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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艺术项目管理的实施成本的有效降低对市政部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对公共艺术项

目实施过程中的现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存在以下三个方面问题：相应人才缺失、合同有关条令模糊和

设计方案不能落地。基于此,进一步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加大相应交叉型人才的培养、建立国家性质有

关管理部门以及过程标准化,以期为市政部门有效降低公共艺术实施成本提供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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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ive reduc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cost of public art project manage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municipal departments.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art proje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three problems: the lack of corresponding talents, the 

ambiguity of the relevant contract rules and the failure of the design schem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urther 

puts forward targeted policies: increase the training of corresponding cross-type talents, establish relevant 

national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nd process standardiz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municipal 

departments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mplementation cost of public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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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以其特有的广泛性和兼容

性,同时随着大众民主意识的加强以及对

理想生活的向往,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使

大众对生活环境产生了诸多的心理诉求。

基于此,学界逐步深入挖掘有关公共艺术

项目实施的的研究,但是现有研究主要聚

焦于政策环境对公共艺术的影响,缺乏对

于其本身项目实施的深入探讨。因此,本

文基于公共艺术实施过程中的现状,进一

步提出相关对策,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的

公共艺术项目管理提供指导性意见。 

1 工程项目管理与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最直接的理解就是公众的

艺术、大众的艺术,目前学术界对公共艺

术还没有一个比较公认的定义,一种是

强调“公共性”,认为公共艺术是公共性

在艺术领域的物化表现,另一种则认为

公共艺术就是处于公共空间的综合性艺

术。公共艺术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公

共性,也就是说公共艺术是为了社会大

众而服务的,为人们群众提供的一种文

化形式。其中公共艺术工程项目管理包

括公共艺术建设过程中相关的立项决策,

设计管理,前期准备,采购管理,实施阶

段,文档管理,后评阶段等方面,是项目

全寿命周期的管理。其职能是：为保证

项目在设计、采购、施工、安装调试等

各个环节的顺利进行,围绕“安全、质量、

工期、投资”控制目标,在项目集成管理、

范围管理、时间管理、成本管理、质量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沟通管理、风险

管理、采购管理等方面所做的各项工作。

公共艺术与工程项目是属于跨界管理,

一个公共艺术项目的建设往往涉及市

政、交通、园林、文化、宣传、街道、

校园、企业等多个主体。艺术在实施的

过程之中可能会改变设计原本所要表达

的内容,变得是似而非。从工程项目管理

方向去入手,从源头到实施整个全寿命

周期内进行控制,有利于公共艺术项目

规范管理的成功实施。因此,本文将进一

步讨论公共艺术与工程项目管理之间的

关系,并对此提出具有建设意义的对策。 

2 公共艺术中项目管理的现状 

近年来,公共艺术在中国发展很快,

但公共艺术体制建设的发展还是缓慢的,

尤其是在成本实施管控中的人才缺乏、合

同追责体系不够完善、以及设计方案过于

理想化很难实现等多方面的问题。 

2.1缺乏相应的人才管理 

公共艺术作品的本质是长久、固定

存在空间内的,服务于社会大众。目前在

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内容倾向的调查中显

示,开设以美术鉴赏、音乐鉴赏、影视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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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摄影艺术等为主要公共艺术教育识

读课程的高校占到70%；涉及当代设计与

工艺、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类不

足20%；涉足艺术实践类的公共艺术教育

课程不足10%；涉及现代媒体与媒介、网

络课程、流行艺术、社会与社区场所艺

术的高校占20%左右。因此在公共艺术方

向缺乏能合理进行公共艺术项目管控方

面的人才。 

2.2合同追责不明晰 

合同是基于保护双方权益而签订的

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但是目前社会上

所出现的千城一片、抄袭之风的盛行导

致整个艺术氛围变得缺乏创造力和活力,

例如石家庄的“人面狮身像”、克拉玛依

的“油泡”,但是其中最为苦恼的是无法

找到抄袭事件的具体责任人,一旦发现

抄袭政府部门就会勒令其整改拆除,大

量财力人力物力的消耗却没有得到实质

性的作用,抄袭之风依然盛行。因此,国

家对于此类抄袭事件的法律体系建设不

完善,且在合同条款缺乏注明责任人和

追责方,这会助涨公共艺术项目实施过

程中的抄袭之风,从而造成相应的实施

成本骤然上升。 

2.3设计方案过于理想化 

目前出现2015年四川省造价定额有

关于雕塑定额子目中国雕塑委员会所出

具的雕塑工程预算定额外,雕塑没有相

应的国家标准定额计算。同时景观工程

也被划分为市政项目工程定额预算。对

于艺术品,我国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来明确规定如何控制其价格,应该以哪

种规范和格式去评价艺术作品的价值。同

样的材料经过艺术的定位后其所赋予的

价值就会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价

格。城市公共艺术领域中所出现的盲目

跟风,毫无创新性和个性化的艺术品如

雨后春笋般涌出,不管是否符合当地的

文化内涵和文化语境。因此,相关设计人

员缺乏与具体承建单位的沟通,会造成

实施成本不必要的浪费。 

3 公共艺术项目管理的相关

对策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就以下三点提

出针对性的对策,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

建设性意见。 

3.1交叉型学科学生培养力度加大 

公共艺术学科需要培养既有较高工

程项目管理的专业素质,同时也可以为

学生提前提供专业的职业生涯定位。单

一的公共艺术教育形式及一般意义上的

目的指向,同样不是艺术学公共艺术教

育的最佳方式和目标追求。围绕人才培

养目标,设计包括工程管理实践内涵的

探索、验证,且富有特色的跨界艺术课程

及多维教学方式等在内的综合育人体系,

是追求成绩更是追求成效的公共艺术创

新育人实践的前提条件。 

3.2建立国家性质的艺术管理部门 

我国现有公共艺术法规出台于20世

纪90年代。建设部的《城市雕塑建设管

理办法》于1993年出台的。另外,中国雕

塑家协会、各地区雕塑家行业协会也相

应出台了关于雕塑及公共艺术工程项目

的预算定额管理的相关文件,单方面对

自我的有效保护,缺乏国家性的管理规

范,目前国际通行使用公共艺术概念,还

停留在“城雕”概念的公共艺术法规范

围,已经严重滞后了。我国应该建立国家

性质的艺术管理部门,有效进行艺术管

理的管控与制约,在政策法令的保障下,

公共艺术项目才可以得到有效的立项、

建设和维护,不断完善与建立相应的行

业管理组织,加强自我管理应该建立健

全的公共艺术管理职能部门,更好地去

维护和发展公共艺术事业。 

3.3公共艺术项目实施过程标准化 

公共艺术标准化模式的产生和管理

应从现在所提倡的工程项目管理标准化

下去发展,严格按照各部门的工作标准

规范其工作行为,提高项目部整体管理

水平,增加项目部的经济效益。因此在设

计及施工标准化时间分配对项目管理确

实产生了良好效果,它可以促进项目提

高工程质量,减少设备材料的浪费,降低

工程返工的可能性,使工期得以缩短,极

大地节约工程成本。 

4 结语 

本文基于公共艺术项目管理实施过

程中的现状分析,发现存在以下问题：首

先,在公共艺术实践过程中缺乏相应的

人才管理,导致项目进展缓慢,多方人员

浪费的现状；其次,国家对于此类抄袭事

件的法律体系建设不完善,且在合同条

款缺乏注明责任人和追责方,这会助涨

公共艺术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抄袭之风,

从而造成相应的实施成本骤然上升；最

后,相关设计人员缺乏与具体承建单位

的沟通,会造成实施成本不必要的浪费。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针对性政策：首

先,加强学校教育对于公共艺术与工程

项目管理交叉型学科学生的培养；其次,

建立国家性质的艺术管理部门；最后,

公共艺术项目实施过程标准化。因此,

公共艺术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协调把

控而不是一方面的整改。从基本的学校

教育方向入手,同时再从社会法定条例

方向进行严控,对具体项目实施过程标

准化进行。多方向、多方面地发展,公共

艺术一定会发展地更加繁荣,实现每个

时代的特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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