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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入手破解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瓶颈 

纪富贵，黄芳，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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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教育角度思考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瓶颈，可以发现，产业人才培养的落脚点应该在文化，单一的专业、 

职业教育不能承担起产业人才培养重任。有必要从“对口”的教育转向“对人”教育，引入并实施自由教育、通 

识教育，化解人才培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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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是一个后起之秀，是文化产业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 [1] 自从文化创意产业在英国兴起 

之后，其高效、低碳的经济效应，在全球成为一种 

经济发展趋势。国内各种创意园区、各类创意经济 

在政府鼓励、扶持下，逐渐发展。然而，人才的缺 

乏，使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处于一种徘徊不前 

的状况。从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上看，北京相关 

从业人员为 120 多万人，从业规模为全国之首。 [2] 

而北京创意产业从业人员在总的就业人口中所占 

的比例不过  1‰，相比之下，在纽约，文化创意产 

业的从业人员占该城市全部工作人口总数的 12%； 

在伦敦占 14%；而在东京，这一比例更高达 15%。 
[3] 而在产业人才构成上，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具有四 

多一少的特征：娱乐业从业人员多、经营性从业人 

员多、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多、非文化部门从业人员 

多，而高级人才偏少。 [4] 这种结构类型，在文化创 

意产业领域更甚。 

可见，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瓶颈已经形成。对人 

才瓶颈形成原因的探讨，离不开教育；解决文化创 

意产业人才瓶颈，也需要从教育方面着手。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对于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到 

底应该从何着手？教育在文化创意人才培养中出 

现了什么问题？有没有解救的方法？这些都值得 

思考。

一、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落脚点应在文化 

谈到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不少时候，人们 

都将培养的重点落脚在产业人才、创意人才上，或 

者是基于产业运营、创意产生基础，强调人才的复 

合性，较少有人会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落脚点 

应在文化上。 

教育应该为文化创意产业培养产业化运营人 

才吗？或者说，产业化运营人才是教育应该着力培 

养的重点与核心吗？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这样的。一 

个好的创意产生之后，如果不能进行产业化，其效 

果、效应的发挥就会大打折扣。在“酒香也怕巷子 

深”的年代，能够将创意进行产业化运作的人才， 

是急需的。 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 有一个所谓的 “乘 

数效应” ，也即一个好的创意，通过不同形式的运 

作，会产生巨大的效益。比如迪斯尼的动画片，本 

身只是一种动漫形象，但是通过电视、电影、游戏、 

玩具、乐园等等产业化运作，其经济价值与效益得 

以充分体现。所以，能够将创意进行产业化运作的 

人才，是文化创意产业需要的。 

但是，产业人才是最根本的吗？比较一下，就 

可以发现，比产业人才更为重要的是创意人才，是 

能够产生创意的人才。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的 

根本区别，就在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运作基础在于创 

意，在于人产生的创意。一般的文化产业，也可以 

进行产业化运作，但与文化创意产业运作的效果、 

效益差别在于，前者是在传统的文化上运作，后者 

却是在文化的创意上。从这一方面来说，创意人才 

比产业人才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意义更为重要。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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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如果基于文化创意产业运作的“乘数效应”分 

析，其产业化运作必须以创意形象作为基数，没有 

这个基数，产业化的运作无从谈起。因此，对于文 

化创意产业而言，能够产生创意的人才，是比产业 

人才更为重要的一种人才类型。 

还有没有比创意人才更为重要的，或者说从产 

业需求来说，教育应该为文化创意产业培养那种更 

为根本的人才？对此，我们应该追问的是文化创意 

产业中创意的来源。创意由人产生，而人为什么产 

生创意？创意大师詹姆斯•韦伯•扬认为产生创意 

的基本方针有两点：一是创意完全是把事物原来的 

许多旧要素作新的组合。二是必须具有把事物旧要 

素予以新的组合的能力。 [5] 在他看来，创意的产生 

是来自原有旧要素的，是对旧要素的新组合，创意 

人才需要具有把旧要素赋以新组合的能力。旧要素 

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应该就是原有的文化、原有的 

文化形态，创意就是要将原有文化变为一种新的文 

化和新的文化形态。而从另一角度分析，对于文化 

创意而言，旧要素是基础，创意虽是对旧要素的一 

种改变，但作为旧要素的文化却是基础，创意是原 

有文化经过碰撞之后产生的，创意的根源在于文 

化，人的创意需要建立在原有文化基础上。因此， 

文化创意产业人才中最基础、最核心的人才应该是 

文化人才，教育应该也可以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文 

化人才。可以说，文化是创意之源，文化创意产业 

最需要的人才是具有文化知识、文化能力、文化素 

质的人才。 

当然， 对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 不是说产业 （运 

营）人才、创意人才不重要，而是说相对而言，文 

化人才更重要。因此，教育在培养中的落脚点应在 

文化。

二、单一的专业、职业教育不能完全承担起文 

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重任 

除开教育培养的落脚点应在文化外，另一个值 

得思考的问题是教育，即高等教育通过单一的专 

业、职业教育可以满足文化创意产业人才需求吗? 
确实，我们设置了很多专业，我们根据市场需求， 

根据职业变化，新增了不少“创意”专业，但结果 

呢？ 

从目前高等教育相关文化创意专业人才的就 

业情况来看，对口的专业人才很难找到对口的职 

业，特别是对创意要求高的职位。曾经火爆的动画 

专业，如今已经位列十大就业红牌警告专业之首。 

作为一个需要创意的职业，动画专业的人才培养却 

大多仅仅停留在动画制作技术层面。技术只是实现 

创意的手段， 而创意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 《功 

夫熊猫》《花木兰》等美国动漫影片风靡中国时， 

对于美国动漫制作人，我们感叹的不仅是他们的技 

术、创意，更是惊叹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而从另一个角度反推，也能证明单一对口的专 

业、职业教育不能完全承担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 

重任。当前，各地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评选出 

了一批领军人物，领军人物先前所学的专业，与之 

后从事的产业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湖南 

从事数字出版立志建立“华文历史报刊文献数据 

库”的唐五一，大学阶段学的是医学专业。 

在当前的社会中，一个人一辈子只从事一个与 

专业相关的职业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所学专业 

与所从事职业之间已经变得越来越缺乏必然的对 

应关系。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角度分析，这一产业具 

有的强融合性特征，使得产业的发展不可能只依赖 

于某一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其背后需要的更多是 

人的综合素质。 

而从教育角度分析，单一的专业、职业教育有 

其必然的局限性。专业教育是在专业学校进行的为 

专门职业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 [6] 专业教育、职业 

教育的产生、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分工存在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正是人类社会深层次的社会分工，导致 

从事某一职业需要具备较高的专业化知识、技能， 

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出现了专业教育、 

职业教育，并在这种适应中推动了自身和社会的发 

展。但问题也随之出现，现代产业发展对于某一类 

型职业的要求，已经从知识的专业深度向知识的横 

向广度延伸。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其对于从业者 

人文素质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其对于 

从业者专业技能的要求。比如新闻行业，专业对口 

就业越来越难，新闻世界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 

事件需要记者具备其他专业底蕴，才能识别、采写 

好新闻。可见，文化创意产业等的强融合性特征要 

求从业者具备复合型特点，社会对于专业教育、职 

业教育也因此提出了广度的要求。 

而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在自身的发展中，却越 

来越趋向于细化的发展。首先，在专业的划分上， 

越来越细化，以至于不进一步细分的专业就不能体 

现其专业性；其次，在专业的教学中，强调专业实 

用性知识、技能的传授，轻视专业理论，更谈不上 

从专业、学科之间的联系出发进行教育。而当“知 

识按其程度变得原来越特殊时，知识就越不能成为 

知识” ， [7] 所以 “情况越是特殊， 知识就愈是经验性； 

知识越是经验性的，教育就越不自由” 。 [8] 

当前，社会对于包括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专业 

教育、职业教育都提出了广度性知识结构的要求， 

而高等教育与之却形成了越来越向深化发展的趋 

势，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方向性背离局面。这可以 

说是越对口越专业的文化创意专业人才就业难的 

根本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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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教育，特别高等教育应该怎么办？ 

三、从“对口”的教育向“对人”的教育转变 

单一的专业、职业教育无法承担起文化创意产 

业人才培养重任，原因在于这种“对口”的教育， 

是被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紧跟国际创意产业，在认识到文化创意产业重要性 

的同时， 提出教育应该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 因此， 

教育根据产业的需要，增设专业， “对口”进行人 

才的培养。而考察国际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可以 

发现，欧美国家创意产业的发展，是基于其自身教 

育的结果，是先有创意人才，后发展为创意产业。 

欧美国家创意人才的培养，以及创意产业的发 

展，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其高等教育中注重对于人自 

身的教育结果，而非适应经济被动培养人才。 

欧美的高等教育提倡自由教育，而自由教育是 

以人的理性发展为目标，强调心智的训练。 [9] 欧美 

高等教育中的“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 。现 

代高等教育思想家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认为 

自由教育对理智的培养，首先，通过知识的交流， 

在新旧知识的交流碰撞中，才智得以扩展；其次， 

进行知识的思考，在新旧知识的对照、分析、综合 

中，寻找知识的逻辑关系；最后，达到人心智的扩 

展。应该说这种教育，是十分吻合创意的产生过程 

的。因此，这种教育下培养的人才，产生创意，形 

成产业，也就是自然而然的。而我们强调“专业对 

口”“专门化” ，把各种专业划分得很窄很细，设置 

屏障，互不介入，结果“隔行如隔山” ，造成“隧 

道效应” ，使得学生和教师的知识领域和思维视野 

受到狭窄专业的限制，缺乏深造的基础和条件。 [10] 

任何专业似乎都是为了培养专业人才， 可是， 

一个根本问题还是培养人。首先是人，然后或同 

时才是农艺师、工程师、程序设计师、律师、医 

师…… [11] 因此， 在为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专业 

人才培养中，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从“对口”的教 

育向“对人”的教育转变。在教育过程中，引入自 

由教育、通识教育观念，并注重与专业、职业教育 

之间的统一。 

因此，笔者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培养，首 

先要注重的是此类专业共同部分的文化基础。专业 

对应职业，当把职业作广义理解时， “文化是职业 

之根，职业乃文化之果” 。 [11] 一个人要能完全胜任 

工作并充分享受工作的快乐，就应该懂得工作的社 

会学的、历史学的、心理学的、文学的、基础艺术 

的各个方面。 [8] 文化创意产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 

可以通过介绍某些类型的文化创意产品背后所隐 

含的文化，提醒学生注意文化对于这个产业，对于 

专业学习的重要性。其次，按照《中庸》的学习方 

法，在文化上的“博学”之后，应该引导学生“审 

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强调文化的“化” 

对于人理性、心智培养的重要性。 “理智训练以及 

大学教育的真正目的而且充分的目的不是学问或 

学识，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思想或理智，抑 

或可称为哲学体系。 ” [7] 对于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 

就是在广博的文化熏染中，让人形成自已的自由思 

想，这种思想，辅以专业教育、职业教育获得的技 

能，就能为创意的产生提供必要的充分条件。 

从教育角度思考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瓶颈，可以 

发现，个中存在的问题其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 

不仅仅存在于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中。因此，从 

教育着手解决人才培养问题，需要改变教育观念， 

特别是改变较为功利的单一的专业、职业教育，引 

入自由教育、通识教育观念。当看似无用的自由教 

育、通识教育，发挥出长远、重大之用时，包括文 

化创意产业人才在内的人才瓶颈问题，应该能够得 

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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