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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所指“中国的艺术基金会”，特指按国
务院发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注册的非公募基金
会，其目的是使用社会资源和专业判断力，促进和
促成文化艺术事业。此处所指“艺术”，主要是
指“美术”（扩展到建筑、设计以及当代的多媒体
艺术）范畴的狭义艺术，不是指包括戏剧、音乐、
舞蹈等与文学相并列的艺术概念（文学与艺术平行
简称为“文艺”）；也不是指包括文学在内的与科
学相并列的概念。



中国基金会和中国的公民社会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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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组织有800-‐1000万	  

其中民政系统管辖的NGO超过40多万，占社
会组织的4%-‐5%	  

基金会只有不到2000家，仅占NGO的0.5%



基金会，从改革开放之后才允许成立，经过以下
几个阶段： 

1981-1988   基金会初建和无序发展期 

1989-2003   基金会起伏发展期 

2004-现在    非公募基金会崛起和快速发展 



 
【图 1：基金会增长速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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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成立数量年度分布（单位：家）	  

来源于中国基金会中心网www.foundationcenter.org.cn





从上述发展可以知道： 

1、中国公民社会很弱，同社会巨大的需求不相适应，所以，
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 
2、基金会 行业很弱，现有基金会才2000家，不足民间社
会组织的0.5%（发达国家这个比例达5%）。由于中国社会
发展需要公益基金会，所以，基金会事业在中国同世界其他 
地区一样是很有前途的事业。 
3、在基金会中，艺术类基金会是长期被忽略的，处于后发
展阶段。产生这一现象，关键在于中国政府对发展基金会 
的过份担忧。但中国新时期发展战略中，已把文化、艺术 
作为重点发展目标。 

总之，我们现在很弱小，但我们有很大的空间和发展动力。 



中国与艺术相关的基金会概况 



三类艺术基金会 

                                                    专注艺术发展 
非公募基金会 
                                                     兼有艺术发展 

                                                     专注艺术发展（目前还没发现） 
公募基金会 
                                                      兼有艺术发展 



专项（艺术）基金 

按中国政府法规，民间设立专项基金，不限于在基金
会门下，在政府及国家事业单位，在社会团体等下面
均可以设立，用于公益事业的专项基金 
。 
艺术类专项基金也是如此。 

另外，在境外设立艺术基金会也有几例。 



艺术基金会的地域分布

艺术类非公募基金会，北京独占鳌头。



基金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地域 
及所在地 

创立者及原始资
金来源 

业务主管单位 获捐来源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
金会 

1989.8.30 全国性 吴作人 统战部 58%来自吴作人及
其家属，27%来自
个人捐款15%来自
机构 

李可染艺术基金会 1998.3.24 全国性 由中国画研究院
等倡议成立；由
李可染家属主要
捐赠 

文化部 个人、机构、家属
均有 

北京国际艺苑美术
基金会 

1988.4.5 北京市 由先生发起创立，
4人出资成立。 

北京市广播电影
电视局 

机构和个人 

北京市黄胄美术基
金会 

1989.1.5 北京市 
炎黄艺术馆 

黄胄、郑闻慧夫
妇 

北京市文化局 几乎全部出自家属 

北京市中华世纪坛
艺术基金会 

2001.11.24 北京市 
中华世纪坛 

歌华集团文化中
心成立。 

北京市广播电影
电视局 

向各地政府筹资 

北京民生文化艺术
基金会 

2010.6.18 北京市 
炎黄艺术馆 

民生银行 北京市文化局 

上海民生艺术基金
会 

2010.9.21 上海市 
上海民生现代美
术馆 

民生银行 上海市文化广播
影视管理局 

潘天寿基金会（浙
江） 

1984 浙江省潘天寿纪
念馆 

潘天寿家属 浙江省文化厅 向艺术家募捐画作
拍卖所得 

广东省林若熹艺术
基金会 

2008 广东省 
广州美院内 

林若熹 广东省文联 林若熹本人作品捐
献 



基金会名称 宗旨及业务范围 资助/公益活动领域 
吴作人国际美
术基金会 

宗旨：发扬优秀的中国文化，促进现代中国美术事业
的发展。 
业务范围： 
（一）资助或协助中国优秀美术家（包括美术史论家、
画家、雕塑家等）在国内或赴海外举办展览、学术交
流、从事考察、进修等活动； 
（二）资助或助海外华裔美术家回中国从事考察、进
修、创作、研究、交流及展览等活动； 
（三）奖励优秀的美术创作、史论著作及高等美术专
业的师生在教学或学习中成绩优异者； 
（四）开展其他符合本会宗旨的活动。 

七大领域： 
中国艺术创作 
中国艺术批评 
艺术史研究 
中外艺术交流 
艺术教育 
艺术管理 
社会公益 

李可染艺术基
金会 

宗旨：发扬李可染爱国奉献精神，弘扬东方文化；研
究李可染学术思想和艺术遗产；开展各项学术活动，
加强国内外文化交流，推动当代美术运动，促进民族
文化的发展。 
业务范围：（一）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中国文化艺术
事业发展，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二）进行李
可染艺术创作和著作的研究、宣传、介绍、出版、展
览及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三）组织开展国
内外文化艺术交流、学术研究等活动；（四）奖励资
助美术家、美术理论家的创作、研究活动，建立李可
染艺术奖；（五）开办李可染艺术学校、研修班等；
（六）建立或协助有关部门建立李可染纪念馆、李可
染美术馆。 

1、开展李可染艺
术的研究、出版
与展览、推介活
动。 
2、参与社会公益
活动，为地震灾
区捐款等。 



基金会名称 宗旨及业务范围 资助/公益活动领域 
北京国际艺苑美
术基金会 

业务范围：筹集资金，接受捐赠，
资助有利于繁荣美术事业的宣传、
展览、交流、研究、收藏、人才培
养等。 

1.  组织各种地方特色的和学派的展览及美术交流。 
2.  收藏中外美术作品。 
3.  发现并培养优秀的美术人才，包括评奖。 

北京市黄胄美术
基金会 

宗旨：发展中国画事业，提高国民
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认
识和素养。 
业务范围：开展黄胄美术创作实践
的研究，举行中外美术展览，举办
艺术教育培训班。 

1、1989年刚成立时：中心任务是为建立炎黄艺术馆
筹募资金。 
2、炎黄艺术馆成立后：发展中国画事业，协助炎黄
艺术馆的开展业务活动，资助炎黄艺术馆的藏品的收
藏。 
3、1997年黄胄去世后：发展中国画事业；研究黄胄
先生创作实践和艺术轨迹；支持走生活之路现实主义
中国画的创作。 
开展黄胄艺术的研究、出版与展览活动。 
关于评奖： 
黄胄美术奖：奖励给描写西部的国画家。 

北京市中华世纪
坛艺术基金会 

业务范围：开展文化交流，募集艺
术发展资金，推动文化事业或文化
产业发展。 

1.  2006年以前：配合中华世纪坛的展览及文化活动 
2.  2006年以后：以“40个名人雕塑”项目为主体，此
外每年举办1-2个艺术展览。 

北京民生文化艺
术基金会 

业务范围：资助文化艺术领域人才
培养、展览展示、研究交流、普及
推广、资料搜集等公益活动。 

目前主要配合炎黄艺术馆的工作。定位于20世纪中国
艺术研究。正在酝酿评奖。 



基金会名称 宗旨及业务范围 资助/公益活动领域 

上海民生艺
术基金会 

业务范围：接受捐赠，资助艺术活动，奖励
优秀艺术家，资助公共艺术教育等。 

目前主要配合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的工作。定位于中国当代艺术。 

潘天寿基金
会（浙江） 

宗旨：为纪念潘天寿对中国美术事业的重大
贡献，研究、继承和发扬潘天寿艺术成就，
奖励优秀，培养人才，开展学术活动，增进

国际和海峡两岸的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中华
民族艺术事业的发展。 
业务范围：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组织学术
报告会。举办美术展览，支持创作和理论研
究，出版论文集丛。奖励优秀人才，颁发“潘
天寿奖学金”和“潘天寿美术奖”。开展与港澳
台同胞、海外侨胞、国外友好团体、个人以
及国际文化组织之间的友好往来，加强互相
合作，争取捐赠支助。 

1、开展潘天寿艺术的研究、出版
与展览活动。 
2、主要资助艺术理论，成立以来

出版过60多种出版物。以潘天寿的
研究为切入点，进而研究中国艺术
理论；从传统入手，也涉及现代。 
关于评奖： 
1.1潘天寿奖学金：对象是中国美
术学院各院系在校生，每两年颁发
一次，现已颁发了七届奖学金。 
1.2潘天寿美术奖：以国画为主的
艺术创作及艺术理论。已经颁发过
一届，获奖者是中国美术学院范景

中（艺术理论）。第二届美术奖正
在酝酿中。 

广东省林若
熹艺术基金
会 

业务范围：接受、管理、使用资金，资助艺
术活动，奖励优秀艺术家，扶持贫困青年艺
术家。 

1、设立奖项，资助国画方面的青
年艺术家。 
2、立足全国艺术高校，关注并服
务于初出校园的青年艺术家群体的
公益性机构。 
3、举行展览活动。 



我们的印象 

1、概况： 
全国2家、地方7家 
在北京6家、外地3家 
名人设立5家、企业 设立4家 

2、资金来源： 
名人基金会主要是个人和亲友师生 
企业和机构设立的基金会来自企业  

3、艺术类非公募基金会的资助及公益活动领域：
第一，对创建者（或命名者）的怀念（包括对其艺
术的研究、出版和展览）或促进创建机构的发展。
这几乎是所有基金会的必有活动。 



第二，以评奖作为主要资助方式。在名人基金会下多设立以名人名字命
名的奖项，这些奖项多与名人所从事的美术领域有关。 

吴作人先生是一位风格全面的学者型艺术家，且特别重视史论的研
究，“吴作人艺术奖”的奖励对象为：1）艺术创作，包括国、油、版、
雕、壁；2）艺术史论；3）艺术新人。 

萧淑芳女士是一位杰出的女性艺术家，“萧淑芳艺术奖”的奖励对象是
有突出贡献的女性艺术家。黄胄擅长以水墨描写西部，“黄胄美术
奖”的奖励对象是描写西部风情的国画家。 

潘天寿是一位艺术理论家和国画家，“潘天寿艺术奖”的奖励对象为1）
艺术理论；2）艺术创作（以国画为主）；3）艺术教育（在校学生）。 

与前面三位艺术大家的基金会相比，国画出身的林若熹将自己的奖项定
位于奖励和资助初出校园的青年国画家。



第三，几乎所有的艺术基金会都会主办、协办或赞助一些展览活
动，促进中外交流。这些展览多以经典艺术为主。 

第四，除了上述三方面的工作以外，还有一些艺术基金会放眼全
局，开展一些致力于促进中国艺术全局性发展的资助与支持工作，
如吴作人基金会近几年来增加了对古代-近现代-世界艺术史研究
的支持，以及艺术批评、艺术管理等方面的资助。 

第五，基金会还会开展一些公益慈善捐助或救灾行动。如李可染
艺术基金会于2008年为地震灾区捐款30万元；吴作人基金会参
与发起和资助的“震后造家”行动，组织了12个建筑师事务所为
震后农民提供住宅方案。



基金会的独立性 

      由机构成立的基金会虽然有机构的支持可以减少筹资压力，但
也因此会对发起机构产生较强的依赖，在资金的管理和业务的开展上
会受到一些影响，独立性较弱。名人类基金会虽然普遍存在筹资能力
弱的问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基金会资金多是由创办者自己
或其家属筹捐，因此在运作和决策上也就具有了相当大的独立性，更
能体现名人创办基金会时的宗旨和目标。当然，名人本人或其家属对
基金会的影响力也因此增大。在这5家名人类艺术基金会中，除了吴
作人基金会的三届理事长都是由美术界有影响力的艺术家、艺术理论
家担当之外，其他4家基金会的理事长都由名人家属担当（吴作人家
属担任了第二、三届秘书长）。由于主要是自己出资，因此名人家属
对于基金会格外珍惜和爱护，在基金会的财务上往往比较自律。但家
族色彩过重，有时又会妨碍基金会吸引专业人才的进入。一般来说，
在基金会初创和发展期，名人本人及其朋友、学生和支持者是基金会
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力；但在“后名人时代”，名人本人过世，那一代
支持者也相继老龄化以后，名人基金会若想获得长久的发展，就要加
强公共化建设，向专业化管理方向转型。在这方面吴作人基金会进行
了较长时间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艺术基金和艺术基金会 

上述所谓艺术基金会是限于民政系统登记注册的非营利
公益组织。实际上，中国的艺术基金却遍布在社会三大
部门之中，即政府、企业和民间三方天地。这三方，也
是中国艺术基金的资金来源渠道。 

政府、企业、民间三方各有自己的功能、作用，同时，
他们也在寻求共同利益和使命下的合作。具有社会公益
使命的基金会和其他文化艺术民间组织在同政府、企业
合作，取得政府、企业资源上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势头。
这一发展趋势为公益文化团体的管理模式和可持续发展
提出新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