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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出现和发

展，人类的知识结构和对世界的认识正在发生剧烈的

变化，可以说是面临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为了应对

这一变化，不同的国家兴起教育改革，包括学科建设

的改革。2019年4月，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门正

式联合启动“六卓越 一拔尖”计划2.0，包括新文科在

内的“四新”学科（新工科、新医科、新理科和新文科）

建设进入了政策实施阶段。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创作院

院长朱乐耕认为，“四新”的学科中没有“新艺术”建

设，其被包括在了新文科中。他认为艺术有必要独立

于新文科之外，成为一门新艺术学科。

全国政协委员范迪安认为，近年来，我国的科技

艺术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前段时间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上的表演。从全球范围看，科技艺术已成为艺

术教育发展新的增长点，世界各地的科技院校纷纷加

大了艺术教育的力度，并与艺术院校展开联合课题，

艺术院校也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与

艺术创意的融合，通过跨学科跨专业的教学方式培养

新型人才。我国科技艺术方兴未艾，与世界处于同步

发展的态势，现在需要把握机遇，加大力度推动科技

艺术学科建设，培养创新人才，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提供人才支撑。因此，他建议：1、加大对艺术院校科

技艺术专业的支持力度。2、扩大科技艺术的高层次

人才培养。3、鼓励人才培养上的制度创新。4、促成

各地科技馆的艺术化。

推动发展学科建设

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和实效关系着社会的文明

程度、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与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生活幸福指数直接相关。近年来，在政府主导和社会

力量的积极参与之下，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硬件软件

条件逐年改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

及其他相关服务，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层次需

求和向往方面成就显著，在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

便利性方面日趋完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卢禹舜带来的

《关于提升美术创研单位公共文化服务实效的提案》

就聚焦此话题。他认为，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总体上社会文化需求与文化供

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有待改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较突出，专业人才和专业培

训仍严重不足，快速更新的科技手段和传播方式对公

共文化服务不断提出新课题，疫情及其他不可抗因素

带来的影响。他建议，要充分发挥美术创研单位在硬

件软件方面的综合优势，充分吸收社会力量、群众期

待、专家意见和实践经验，从调研设计、统筹规划、人

才培养、思路创新、方式创新等入手，充分发挥美术创

研单位“出人才、出精品”的优势，实施文艺作品高质

量发展工程，加强现实题材创作生产，发挥美术创研

单位的专业引领和学术导向作用，努力提供更多优质

的美术展览、学术活动和文化惠民服务，发挥专业人

才资源，组织发动艺术家进校园、进社区、下基层；利

用科技手段和综合资源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发线上线

下课程教学产品；加大线上展览、线上导览、线上直

播、数字展厅等服务等。

出版物、影视、广告、展览、标识、牌匾、标语、包装

等社会公共领域都离不开字库的运用，然而，字库的

乱象也是令人担忧，关于字库的话题也屡次在全国两

会中提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副主席张继提出

《字库行业要严把书法字体质量关》，加强汉字使用尤

其是规范和管理书法字体使用工作，充分利用已有的

书法艺术成果，有力推动字库行业多元发展，促进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美术馆作为艺术类博物馆，承担着对于国家视觉

文化成果的研究梳理、收藏展示、公共教育的重要职

责，对于国家文化积累和引导美术创作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也是使人民群众共享美术发展成果、实现公

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平台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李翔建议尽快在北京建立军事美术

博物馆，发挥收藏展示军事美术精品，引导军事美术

创作风向的作用，满足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审美需求，发挥军事美术助力强国强军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主席、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杨晓阳建议，建设具有自己文

化传统的中国艺术史博物馆，使得中华民族对自己的

艺术的发展线索有所了解，同时，能连接世界艺术史、

看到人类艺术发展的共同点。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

调：“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

标。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因

此，加快文化艺术人才的建设对增强国家软实

力，提升人民精神生活的品质等诸多方面都具

有重要意义。在本届两会上，众多代表、委员

就人才培养、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自己的

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景德镇陶瓷大学教授宁钢

认为，在新时代深化教育改革的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形势下，尤其是当前

第五轮学科评估、专业学位评估即将公布之

前，探讨如何结合学科特色、不同发展阶段、重

点发展区域等具体情况，创建“包容性、可持

续、高质量”的艺术设计教育评价机制，就显得

尤为重要。他认为教育部应尽快出台相关管

理制度、实施细则或补充条款，来督促创建一

个包容、可持续、高质量的艺术设计教育评价

机制。他建议 1、给予高校在学科、学术、专业

评价上高度自主权。2、围绕华东、华中、华南、

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的发展差异，可以在学

科上建立地域性、多元化、特色化评价机制，制

定相应不同层次的评价标准。3、相关部门应

尽快出台相应的制度文件，推动“不同学科的

教育评价机制”，推动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教育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简称“教指委”）

专家，部分学生代表，来共同讨论学科评价与

学术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倡议，建立包容性科研

氛围，高质量学术评价生态。

全国政协委员杨晓阳表示，中国的高等专

业艺术教育，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只重学历、

重理论研究，而不重视实践的问题。虽然出于

待遇与职称评定的原因，出现了“实践类博士”

的说法，但仍存在着概念的混淆问题。他提出

《尽快彻底解决艺术实践类博士弊端》，将实践

的高峰与理论的高峰待遇等同对待，即将实践

类的终极学位及教师职称与理论的终极学位

及教师职称等同对待，正确认识艺术教育和艺

术创作的特殊性。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在实

际的工作调研中发现，美术馆人才评价制度缺

失问题，影响了整个美术馆行业的人才成长，

择业、择岗受到制约、人才流失现象严重等，从

而制约美术馆专业能力提升以及服务水平的

提高，他认为应该建立全国美术馆专业人才职

称评审制度，建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文

化和旅游等行业主管部门提高认识，加强领

导，分专业、分层次建立和行业发展规律相适

应的体系，确保建立健全设置合理、覆盖全面、

评价科学、管理规范的美术馆专业人员职称制

度，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各省市美术馆人才评价

标准，全面加强宣传引导，调动美术馆专业人

员的积极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赵

卫面对画院系统专业人才缺失问题，提出以下

建议：一、适当放宽户口、编制的限制，在全国

范围内吸纳优秀青年画家进入画院系统。二、

充分尊重中国画专业的特殊性，适当放宽画院

艺术家退休年龄。

加快、完善
人才建设

由浙江省漫画家协会、浙江展览馆、美术报等单位主办的“激情冬奥，福虎迎春 主题漫画展”，组织少儿

现场观摩、创作漫画作品。

两会同期声：这些文艺领域的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