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经济学期末复习资料



艺术经济学

选择 20 个 20 分    
名词解释 4 个 每个 5 分    
简答 3 个 每个 6-8 分

案例 1 个 10-15 分     200-300 字

论述 1 个 20 分     结合实例

名词解释

1、艺术经济学：指利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讨

论艺术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流通过程及其运行

规律的人文社会科学。

2、艺术商品：是艺术家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手段对其

社会劳动和社会现象的理解转化到一定的形式或载

体的物理化、系统化、典型化的观念产品，是某一具

体历史时空内进入艺术交易市场的那局部艺术品。

3、表演艺术产品：是指艺术门类中以舞台或固定的

表演场所为载体，以实施者现场创造展示和观众过程

消费为根本特征的艺术效劳。

4、三度创作：指在剧团的艺术生产过程中，包括了

文学的，符号的〔曲谱舞谱〕剧目，曲目和节目的一

度创造，由艺术家与观众共同参与剧场演出的三度创

造。

5、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一般规那么或



特殊行为，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

消费者的供需决策。发生在表演艺术市场的管制行为

主要有艺术资助、价格管制、消费者补贴、设置行业

壁垒等方式。

6、视觉艺术：是指以可观的色彩、线条和形体为载

体传达审美意象，是和我们的视觉感受有关的艺术类

型，主要包括书法。绘画。雕塑。建筑等。

7、数字艺术：是以现代数字技术为根底，以文化艺

术为核心，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以创作者的思想为灵

魂，以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根本，具有独立文

化价值的数字作品。

8、国家文化创新体系的理论：国家文化创新体系应

包括目标系统，执行系统，保障系统和鼓励系统这四

大组织结构，内含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的协调

开展关系的根本理念，内置有内容创新模块，形式创

新模块和渠道创新模块三大模块。惠及社会群众，实

现文化开展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简答

一、艺术生产的特殊性〔艺术生产过程的特征〕

1、艺术创造作用劳动对象的过程更多地表达为脑力

劳动过程。



2、艺术创造过程“沉浸〞在物化产品过程中包含了

大量的主体性，作为艺术劳动结果的艺术产品物化了

主体和主体的劳动过程，成为艺术家的对象化存在和

反观艺术家主体的一面镜子。

3、艺术创作的物化过程更多地使用物质的媒介功能

而不是物理功能。物质生产更多地依靠物质的物理属

性，生产一种实用性产品，物质的物理性能与物质生

产的目的是一致的。

4、艺术生产的结果主要表达为一种抽象形式而不是

物理形式存在。物质产品主要是以物理方式存在的，

但经过了艺术加工后形成的艺术产品却主要依赖于

艺术形式。

5、艺术生产作为审美价值生产，生产主体具有特殊

性：艺术生产主体要综合运用审美心理的效果，艺术

生产主体需要毒热的禀赋条件，艺术生产主体要有沟

通主观与客观的特殊能力，能够将外在的自然界转变

为与人相关的“属于人的自然界〞，使自然存在传达

出人的精神和情趣。

二、艺术消费的特殊性是什么？

1.艺术的消费过程，是一个由物质到精神的转化过程，

与一般商品相比艺术商品的消费结果不同，在艺术商

品的消费过程中，人们主要是“内容消费〞即使选择

符合自己偏好的精神内容，借助各种形式存储于人脑，



形成一种文化沉淀和精神文化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

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2.艺术消费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消费者的再创作过程，

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其用的指向性是相对稳定的，

使用效果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艺术商品那么不然，

如果不经过消费者的再创作过程，它的实用价值就无

法表达消费也就不能完成。

3.艺术消费被赋予了文化身份的符号性意义，艺术消

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炫耀性消费的特色。艺术品市场

上的一种特殊表现是，艺术品，不仅是一种投资对象，

更是一种炫耀工具，越著名的稀有的艺术品，越容易

成为炫耀品，越富有的购置能力强的投资者越可能产

生炫耀性购置动机。  
4.影响因数消费的因素，更为复杂。从微观上看收入

水平和支出结果是影响艺术消费水平的经济因素，闲

暇时间是影响艺术消费水平的时间因素，艺术活动场

地和设施设备是影响艺术消费水平的空间和物质因

素。艺术消费水平还取决于消费主体的文化素养，兴

趣爱好和审美习惯的。

三、艺术市场的分类

艺术市场按内容可分为古玩文物，工艺美术，演艺，

影视，音像制品市场的。按空间可分为国际艺术市场

和国内艺术市场。国内艺术市场又可划分为城市和农





赞助由资助开展而来，早在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出

现，艺术资助对艺术的影响非常深远，且始终存在。

艺术赞助的主体包括私人，企业，政府以及各类社会

机构。

4，艺术博览会，艺术博览会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

在伦敦举行的哥罗维诺古董展。艺术博览会，主要有

两方面的功能：一是作为艺术交易主体和场所的商业

集市功能，一是作为艺术传播主体和平台的艺术展示

功能。在中国，虽然 20 世纪 90 年代初形成的拍卖业

作为一种最早的艺术市场行为出现，但是引导中国艺

术形式的重要力量却是大型的艺术展览。相比于国外

的主流艺术博览会，我国的艺术博览会仍然处于一个

成长过程中，相比西方国家我国的艺术市场仍处于一

个初级市场的水平。

五、三度创作说

1.一度创作生产过程，艺术的文本实现。一度创作主

要是表演艺术产品的文本形成。一度创作是剧作家在

一定的立场上，以一定的世界观为指导，运用形象思

维的方法，深入现实生活，对社会生活进行观察，体

验，研究，分析，并对生活素材加以选择，提炼，加

工，塑造出艺术形象的创造性劳动，这个过程实际上

也就是剧目脚本的创作过程。



2.二度创作生产过程，剧本的舞台实现。表演艺术生

产过程中的二度创作，是将剧本呈现于舞台的过程，

包括导演构思，演员表现以及帮助演员塑造形象的各

种辅助手段。这种依据剧本的创作活动，统称为二度

创作。二度创作是对一度创作的阐释，理解，接受，

但是在一度创作根底上的填补修改创造。相比一度创

作生产主体的单一性，二度创作生产那么是一个集体

协作的创作过程。

3.三度创作生产过程，剧目的价值实现。三度创作不

只是对剧本文学，舞台艺术提供的审美信息的接纳，

而且也是在与二度创作的交互作用中，通过主体的各

种审美心理功能而对前二者进行新的再创造。三度创

作生产过程中的特征为，一方面演员在观众的审美中

完成自己舞台形象的创造，另一方面是观众在演员的

表演中，完成自己欣赏戏剧的审美创造。表演艺术产

品的三度创作生产过程是艺术剧目价值的最终实现

过程，是对艺术生产成效的检阅。

六、表演艺术产品的本钱

创作阶段，主要有剧本创作费，剧本征集费，剧本讨

论费，剧本修改费用等围绕剧本创作而产生的费用。

排练制作阶段，主要有相关音乐排练录音费用，舞台

美术的制作创作费用，如舞台的布景，灯光，道具，

音响制作，演出服装和头饰的。演出阶段，主要支出



的本钱包括演出的广告宣传，剧场租金，舞美和舞台

装置，交通运输，演员工资，剧场摄影，录音的费用。

七、影响消费者艺术消费的因素有哪些？

从买方的消费者角度来看，对表演艺术的消费属于精

神层面的消费，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这种需要的满

足，或者是否够构成这种需要，取决于个体的种种因

素，主要包括，第一，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第二，

消费者的艺术素养。第三，有消费的实际需要和支付

能力。此外影响个人做出是否消费表演艺术产品的因

素，还包括，其职业，年龄，民族，社会阶层等因素。

八、票务营销

1.票务营销的直销体系，表演艺术团体和公司通过组

织售票中心直接将门票售卖给消费者。直销模式的特

点是实现了表演艺术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易，

省去了一些中间环节，有助于表演艺术公司从消费者

那里得到直接的信息反应。2.票务营销的代理营销模

式，代理的票务机构是一个专门用于门票销售和市场

推广的公司。表演艺术公司与票务公司之间通过协议

建立委托代理关系，由票务公司专门负责门票的销售。

票务代理销售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节省表演艺术公

司的营销本钱，并且通过票务销售公司的专业化运作

到达较高的门票销售量， 但同时也会丧失表演艺术

公司与消费者沟通的大量时机。3.票务营销的团队购



票，表演艺术的门票，往往会作为公司福利或旅游中

的一个工程而出现团体消费的情况。团体消费者不仅

能够迅速扩大门票的销售量，而且也能带来消费的人

气，并拓展演出产品的知名度。4.票务营销的新兴方

式，除了电话订票，网络在线订票的方式外，自动门

票销售及也开始在国外一些城市出现，提供了更为便

利的门票购置方式。门票的预售制度也是有效提高门

票销售，提高观众忠诚度的一种方式。

九、政府管制的意义

1.政府管制存在的理论，前提是弥补“市场失灵〞，

以提高市场效率。2.政府管制的目的在于提高市场本

身的效率，为有效地实现市场配置资源最优化，是市

场自身调节机制缺乏的有效补充。3.在表演艺术经营

主体不断追求效率，效益的过程中，维持市场秩序，

保护本国演出市场，提供社会保障等，都需要政府管

制的介入。

十、影响艺术品价格的因素是什么？

客观性影响因素包括：本钱，诸如人力本钱，物流本

钱财力本钱等；艺术品内在的文化价值含量；艺术商

品流通的供求关系以及稀缺程度等。主观性影响因素

包括：基于时代审美趋势之上价值结构；标志性消费；

政治及特定社会心理结构等。

十一、艺术品投资的风险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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