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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广东音乐曲艺团的改革

[ 作者 ] 薛子亮 

[ 单位 ] 广东音乐曲艺团 

[ 摘要 ] 广东音乐曲艺团成立于1958年，是唯一专门从事广东音乐、广东曲艺创作、研究和表演的专业文艺团体。经过四十四年的发展，

剧团拥有一大批著名的广东音乐演奏家、广东曲艺演唱家及优秀保留剧目，在历届全国、省、市各项音乐、曲艺比赛和调演中，获得为数

甚丰的荣誉和奖项，是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出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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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音乐曲艺团成立于1958年，是唯一专门从事广东音乐、广东曲艺创作、研究和表演的专业文艺团体。经过四十四年的发展，剧团

拥有一大批著名的广东音乐演奏家、广东曲艺演唱家及优秀保留剧目，在历届全国、省、市各项音乐、曲艺比赛和调演中，获得为数甚丰

的荣誉和奖项，是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出团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广东音乐曲艺团与其他艺术团体一样，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其一，以建设市场体制为特征的中国现代转型给剧团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二，剧团目前的状况远远滞后于与时俱进的要求。面对危

机，面对挑战，只有华山一条路，就是要深化剧团的体制改革，通过改革，转危为安，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

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使广东音乐曲艺团成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出精品、出人才，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导向型、示范性、实验性作用的艺术团体。一、剧团现状的剖析。机构臃肿、管

理不力、经营不当、分配不公，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目前存在的问题和现状的写照。 1、机构臃肿。广东音乐曲艺团一套班子两个牌子：即

广东音乐曲艺团、广东音乐团。总团属下设“三团四室”（广东音乐曲艺一团、广东音乐曲艺二团、广州相声艺术团、人保科、办公室、

艺术室、财务科）。演职人员共150人：其中在职人员81人，非受聘人员16人，退休人员53人。自2000年开始，每年要靠国家拨人头费180

万元及剧团收入130万元才能维持剧团的运转。在职人员81人之中，科室人员23人，专业人员58人。因此，三个演出分团都存在人员短

缺、配备不齐的现象。 2、管理不力。剧团在九十年代初，曾出台有关的管理制度，考勤、请假、演出、外事等都有章可循。但执行措施

不当，执行的尺度不深，至使管理出现混乱。演职人员岗位不清，职责不明，待遇不公。不良现象屡屡发生；个别演职员随意旷工、迟

到，随意不参加剧团组织的政治活动及业务活动。一些主要业务人员只重视境外和私人的演出活动，不重视境内和集体的演出活动。个人

主义膨胀，集体观念淡薄。剧团组织综合性的演出活动，每天都有问题和矛盾出现，领导班子成员要不停做思想工作。这种软弱无能的管

理方式远远滞后于现代的管理模式。 3、经营不当。近年来粤剧私伙局如日中天，曲艺茶座如火如荼。这种市场的需求，曲艺茶座成为了

广东音乐曲艺团赖以生存的演出基地，曲艺一、二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忙于酒楼茶座的演出。这种繁荣的现象，妨碍了大场和综合场的

演出，妨碍了广东音乐的创作、研究和普及推广，更要害的是妨碍了剧团一些重大的艺术活动。每参加一次艺术演出活动，绝大部分的演

员、演奏员都是一日三班工作：上午排练，下午茶座演出，晚上曲苑演出，累到筋疲力尽、身心交瘁。茶座的繁忙演出使曲艺一、二团取

消了双休日，科室人员取消了干部休假。而且茶座的演出艺术水平不高，茶座的不良风气有损艺术。 4、分配不公。广东音乐曲艺团分配

方面至今还是平均分配，还是吃大锅饭，演职人员除了工资、岗位津贴、职务补贴有差距外，所有的演出分配都是平均分配。一台曲艺晚

会演出，国家一级的演员、演奏员的演出报酬与临时合约演员的演出报酬相等，与舞台人员相同，无差距可言，正所谓“同工同酬”，丝

毫没有体现劳动的价值和艺术价值。这种落后的分配方法，挫伤了艺术人员的积极性，糟蹋了艺术人员的辛勤劳动和艺术价值。二、改革

的思路与设想。精简机构、规范管理、转变经营、岗位分配，是广东音乐曲艺团深化改革的思路与设想。 1、精简机构。养精兵、出精

品，是艺术团体的发展方向。根据这一方向及剧团目前的机构设置情况，精简机构是剧团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首先，精简科室。合三为

一：财务科、人保科并入办公室。由办公室统管行政、人事、财会等后勤工作，以利于工作的统筹和开展。其次，精简演出团。合二为

一：曲艺一团、二团合并为一个曲艺演出实体。演员、演奏员按行当及种类调配，增强演出实力，加强演出阵容，提高演奏水准。通过精



简机构，总团属下是“二团二室”（曲艺团、相声团、办公室、艺术室），达到了养精兵的目的。 2、规范管理。明确用思想管人、制度

管人、经济管人的管理思路，确立独立的法人代表，实行法人代表负责制、岗位责任制、全员聘任制。全员聘任制：是人事管理、岗位管

理的主体。团长按“二团二室”的岗位，聘任演职人员，演职人员按岗位竞争上岗。凡受聘者都要签订合同，明确责、权、利，实行岗位

管理。演出是剧团的生命，繁荣市场是剧团的职责。为了保证演出场次的完成，对二个演出团及所有演员、演奏员实行量化管理。总团每

年向二个演出团及所有演员、演奏员下达演出场次指标，场次指标要与经济及年终考核挂钩，奖罚分明，责任到人。并且要通过建立和健

全各项管理制度，规范剧团各方面的管理，实行依法行政、依法治团。 3、转变经营。广东音乐曲艺团顾名思义，是广东音乐与曲艺，两

者都是岭南的优秀传统艺术。前者被誉为“玻璃音乐”、“国乐”，清澈明丽，被海外华人称为“乡音”，在国内、国际乐坛中占有一席

之位。发展前景十分美好，目前市场局限，需要创作研究、推广振兴。后者是众多艺术品种的汇集，历史悠久，流传广远，深受广大群众

及海外华侨欢迎。发展前景十分乐观，目前演出市场繁荣兴旺。由此可见，剧团的经营要以广东音乐创作、演奏为中心，曲艺综合大场演

出为重点，茶座演出为辅。集中精力、人力、财力打造品牌，提高艺术的品味。只有这样，才能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才能代表中国先进

文化的前进方向。广东音乐要推广振兴，广东曲艺要繁荣市场，经营方面必须要产业化。以艺术生产为龙头，多种经营方式并存，以艺术

表演为中心，进行多种业务开发，逐渐形成以文养文，规模化、产业化的经营。 4、岗位分配。分配是一门科学，是体现人的自身价值，

激励人的积极性的法宝。分配合理，利团、利己、利事业。反之，损团、损己、损事业。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受平均主义分配影响，甚少

过问或者不敢过问自己或他人自身价值所回报的经济收入。广东音乐曲艺团在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就是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要打破

平均主义，就要在分配方面敢于拉开差距，以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剧团实行全员聘任制后，凡受聘人员实行结构工资制。结构

工资，包括固定工资、聘任工资、演出分成三大部分。固定工资：是指工资制度改革后的套改工资的基础工资。聘任工资：是剧团根据演

职员受聘岗位所确定不同标准的补贴，是体现演职员收入差距的一部分。演出分成：是根据演职员在演出工作的岗位、责任、贡献及劳动

态度所确定的分配标准，是体现差距的主要部分。三、面临的困难与问题。改革氛围欠佳，队伍如何稳定，人员如何分流，是改革面临的

主要困难和主要问题。改革的目的是消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调动全团演职员的积极性，推进广东音乐、广东曲艺的创新和繁荣。但

改革谈何容易，改革的路上困难重重，问题多多。作为改革带头人的剧团领导班子，要充分考虑面临的困难和出现的问题。 1、改革氛围

欠佳。剧团目前改革面临的困难主要是广州地区艺术院团的改革没有良好的氛围，省市文化部门对艺术院团的改革欠缺指导性，至今没有

出台相对完整的改革方案。改革的气氛不浓，改革的力度不足，使艺术院团的改革束手无策，缩手缩脚。单单一个剧团进行改革，风险

大、难度高。 2、队伍如何稳定。改革产生的冲击波，每一位演职员都会受到震动，也会因此而产生“后遗症”。队伍如何稳定的问题，

是改革要注重的首要问题。队伍要稳定，必须要做好人的思想工作。大力宣传改革的意义和目的，宣传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扎扎实实帮

助演职人员解决实际困难。要特别注意弱势群体人员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为他们排忧解难，把不稳定的现象消除于萌芽之中，总而言之，

队伍稳定是改革的保证。 3、人员如何分流。实行全员聘任制，竞争上岗，有一部分的演职人员因种种原因不被聘用成为了非受聘人员。

非受聘人员如何分流和如何安置，也是改革要注意的重要问题。分流不当、安置不妥，也会产生“后遗症”。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要按照

文化局《非受聘人员分流安置办法》，尽可能让他们享受政策的优惠，遵循合法、合理、合情的宗旨，本着关心帮助的态度，妥善安置每

一位非受聘人员。改革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要应对挑战，把握机遇。根据文化局“积极稳妥、突出重点、分步推进、有所突破”的改

革方针，深化广东音乐曲艺团的改革。通过改革，推进曲艺事业的发展，为繁荣文艺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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