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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艺术基金“十四五”时期

资助规划》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本部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为做好“十四五”时期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管理工作，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十四五”艺术创作

规划》，编制《国家艺术基金“十四五”时期资助规划》。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2022年3月11日 

国家艺术基金“十四五”时期资助规划

　　国家艺术基金是由国家设立，旨在繁荣艺术创作、打造和推广精品力作、培养艺术人才、推进国家艺术事业健康

发展的公益性基金。为做好“十四五”时期艺术基金资助管理工作，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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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十四

五”艺术创作规划》编制本规划。

　　“十三五”时期，国家艺术基金紧密围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任务，资

助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开展了一批品牌活动，培养了一批领军人才，为艺术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有效激发了

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引领示范带动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提出要繁荣文艺创作，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

的精神食粮。文化和旅游部对“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作了全面部署。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文化发展战略、文化和旅游部工作部署，国家艺术基金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主动适应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抓住

机遇，迎接挑战，服务大局，开拓创新，全面深化资助体系、资助方式、管理方式和成果运用改革，努力提升资助工

作的精准度、有效性，充分发挥引领示范带动作用，为推动艺术事业高质量繁荣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坚

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任务，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繁荣艺术创作，聚焦精品力作，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

一，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二、工作原则

　　（一）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党对文艺

工作的战略部署和工作要求贯彻到艺术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支持艺术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

的艺术创造,自觉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书写生生不息的人

民史诗。着力完善艺术作品的创作生产、演出展览、评价推广机制，推动艺术事业发展成果为广大人民共享，服务好

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文艺作品需求的新期待，增强人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三）坚持把创作优秀作品作为核心任务。激励艺术工作者树立精品意识，自觉提升艺术创作的精神高度、文化

内涵、艺术价值，推出更多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经得起人民检验和评判，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

的优秀作品。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四）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完善艺术作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导激励机

制，促进优秀艺术作品在更大范围共享，体现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公益属性，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

一。

　　（五）坚持促进艺术与科技融合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新形势，促进科技发展、技术革新成果的

运用。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集成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

情感，拓宽文艺空间,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

　　（六）坚持培育德艺双馨的高水平艺术人才。注重人才培养质量，注重艺德艺风建设，引导广大艺术工作者树立

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宗教观，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讲

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成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拥护者、践行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行者、先倡者，努力以高尚的

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树立良好社会形象，营造自尊自爱、互学互鉴、天朗气清的行业风气。

　　三、主要指标

　　“十四五”时期，资助项目总数量约3200项（含地区项目约150项）。资助项目分为一般项目和重大项目。一般

项目指面向社会资助的项目；重大项目指国家确定实施的项目。

　　（一）一般项目

　　1.艺术创作项目

　　（1）计划资助舞台艺术创作项目1000项左右。其中，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项目500项左右；小型剧（节）目和

作品创作项目500项左右。

　　（2）计划资助美术创作项目500项左右。

　　2.传播交流推广项目

　　计划资助传播交流推广项目500项左右。



　　3.艺术人才培养项目

　　（1）计划资助艺术人才培训项目400项左右。

　　（2）计划资助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800项左右。

　　（二）重大项目

　　重大项目根据“十四五”时期国家交办的任务组织实施。

　　四、资助项目

　　（一）艺术创作项目

　　艺术创作项目资助舞台艺术和美术作品的创作。

　　1.舞台艺术创作项目

　　资助范围：

　　（1）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项目。资助具备完整的戏剧结构、严谨的故事构思、鲜活的人物形象，能够独立完

成完整演出的舞台艺术作品创作。包括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歌舞剧）、儿童剧、杂技剧、木偶剧、皮

影戏、小剧场戏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曲艺（长篇、中篇）和具有创新性、跨界融合特点的表演艺术形式等。

　　（2）小型剧（节）目和作品创作项目。资助已经完成创作演出的，体现浓郁生活气息、饱满时代精神和群众喜

闻乐见的艺术节目。包括小戏曲、独幕剧、小话剧、小歌剧、小舞剧、音乐、舞蹈、曲艺短篇、小品、木偶小剧、皮

影小戏、杂技、魔术和具有创新性、跨界融合特点的表演艺术节目等。

　　资助重点：

　　（1）坚持与时代同步伐，把握时代脉搏，把握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展现时代新气

象，讴歌人民新创造，弘扬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

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现实题材作品创作。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创新驱动发展、

乡村振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大运河文化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重大现实题材作品创作。

　　（2）秉承正确的历史观，反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弘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

设、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表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反映党团

结带领人民在奋斗过程中涌现的光辉事迹、先进人物、重大成就和伟大精神的重大革命题材作品创作。围绕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党的二十大、北京冬奥会、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的主题创作。

　　（3）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

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时代内涵和价值的重大历史题材和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作品创作。切实加强戏曲保护传承，推动实现薪火相传，推陈出新。

　　2.美术创作项目

　　资助范围：

　　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漆画和书法、篆刻等作品创作。

　　资助重点：

　　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和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讴

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描绘祖国秀美山河，具有显著时代意义和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美术作品。重视历史

题材，聚焦现实题材，鼓励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

性变革的主题性美术作品创作。

　　（二）传播交流推广项目

　　资助范围：

　　资助优秀舞台艺术和美术作品等在国（境）内外的演出、展览。

　　资助重点：

　　1.配合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要国际交往活动，围绕国家重大纪念活动和重要时间节点举办的优秀艺术作品演

出、展览。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2.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创作生产的优秀艺术作品的演出、展览。围绕戏曲珍稀濒危剧种传承发展

开展的演出。

　　3.发挥文化惠民作用，深入市、县基层，深入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开展的优秀艺术作品演出、展览，

鼓励省级及以上国有文艺院团与基层文艺院团联合开展优秀作品演出。

　　（三）艺术人才培养项目

　　1.艺术人才培训项目

　　资助范围：



　　资助适应艺术事业当前和长远发展需要的舞台艺术和美术等领域创作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文艺评论人才培训活

动。

　　资助重点：

（1）以造就有影响的各领域艺术领军人物为目标的艺术人才培训活动。

（2）关系到舞台艺术和美术事业传承和长远发展的特殊、急需、紧缺的艺术人才培训活动。

（3）满足基层艺术事业发展需要的优秀实用型艺术人才培训活动。主要包括：面向市、县国有文艺院团、文化

馆（站）等文化艺术单位开展的艺术人才培训；面向民营文艺院团、民间艺人开展的艺术人才培训；面向新文艺群体

等其他基层艺术工作者开展的艺术人才培训。

（4）培养有利于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优秀艺术人才，推动形成有助于活起来、传下去、出精品、出名家的良好

生态，完善扶持戏曲珍稀濒危剧种传承发展的人才工作体系。

2.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

　　资助范围：

　　资助年龄在40周岁及以下的优秀青年艺术工作者，具体包括戏剧编剧、曲本作者；音乐作曲；舞蹈、舞剧编导；

舞台艺术表演者；美术、书法、摄影、工艺美术和文艺评论工作者等。

　　资助重点：

（1）在本专业、本领域已取得一定成绩，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号召力的优秀青年艺术工作者。

（2）思想进步、富于才华但尚在成长、发展期，给予支持有望成长为优秀人才的青年艺术工作者。

（3）加强文艺评论工作，选拔培养一批优秀青年文艺评论人才，切实发挥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

领风尚的作用。

（四）重大项目

　　资助范围：

　　包括舞台艺术创作重大项目、美术创作重大项目、传播交流推广重大项目和艺术人才培训重大项目，由文化和旅

游部、财政部共同确定。

　　资助重点：

1.配合重大现实题材、重大革命题材、重大历史题材艺术作品创作规划实施，表现重大主题的舞台艺术和美术作

品创作项目。

2.服务国家内政外交大局和围绕重要时间节点组织的具有全国性、国际性影响的传播交流推广项目。

3.以培养重要和关键艺术领域领军人物为目标的人才培训项目。

　　五、实施保障

　　加强管理和监督，尊重艺术规律和基金制管理规律，构建适应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激励机制，健全激励导

向的绩效评价考核机制，完善工作体系，调动各级艺术管理机构、广大艺术工作者和社会各界投身艺术事业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

（一）坚持正确方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严把艺术创作和演出展览等活动的政治关、

导向关、价值观。

（二）健全制度体系。坚持“公平公正、公开透明”，按制度管理、按程序运行，认真总结资助管理经验，健全

艺术基金资助管理制度体系，加强资助标准建设，优化项目审批流程，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加强项目管理。建设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库，完整、规范、准确填写并及时更新资助项目信息，实行资助项

目全过程管理。确立项目分类分档资助标准。建立健全对资助项目的绩效评价体系，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确保资

助项目高质量实施。

（四）完善政策支持。继续通过现有渠道支持艺术基金事业发展，争取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进一步拓宽资金渠

道。探索开展联合资助工作，丰富完善资金投入方式。

（五）优化合作机制。发挥艺术基金的优势，增进与各相关机构的交流，拓展合作范围，扩大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