 96.71%，其中，有效问卷 3375 份，有效回收率为 98.82%。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形成

了重庆市全民艺术普及调研报告。 

2. 全民艺术普及的内涵及意义 

2.1. 全民艺术普及的内涵 

“全民”即全民参与；“艺术”即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创造力的表现，包括绘

画、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等[2]；“普及”即推送，是基于艺术内容的熏陶。由此，本文将“全

民艺术普及”定义为：以全民参与为基点，以大众性、选择性和多样性的文化艺术为依托，以全民文化

艺术素养的提高、审美水平的提升、精神面貌的提振、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文化创造力的激发为目标，

向全民推送的一种文化艺术形式。 

2.2. 全民艺术普及的意义 

积极开展全民艺术普及，既符合文化发展规律，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第一，它有

助于推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提供新鲜元素，不断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

力，从而有效落实文化强国战略。第二，它有助于提升大众审美能力，不仅可以为人民深入了解、欣

赏和汲取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提供平台，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世界，还可以提升人民的审美素质和艺术

鉴赏水平。第三，它有助于充分发挥艺术引领时代风尚，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帮

助和引导人民群众体验美、感受美、创造美。第四，它有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从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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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人的全面发展[3]。 

3. 重庆市全民艺术普及已取得的成效 

3.1. 普及方式多样化，普及内容全面化 

服务对象的广泛性、服务方式的多样性，形成以点带面，以少带多，以强带弱的优质普及模式，这

是全民艺术普及效果显著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重庆市群众艺术馆为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

向往和新期待，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群众理解美、认识美、创造美，一直扮演着全民艺

术普及的“先锋队”、“排头兵”和“领头羊”角色[4]。具体做法主要有：一是通过慕课、讲座、出版

物等形式进行全民艺术知识普及；二是通过展览、演艺等赏析并重的方式进行全民艺术欣赏普及；三是

通过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开展基层巡展巡演等艺术精品普及；四是通过大规模、多途径的艺术培训开展

全民艺术技能普及；五是结合传统节日和重大节庆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艺术活动普及。 

3.2.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和最薄弱的文化需求能否得到及时和有效的满足，直接关系到基

层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能否实现，关系到基层群众能否生成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近年来，重庆市群众

艺术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从群众的需求端出发进行供给侧改革，基本实现

了全民艺术普及的全覆盖和文化产品供给的对等化。例如，在“观看音乐、舞蹈表演”和“各类讲座”

方面，供给稍稍大于需求，差值分别为 5.7%和 4.6%；在“观看美术、书法、摄影展览”和“音乐、舞蹈

培训”等方面，供给稍稍小于需求，差值分别为 2.3%和 3% (见图 1)。由此可见，虽然在全民艺术普及过

程中，供给与需求存在着稍许的偏差，但供需差值均在 6.0%以内，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的供需对接基本

实现，以往“你送的不是我要的”供需尴尬基本消解。 
 

 
Figure 1.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art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of the position 
图 1. 阵地艺术普及活动供给与需求情况 

3.3. 夯实艺术普及阵地，提升群众文化活动参与度 

完善的阵地艺术普及，是群众参与文化艺术活动的发生学前提；优化的场地条件和基础设施，是

全民参与文化艺术普及的空间学基础。通过近年来的文化阵地建设，重庆市的阵地艺术普及率达到了

38.9% (见图 2)，“零距离”面向人民群众开展的公益免费讲座、培训、演出、展览等各类文化艺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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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提升了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度和获得感。与此同时，

文化艺术普及活动像一张无形之网，触角遍布全市的大街小巷，这也潜移默化地提升了群众的知晓率

和参与率。 
 

 
Figure 2.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position art 
图 2. 阵地艺术普及率 

3.4. 艺术普及常态化开展，增强群众文化满意度 

常态化，可以促进全民艺术普及的制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二者互相促进，相互生成。近年来，

重庆市群众艺术馆“线上线下，齐头并进”，利用阵地开展各类文艺演出、展览、培训、讲座；利用数

字技术进行场馆预约、培训报名等“点单”活动，推动了文化艺术活动的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开展，

营造了全社会参与文化艺术普及的良好氛围，群众的艺术素养大幅度提高，文化满意度普遍提升。调研

发现，当前群众对重庆市全民艺术普及的总体满意度较高——阵地艺术普及满意度为 78.5%，其中，“非

常满意”的比重为 25.4%，“比较满意”的比重为 53.1% (见图 3)；数字化艺术普及满意度为 65%，其中，

“非常满意”的占比为 28.6%，“比较满意”的占比为 36.4% (见图 4)。 
 

 
Figure 3. General evaluation of the popularity of the position art by the masses 
图 3. 群众对阵地艺术普及的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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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General evaluation of the popularity of digital art by the masses 
图 4. 群众对数字化艺术普及的总体评价 

4. 重庆市全民艺术普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4.1. 社会力量参与全民艺术普及的力度不足 

全民艺术普及是一项社会性的事业，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从当前重庆市阵地艺术普及的供给

主体分布情况来看，“文化馆、文化站、街道文化中心”(40.2%)仍然是阵地艺术普及活动最为主要的供

给主体；其次是“学校”(19%)和“文化类企业”(12.5%)；再次是“美术馆”(7.8%)、“博物馆”(5.6%)、
“文化宫”(5.6%)和“青少年宫”(4.1%)等(见图 5)。由此可见，学校、文化类企业、美术馆、博物馆、

文化宫和青少年宫等社会组织作为阵地艺术活动供给主体之一，未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对全民艺术普及

活动的支持力度亟待提高。 
 

 
Figure 5. The main supplier of the position art popularization 
图 5. 阵地艺术普及的供给主体 

4.2. 全民艺术普及的数字化使用程度不高 

通过群众对“重庆群众文化云”的使用情况以及群众使用“重庆群众文化云”的次数与时长情况综

合分析可以知晓，绝大多数(96.3%)的群众在最近一年内“没有使用过”“重庆群众文化云”(见图 6)；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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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The annual use of “Chongqing mass culture cloud” by the masses 
图 6. 群众年使用“重庆群众文化云”情况 

 

 
Figure 7. The number of times the masses used “Chongqing mass culture 
cloud” per week 
图 7. 群众每周使用“重庆群众文化云”次数 

 

 
Figure 8. Time of “Chongqing mass culture cloud” used by the masses each 
time 
图 8. 群众每次使用“重庆群众文化云”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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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极少数“使用过”(3.7%)“重庆群众文化云”这一数字化服务平台的人群当中，有接近六成(58.7%)
的人表示每周仅使用“1~2 次”(见图 7)，且有 33.3%的人表示每次使用“10 分钟以内”(见图 8)。以上

数据均表明，当前重庆市在开展全民艺术普及过程中，数字化服务平台的使用程度还比较低。 

4.3. 全民艺术普及宣传渠道不够广泛 

通过综合分析群众获取阵地和数字化艺术普及活动信息的主要渠道可以得知，重庆市全民艺术普及

的宣传渠道不够多元且形式缺乏创新。具体而言：大部分的群众主要是通过网络媒体获取艺术普及活动

信息，例如，群众通过“微信、微博、QQ、短信通知”等网络渠道获取阵地和数字化艺术普及活动信息

所占比重分别是 36.7% (见图 9)和 61.5% (见图 10)；其次是通过“相关工作人员告知”、“粘贴活动信息”

等传统媒介方式得知。这表明，重庆市全民艺术普及宣传渠道还停留在供给方单向宣传的局面，且形式

单一化，没有创新性，还没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双向的艺术宣传氛围，宣传渠道影响力不足。这就间接

忽视了文化志愿者和基层干部联系群众的“纽带”或“桥梁”作用，进而间接局限了群众文化艺术普及

信息的广告面和受众面。 
 

 
Figure 9. Main channels for the masses to obtain information about the art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of the position 
图 9. 群众获取阵地艺术普及活动信息的主要渠道 

 

 
Figure 10. Main channels for the masses to obtain information about digital 
art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图 10. 群众获取数字化艺术普及活动信息的主要渠道 

 

通过审慎和理性分析，我们以为，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文化馆(站)在全民艺术

普及宣传工作中存在“重创新轻传统”的倾向，陷入了形而上学的两个极端。二是缺乏社会力量参与全

民艺术普及工作的制度设计。三是以“重庆群众文化云”为载体的全民艺术普及数字平台的部分功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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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和数字资源仍然有限。 

5. 提升重庆市全民艺术普及的对策建议 

5.1. 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全民艺术普及“生态圈” 

积极开展全民艺术普及，不仅需要政府的主导作用，也需要企业、社会和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广泛参

与，通过协同合作的方式构建起全民艺术普及“生态圈”。针对当前重庆市全民艺术普及社会力量参与

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改善和解决：一是政府要继续加大对文化艺术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度。

一方面，对社会力量创作的内容健康、有一定艺术水准的文艺作品，可以批量采购后提供给基层群众；

另一方面要逐步拓宽政府购买范围，除属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正常的工作内容外，其余的都应尽量向社

会公开征集并采购。二是政府要适当降低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鼓励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体等多

元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充分发挥资源整合和市场化的优势。一方面，文化部门和文化服务机构要创造条

件为文化类社会组织参与艺术普及活动免费提供场地、设备并进行业务培训；另一方面，要允许文化类

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有偿服务，在其开展全民艺术普及活动时收取一定费用以弥补成本，确保其存续性。

三是文化行政部门应尽可能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项目，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同时，政府要出台相应

的法律法规，规范各类社会组织的权利与责任，保障各社会组织的基本权益。 

5.2. 完善公共文化“云平台”，丰富全民艺术普及“资源库” 

推进全民艺术普及工作，必须充分运用互联网平台，将文化与科技进行高度融合，以建立起具有地方

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平台，保障群众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权益[5]。现阶段，重庆市虽已建立起“重庆

群众文化云”平台，但存在使用率低，功能单一，资源偏少等问题，这就需要对其进一步完善：第一，加

大数字化服务平台的推广力度。重庆市群众艺术馆可以联合各级文化馆(站)，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线上利用微信公众号推送，线下利用文化工作者深入基层宣传，推广数字化服务平台，提高平台知

名度。第二，要实现多平台一体化服务。通过微信、微博等官方公众号，将培训、展览、演出、讲座等艺

术活动信息在各平台统一发布，便于群众第一时间掌握。第三，要增加咨询功能。通过开设互动咨询平台，

在线为群众提供问题的解答和回复，指导群众日常使用，从而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第四，要丰富全民

艺术普及“资源库”。可以依托专业公司或团队，加强对文化资源的开发，打造具有重庆本地特色的文化

艺术活动，不断丰富全民艺术普及“资源库”的内容。第五，对部分使用率低的板块做功能性调整，对于

虽然重要但功能发挥不佳的板块予以技术优化，对于不怎么重要且功能发挥不好的板块可考虑取消或合并。 

5.3. 营造浓厚舆论氛围，拓宽全民艺术普及宣传渠道 

良好的公共舆论氛围，对于推进全民艺术普及工作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针对当前重庆市全民艺术

普及宣传渠道不够广泛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拓宽全民艺术普及的宣传渠道：第一，要充分利

用大众媒体的教化功能。一方面要注重艺术科普工作，努力提高群众的艺术认知和兴趣；另一方面要精

心做好政策解读，为群众答疑解惑。第二，对传统宣传渠道作与时俱进式的改造。针对儿童、中老年人

等特殊群体，应当加强场馆内宣传和社区宣传等传统方式，保障其及时有效地获取艺术活动信息，同时

还可以运用流动车进行“游行”宣传。第三，要充分利用文化志愿者、社会工作者和村干部联系群众的

桥梁作用，将全民艺术普及真正渗透到基层。 

6. 小结 

推进全民艺术普及，既是政府为人民群众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和保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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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积极行动，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报告在重庆市开展全民艺术普及现状的基础上，找寻存在的主要问题并

结合重庆本地实际，提出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对策建议，对于提升全民艺术普及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转型升级，加快文化强市建设，为重庆市早日跻身全国大城市第一方队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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