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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文化馆是县、市一级的群众文化事业单位，有的地方也叫文化中心。[cultural centre] 文化

活动中心，作用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并给群众文娱活动提供场所。目前我国各省市基本都

有文化馆，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文化馆将被建设

。在国外，正在兴建的很多孔子学院也类似于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文化馆市场深度调查与行业前景预测报告》共

八章。首先介绍了文化馆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文化馆规模及消费需求，然

后对中国文化馆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文化馆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

景。您若想对中国文化馆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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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南省文化馆年度收入分析

（2）河南省文化馆年度支出分析

7.6.4 河南省文化馆发展策略分析

7.6.5 河南省文化馆最新发展动态

7.7 贵州省文化馆运营现状与发展策略

7.7.1 贵州省文化馆发展状况

（1）贵州省文化馆发展规模

（2）贵州省文化馆藏书数量

（3）贵州省文化馆建筑面积



（4）贵州省文化馆从业人员数量

7.7.2 贵州省文化馆文化活动分析

（1）贵州省文化馆文艺活动分析

（2）贵州省文化馆展览活动分析

（3）贵州省文化馆培训活动分析

（4）贵州省文化馆讲座活动分析

7.7.3 贵州省文化馆年度收支分析

（1）贵州省文化馆年度收入分析

（2）贵州省文化馆年度支出分析

7.7.4 贵州省文化馆发展策略分析

7.7.5 贵州省文化馆最新发展动态

7.8 江西省文化馆运营现状与发展策略

7.8.1 江西省文化馆发展状况

（1）江西省文化馆发展规模

（2）江西省文化馆藏书数量

（3）江西省文化馆建筑面积

（4）江西省文化馆从业人员数量

7.8.2 江西省文化馆文化活动分析

（1）江西省文化馆文艺活动分析

（2）江西省文化馆展览活动分析

（3）江西省文化馆培训活动分析

（4）江西省文化馆讲座活动分析

7.8.3 江西省文化馆年度收支分析

（1）江西省文化馆年度收入分析

（2）江西省文化馆年度支出分析

7.8.4 江西省文化馆发展策略分析

7.8.5 江西省文化馆最新发展动态

7.9 江苏省文化馆运营现状与发展策略

7.9.1 江苏省文化馆发展状况

（1）江苏省文化馆发展规模

（2）江苏省文化馆藏书数量

（3）江苏省文化馆建筑面积



（4）江苏省文化馆从业人员数量

7.9.2 江苏省文化馆文化活动分析

（1）江苏省文化馆文艺活动分析

（2）江苏省文化馆展览活动分析

（3）江苏省文化馆培训活动分析

（4）江苏省文化馆讲座活动分析

7.9.3 江苏省文化馆年度收支分析

（1）江苏省文化馆年度收入分析

（2）江苏省文化馆年度支出分析

7.9.4 江苏省文化馆发展策略分析

7.9.5 江苏省文化馆最新发展动态

7.10 浙江省文化馆运营现状与发展策略

7.10.1 浙江省文化馆发展状况

（1）浙江省文化馆发展规模

（2）浙江省文化馆藏书数量

（3）浙江省文化馆建筑面积

（4）浙江省文化馆从业人员数量

7.10.2 浙江省文化馆文化活动分析

（1）浙江省文化馆文艺活动分析

（2）浙江省文化馆展览活动分析

（3）浙江省文化馆培训活动分析

（4）浙江省文化馆讲座活动分析

7.10.3 浙江省文化馆年度收支分析

（1）浙江省文化馆年度收入分析

（2）浙江省文化馆年度支出分析

7.10.4 浙江省文化馆发展策略分析

7.10.5 浙江省文化馆最新发展动态

 

第8章：中国领先文化馆建设运营现状分析(ZY WZY)

8.1 辽宁省群众艺术馆运营分析

8.1.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1.2 文化馆主要活动内容



8.1.3 文化馆培训教育分析

8.1.4 文化馆免费开放情况

8.1.5 文化馆最新发展动态

8.2 吉林省群众艺术馆运营分析

8.2.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2.2 文化馆主要活动内容

8.2.3 文化馆培训教育分析

8.2.4 文化馆免费开放情况

8.2.5 文化馆文化遗产保护

8.2.6 文化馆最新发展动态

8.3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运营分析

8.3.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3.2 文化馆主要活动内容

8.3.3 文化馆培训教育分析

8.3.4 文化馆免费开放情况

8.3.5 文化馆文化遗产保护

8.3.6 文化馆最新发展动态

8.4 浙江省文化馆运营分析

8.4.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4.2 文化馆培训教育分析

8.4.3 文化馆免费开放情况

（1）以区域共建的方式，全面推动免费开放工作

（2）坚持普遍均等的服务理念，大力开展公益文化服务

（3）创新服务方式，不断扩大免费开放的力度

8.4.4 文化馆最新发展动态

8.5 山东省文化馆运营分析

8.5.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5.2 文化馆文化遗产保护

8.5.3 文化馆最新发展动态

8.6 湖南省群众艺术馆运营分析

8.6.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6.2 文化馆培训教育分析



8.6.3 文化馆免费开放情况

8.6.4 文化馆最新发展动态

8.7 广西群众艺术馆运营分析

8.7.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7.2 文化馆主要活动内容

8.7.3 文化馆培训教育分析

8.7.4 文化馆免费开放情况

8.8 四川省文化馆运营分析

8.8.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8.2 文化馆主要活动内容

8.8.3 文化馆培训教育分析

8.8.4 文化馆文化遗产保护

8.9 云南省文化馆运营分析

8.9.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9.2 文化馆主要活动内容

（1）打造&ldquo;艺术客厅&rdquo;城市文化艺术品牌

8.9.3 文化馆培训教育分析

8.9.4 文化馆免费开放情况

8.9.5 文化馆文化遗产保护

8.10 宁夏文化馆运营分析

8.10.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10.2 文化馆主要活动内容

8.10.3 文化馆培训教育分析

8.10.4 文化馆免费开放情况

8.10.5 文化馆文化遗产保护

8.11 河北省群众艺术馆运营分析

8.11.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11.2 文化馆主要活动内容

8.11.3 文化馆培训教育分析

8.11.4 文化馆免费开放情况

8.11.5 文化馆最新发展动态

8.12 江苏省文化馆运营分析



8.12.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12.2 文化馆主要活动内容

8.12.3 文化馆培训教育分析

8.12.4 文化馆免费开放情况

8.12.5 文化馆文化遗产保护

8.13 陕西省艺术馆运营分析

8.13.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13.2 文化馆主要活动内容

8.13.3 文化馆培训教育分析

8.13.4 文化馆免费开放情况

8.13.5 文化馆文化遗产保护

8.13.6 文化馆最新发展动态

8.14 甘肃省文化馆运营分析

8.14.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14.2 文化馆主要活动内容

8.14.3 文化馆培训教育分析

8.14.4 文化馆免费开放情况

8.14.5 文化馆文化遗产保护

8.14.6 文化馆最新发展动态

8.15 太原市群众艺术馆运营分析

8.15.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15.2 文化馆主要活动内容

8.15.3 文化馆免费开放情况

8.15.4 文化馆文化遗产保护

8.15.5 文化馆最新发展动态

8.16 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运营分析

8.16.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16.2 文化馆主要活动内容

8.16.3 文化馆培训教育分析

8.16.4 文化馆免费开放情况

8.16.5 文化馆文化遗产保护

8.17 南京市群众艺术馆运营分析



8.17.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17.2 文化馆主要活动内容

8.17.3 文化馆培训教育分析

8.17.4 文化馆免费开放情况

8.18 杭州市群众艺术馆运营分析

8.18.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18.2 文化馆主要活动内容

8.18.3 文化馆培训教育分析

8.18.4 文化馆免费开放情况

8.19 宁波市文化馆运营分析

8.19.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19.2 文化馆主要活动内容

8.19.3 文化馆培训教育分析

8.19.4 文化馆免费开放情况

8.19.5 文化馆文化遗产保护

8.20 厦门市文化馆运营分析

8.20.1 文化馆发展简介

8.20.2 文化馆主要活动内容

8.20.3 文化馆培训教育分析

8.20.4 文化馆免费开放情况

8.20.5 文化馆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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