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专升本文化产业

管理专业《文化产业学》科目考核大纲

一、考核目标

《文化产业学》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理论课程。

通过考核，检测考生对文化产业形态、基本概念和运行机制的理解程

度，要求考生深刻认识文化产业内涵，掌握文化产业的基本原理和发

展规律，熟悉文化产业运营内容与管理模式，能够结合当下文化产业

发展趋势构建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文化产业理念，养成文化资源挖掘、

管理和创意等综合技能。

二、考核内容

模块一：文化产业概论

知识点一：文化产业的发展概况

1.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2.文化产业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

3.文化产业学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产业学的研究对象

知识点二：文化产业的行业环境

1.文化产业诞生的内因和外因

2.文化产业基本概念和文化产业发展脉络

3.世界和中国经济文化发展趋势

知识点三：文化产业的市场格局

1.当前文化产业的市场格局、国内外文化产业市场现状

2.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产业发展类型

3.文化产业市场格局的主要模式：①国际市场格局②国内市场格局

知识点四：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1.文化资源的开发模式



2.文化资源的主要特点

3.文化资源研究模型

4.文化资源的评估与开发

知识点五：文化资产的价值实现

1.文化产业资产价值评估体系

2.文化产业资产价值评估相关理论、文化资产的观念演变

3.文化产业资产价值评估方法

知识点六：文化内容的创意生产

1.文化创意产生的思维方法

2.六顶思考帽

3.品牌原型理论

知识点七：文化科技的融合发展

1.文化产品的膜拜价值、展示价值和体验价值

2.文化和科技的辩证关系：①文化技术的价值创新 ②创新策略

知识点八：文化企业的组织管理

1.文化企业的组织形态与运作特征

2.文化企业组织类型

3.熟悉文化企业的运作

知识点九：企业文化的领导模式

1.领导理论和文化企业的领导模式

2.六度创新理论

3.创意经理人的胜任力模型

知识点十：文化产业的营销创新

1.营销理论及相关概念

2.我国文化产业的营销方式

3.7P 营销理论



知识点十一：文化产业的商业模式

1.文化产品的商业模式的概念及其全过程

2.文化产业的商业模式

3.九宫格商业模式

知识点十二：文化金融的运营模式

1.文化金融的概念系统和创新模式

2.文化企业的融资方式

3.文化金融的操作类型

4.创新模式及特征

知识点十三：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

1.文化产业集聚效应

2.文化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

3.文化产业集聚的要素、形成模式与趋势

知识点十四：文化产业的国际贸易与传播

1.文化产业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

2.文化产业国际贸易的特点

3.文化产业国际贸易与传播的战略模式

模块二：艺术概论

知识点一：艺术观念

1.中国艺术观念：①儒家艺术观念②道家艺术观念③禅宗艺术观

念

2.西方艺术观念：模仿论、表现论、形式论、艺术体制论

3.马克思主义艺术观：①人的本质力量；②艺术内容与形式的辩

证关系；③毛泽东文艺思想； 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⑤习

近平文艺思想

知识点二：艺术生产与消费



1.艺术掌握世界的特殊性

2.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

3.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完整过程

4.艺术的审美特性及表现维度

知识点三：艺术的功能

1.中西代表人物有关艺术功能的论述

2.艺术的主要功能

知识点四：艺术创作

1.艺术创作主体应具备的素质

2.艺术创作方式的特点

3.艺术创作的基本过程

知识点五：艺术作品

1.艺术媒介的类别与作用

2.艺术形式的特征

3.艺术作品的内容：题材与主题、形象与情境、意蕴

知识点六：艺术接受

1.艺术接受的定义

2.艺术接受主体的主客观条件

3.艺术接受的特征

知识点七：艺术类型

1.艺术类型划分的基本原则

2.主要的艺术类型及其审美特征

3.各种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

知识点八：艺术的发展

1.艺术起源的主要学说

2.有关艺术发展规律的主要观点



3.影响艺术发展的相关因素

4.艺术发展中的平衡与不平衡

5.艺术发展中的继承与创新

知识点九：艺术风格

1.艺术风格的概念界定

2.艺术风格形成的复杂原因

3.艺术风格的类别

4.艺术风格的基本特点及其意义

知识点十：艺术流派

1、艺术流派的定义

2、艺术流派形成的基本条件

3、艺术流派形成的几种形态

知识点十一：艺术思潮

1.艺术思潮的定义及其产生条件

2.艺术思潮的类型

知识点十二：艺术批评

1.艺术批评的含义与性质、原则和意义

2.艺术批评的主体构成及应具备的素养

3.艺术批评的维度与方法

知识点十三：艺术的当代嬗变

1.多样化和本土化的艺术博弈带来的问题

2.艺术中的“雅”与“俗”

3.文化创意产业的几个特点

4.艺术市场和营销不同于其他商品交换与营销的特点

5.数字技术条件下当代艺术嬗变的共性特征



三、课程考核实施要求

（一）考核方式

本命题考试为专升本学生适用，考核方式为闭卷笔试。

（二）考试时长:150 分钟。

（三）考试命题

1.考核大纲命题内容覆盖教材的主要内容。

2.科目分值：满分值 200 分。

3.考试题型：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名词解释题每小题

5分，共 30 分；简答题每小题 8分，共 40 分；论述题每小题 20分，

共 40 分；材料分析题每题 25分，共 50 分。

四、教材和参考书

（一）教材

向勇.文化产业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

《艺术学概论》编写组.艺术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

（二）参考书目

李思屈、李涛.文化产业概论（第三版）[M].杭州：浙江大学出

版社，2014 年.

金元浦.文化创意产业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彭吉象.艺术学概论（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