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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Par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view of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management our 
government put forward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cultural system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we should strive 
to do a good job of 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enhance the social ability of cultural center, to provide more quality 
cultural services for the people. At present, the county cultural center in the process of management,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problems, 
many county cultural centers are still using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did not make full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cultural centers and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ew cultural centers, cultural centers must be inno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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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县文化馆管理与体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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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上，针对文化管理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文化体制创新的新要求，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要努力抓好文
化馆管理的体制建设，提升文化馆的社会能力，为人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文化服务。目前，县文化馆在管理过程中，还存在
很多的问题，很多县文化馆还在用着传统的管理体制，没有对信息技术予以充分的利用。因此，为了提高文化馆管理水
平，顺应现代新型文化馆建设的要求，必须进行文化馆体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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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除了满

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外，更加注重精神层面上的追

求，在这之中文化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县文化馆是文学艺术

的主要载体，文化馆内专业门类繁多，可以满足人们多样化

的需求。但由于县文化馆的开放程度比较高，服务的对象又

涵盖当下社会的各个群体，所以县文化馆在管理方面难免产

生各种问题。例如，管理机制不健全、团队活力不足等。对此，

论文对文化馆管理和体制创新进行了探讨分析，通过研究，

增加人们对于文化馆管理的关注程度，从而吸引到更多的学

者参与到相关研究之中，并为今后对县文化馆的高质量发展

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从实践层面出发，有利于对当下

管理机制进行创新发展，树立先进的管理思维，提高县文化

馆管理水平，使之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发展 [1]。

2 当前县文化馆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管理理念相对滞后
中国自从建设县级文化馆以来，相关部门对于县文化

馆的建设问题越来越重视。虽然文化馆的办公条件越来越

好，所需设备越来越齐全，但是却忽视了对文化馆的相关管

理工作，从而就造成了管理工作上的不足。尤其是文化馆的

管理者，由于他们对管理工作缺乏足够的认知，所以在很多

具体的管理细节上都不够仔细，不仅影响了管理水平，而且

削弱了文化馆应有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

事招聘上没有打破体制界限，没有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文艺人

才，没有做到择优录用，从而导致文化馆人才队伍素质不高，

有的人可以说是滥竽充数。二是没有打破“大锅饭”平均分

配制度，没有将工作效率与年终绩效奖挂钩，存在着“干多

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现象，从而使得很多人失去了工作

的积极性，使得文化馆工作效率低下。同时，很多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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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对很多文化馆活动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当地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 [2]。

2.2 缺乏高素质的文化人才
对于当下的文化馆管理事业来说，虽然文化馆的基础

设施建设趋于完善，但是对于高素质的文化人才来说，大多

的文化馆都有所不足，不能够应对文化事业的有效管理，也

不能推进文化馆管理体制的及时创新。而且大多数高校也没

有开设这方面的专业，这导致高校不能够为文化馆的管理培

养足够的人才，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的发展需求。另外，上级

业务部门也没有经常性对文化馆业务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

导致他们的专业能力无法得到提升。再说，有的县文化馆里

的业务骨干大多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走上工作岗位，年龄

已经偏大，精力不济，冲劲不足，工作积极性已荡然无存 [3]。

同时，他们的知识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老化，他们对传统的

书画、戏曲、老歌曲等文艺形式此较认同，对网络文学、网

络音乐、网络剧、网络演出、网络动漫等新兴类别了解不够，

学习不够，吸收不快，很难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2.3 文化馆管理机制滞后
对于县文化馆来说，如果想要持续地高质量地发展，

保持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就必须要与时俱进，创新管理体

制，积极迎合时代发展的需求。但是从目前来说，很多文化

馆都缺乏科学的管理方法，给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阻碍。同

时，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也在影响文化馆的管理。由于县文

化馆属于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政府财政成为支撑馆务活动的

唯一来源，而县财政每年只能解决正常的办公经费，因此上

级给钱就服务，没有钱就不服务或少服务的状况相当严重，

有的创作人员一两年都不搞创作，甚至数年内都拿不出一件

有分量的原创作品。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地方公共文化服

务的质量不高、总量不足，无法满足当地群众对于公共文化

服务的需求，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化馆管理工作的

开展 [4]。

3 文化馆管理体制创新

3.1 转变管理理念
作为文化馆的管理者必须时刻注重管理能力的提升，

以及管理观念的改变。这对于文化事业发展来说是相当重要

的。而在管理方式上，管理人员必须注重员工的个人知识水

平与能力，保障员工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在创新

能力方面，应当积极培养员工的创新能力，让员工的能力能

够在岗位上发挥出来。以此来提升员工的文化服务能力，满

足人们的文化服务需求。通过以下几点能够有效地提升管理

理念的转变，提升文化馆的服务质量 [5]。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文化馆的服务必须严格

按照以人为本为中心，在所有的活动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人在文化馆的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能够有效地提升

人们的精神文化质量，还能够保障文化馆员工对文化馆的创

新重要性大幅提升。第二，努力激发员工潜在的文化知识能

力。作为文化馆的管理人员，必须重视的馆内员工的个人追

求需要，并以此为依据来充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让他们能够自觉的参与到文化馆的建设之中。此外，还应当

重视文化管员工的定期培训，这样能够有效地提升员工的服

务水平，同时也能够提升管理者的管理水平。还应当对文化

馆的优秀人才进行激励，充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使员工能

够更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这对于文化馆的管理创新来说非

常重要。

3.2 创新管理思维
首先，应寻求共同的出发点。文化馆的所有人员都是

一整个团队，作为团队就必须从大局出发，并且积极寻求公

共利益，而不是过分追求个人利益。在部署工作的过程中，

必须注重实质而不是重视形式。如果仅仅是为了交差，并不

是从根本上改变，那么无法真正地提升服务质量。所以必须

深入其中进行落实，实事求是。同时，还应当做好彼此之间

关系的处理，作为管理者不能仅仅为了做老好人，做了表面

的团结，看似一团和气，却没有用心交流，并不利于文化馆

的发展。此外，还应当注重共同价值观的凝聚，文化馆的团

队之中很多工作人员都比较感性，因此必须重视和提倡追求

单位价值，实现真正的团队价值，并且还应当自觉做到单位

价值和个人价值的有机统一，以此为依据来引导员工个人职

业发展观和集体发展观，绝对不能过度追求个人价值而忽视

公共服务质量，尤其是在为人民服务的方面上。再次，应当

对整个领导班子的整体魅力进行构建，并根据文化馆多年以

来存在的问题进行观察与思考，积极进行改进，提升文化馆

的管理水平。

3.3 推进常态管理机制
文化馆的系统管理模式应当积极地推进建立，因为在

文化馆的管理过程中，必须自觉做到有目标、有制度、有程

序、有考核的管理，这正是文化馆管理的基本要求，在文化

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各种事项过程中应注重文化馆的管理，各

种活动形成管理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各项规定，以此来形成

整齐有序的管理格局。

第一，建立日常管理机制。主要解决日常工作有制可依、

有章可循、制度管事、制度管人的问题。日常管理机制包含

两个层面：关于文化馆层面各事项、各环节管理统一的基础

性的制度，如馆班子议事制度、公文办理制度、公章管理制

度、工作报告制度、工勤管理制度、公务接待制度、会议管

理制度等等。第二，建立目标管理与考评机制。主要解决人

浮于事、干多干少一个样等公平与内耗的问题，建立一定的

工作导向引领，建立共同的目标价值与追求，从而提升团队

整体工作绩效。目标体系包括目标项目、指数、考评办法、

奖惩激励、结果运用与考评管理等。可以尝试把业务人员和

行管人员分类定制目标，进行年度考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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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创新管理机制
不断变革不合时宜的管理体制是文化馆事业发展的必

然要求，一个优秀的文化馆管理者必须敢于变革、善于变革，

在持续改革的过程中实现文化馆事业的创新和发展。一是理

顺关系，转换机制。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求进一步解

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进一步理顺关系，转换机制，通过

科学设岗、分类管理，加强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根据文

化馆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管理人员，初步形成人员能进能

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升能降、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为现代文化馆建设提供组织

保证和人才支持。要进一步优化功能，改善服务，提高管理

和服务水平，从而更好地履行现代文化馆的职能要求，从人

民群众的角度出发，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二

是优化组织结构。随着社会信息传递方式的不断演进，那种

分工过细、相互割裂的管理组织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把相

互关联的管理组织加以整合，实现组织的扁平化是未来文化

馆组织管理的必然要求，通过科学的方法提高管理效率。组

织的扁平化要求员工承担更多的自我开发与自我管理的职

责，通过劳动契约和心理契约的建立，来提高员工对组织的

承诺与认同，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对文化馆的归属感，

从而有效地促进员工的自我开发与管理。

3.5 培养创新型人才，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
文化馆管理创新离不开创新型人才队伍的建设，文化

馆在开展文化艺术活动时，会面对各类的需求，人民群众的

文化艺术追求也在逐步提高中，针对这样的发展变化，管理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文化馆事业的发展宏图中有着举足若

轻的作用。如今文化馆在建设创新型人才队伍之时，遇到的

困难有很多：首先，缺少年轻化青春化的人员；其次创新

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比例严重失调，造成结构组织的不

合理性，创新技术人员没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再者，文化活

动过于陈旧不变，缺少新意，创新能力也没发挥得当。对于

这些困难，文化馆的管理者要认真研究解决。此外，县文化

馆的专业技术人员越来越少，对优秀专业人才的引进也不够

重视，也没有鼓励业务骨干参与或者去指导各种群众文化活

动。例如，一些地方在举行大型文化艺术活动之时，为了达

到某种轰动效果，不让文化馆专业人员参与活动，这样的活

动方式会大大影响了文化馆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间接导

致专业性技术人才不愿投入文化馆事业中，也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文化馆在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中的重要性。所以不能让文

化馆失去其自身的创新能力，就要适时地让更多的专业艺术

人才参与各类活动，从中学到各种知识，得到社会各界关注，

能大大提高文化馆管理的创新程度。

4 结语

总之，在新形势下，实现文化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是

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集中体现，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

社会效益第一位，对文化馆各方面不断地进行革新。只有坚

持对文化馆管理体制进行不断的创新，才能够使文化馆的发

展和管理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论文通过对文化馆管理

的探讨研究，找出新形势下文化馆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例如，

管理观念滞后、管理体制落后、专业文化人才匮乏。对此，

必须要创新管理体制、创新管理思维、培养创新型人才，提

高文化馆管理水平，促进中国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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