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潮州市促进工艺美术产业

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3 年）》的通知
潮府函〔2021〕111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市各开发区、潮

州新区管委会：

现将《潮州市促进工艺美术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3

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

径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反映。

潮州市人民政府

2021年 4月 20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潮州军分区，

市法院，市检察院，驻潮部队，中央、省驻潮各单位，各人民团

体，各民主党派，各新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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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促进工艺美术产业发展行动方案

（2021-2023 年）

潮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代潮人精益求精、开拓创新，

淬炼出光辉灿烂的非遗文化，发展形成精品荟萃的工艺美术体系。

目前，全市拥有 17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特色产

业，拥有 147名国家级、省级大师及 573名工艺美术师，2011 年

潮州市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授予“中国工艺

美术之都”荣誉称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潮州期间，高度评价“以

潮绣、潮瓷、潮雕、潮塑、潮剧和工夫茶、潮州菜等为代表的潮

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并深情嘱托我们“要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

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广东视察潮州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十四届十一次全会精

神和《潮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意见》，加强以工艺美术为重点

的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推动全市工艺美术产业繁荣

发展，为振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潮州力量，特制订本行动方

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牢牢

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视察潮州的历史性机遇，乘势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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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而行之，充分发挥潮州工艺美术资源优势，统筹政府、行业协

会、大师、企业、媒体等多方力量，以推动解决工艺美术产业发

展环境不优、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品牌不响、产业平台建设滞后、

工艺美术人才短缺、缺乏市场运作等影响和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

问题为导向，选取一批有针对性的关键事项和重大项目进行重点

突破，优化提升工艺美术产业发展政策环境，建立可持续保障推

动机制，健全工艺美术研发创新体系，加快专业化展示平台建设，

加强传承队伍培养，大力发展文创产业，推进工艺美术产业精品

化、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时尚化发展，进一步擦亮“中国

工艺美术之都”品牌，助力美丽潮州建设。

二、工作目标

2021 年，工艺美术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出台实施，重点工作任

务责任落实到位，工艺美术发展环境有效提升；工艺美术“八个

一”工程扎实推进，中国工艺美术之都博览园、大师工作室等一

批项目先行启动；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立，一批新的国家级大师、

省级大师、市级大师获得认证；嘉德国际潮州工艺美术专场顺利

举办，潮州工艺美术品牌初步打响。到 2023 年，潮州工艺美术产

业转型升级和集聚发展成效显著，工艺美术产业总产值达到 400

亿元，建成2个特色产业示范基地，建设 3个高标准展馆，建设

10个博物馆之城系列工艺美术馆，命名 10个大师工作室，争创

5个国内外知名品牌，新增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工艺美术大师 200

名，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7个、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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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以上。

三、主要措施

（一）做好系统性谋划，找准工艺美术发展路径

1.加强法制保障工作。制订出台《潮州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

与促进条例》，从地方性法规的层面加强对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

形成传承保护、人才培养、鼓励创新、行为规范等制度体系。

2.强化产业发展规划。编制《潮州市“十四五”文化发展改

革规划》，制订出台工艺美术产业发展规划，系统谋划工艺美术

产业发展蓝图，全力推进工艺美术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3.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将工艺美术产业发展融入到“一江两

城一海湾”的发展格局，聚焦“潮人精神家园的承载空间”，以

韩江新城北部文旅休闲片区及中部生态宜居片区为主要空间载

体，以意溪镇为核心承载区，充分发掘韩文公祠、潮州宋窑等文

化品牌价值，加快工艺美术之都博览园、世界潮人文旅项目、特

色文化街区等重大文旅项目建设，将韩江新城打造成工艺美术发

展新高地；持续推进古城保育活化，以广济桥、牌坊街、饶宗颐

学术馆、许驸马府、镇海楼（旧府衙）等为核心区，依托古巷古

宅等载体，打造集展演、文创、体验、培训、商旅等于一体的工

美文创生态圈。

（二）做好系统性支持，优化工艺美术发展环境

4.制定产业扶持措施。结合工艺美术产业发展需要，修订《关

于鼓励通用厂房建设促进工业地产发展的实施意见》，优化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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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产业发展空间。

5.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推动设立支持潮州工艺美术发展的配

套资金，完善各级政府支持工艺美术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和财政

补助，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和中山对口帮扶潮州扶持资金的引导作

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加大对工艺美术品牌建设、产业集

聚、参展补助、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资金扶持力度，推动工艺美术

产业繁荣与发展。

6.鼓励产业创新发展。推广运用 3D 打印、激光雕刻、人工

智能等先进技术，提高传统工艺产品的工业化、产业化、自动化

水平。做好省级工业设计中心推荐工作，深入挖掘潮州文化内涵，

推动工艺美术设计与传统支柱产业的多元跨界融合发展。推动实

施一批互联网促进项目，创建沟通工美名师和消费者的潮州市工

艺美术交易平台，发展移动端电商、个性化定制、体验式营销等

新模式。

7.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推进“粤信融”“中小融”平台潮州

分站建设运营，搭建银企对接合作平台，推动金融机构开发“大

师贷”等适用工艺美术产业和工艺美术大师的融资产品。加快中

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引导担保机构为工艺美术产业投融资

提供担保。鼓励各种类型业外资本的投入，以增强再发展的能力

和实力。

8.提升行业服务水平。支持行业协会加强内部建设和管理，

定期组织行业协会与国内先进地区、院校开展交流学习，提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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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能力，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发挥协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和

纽带作用，支持行业协会依照有关规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

服务。

9.加强知识产权运用。支持企业和个人就工艺美术作品、技

艺和产品进行知识产权布局，鼓励在产品及产品包装上使用企业

注册商标或个人标识，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大力推进“潮州

彩瓷”“潮绣”等地理标志产品的申报工作，推动更多特点明显、

发展前景好的工美产品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商

标。探索开展工艺美术领域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加强知识产

权维权援助和行业自律机制建设，加大对工艺美术商标、地理标

志等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

（三）做好系统性建设，建设工艺美术产业平台

10.规划建设高标准展馆和大师工作室集聚区。对古城区牌

坊街及周边范围内的公产房和国有单位进行摸查清理，按照“一

地一策”做好场地腾退。根据场地清理情况，按照重点用于非遗

文化项目保护传承以及高标准展馆规划建设的思路，制订场地利

用方案。在潮州古城谋划建设潮州工艺美术展览馆，引导国家级、

省级工艺美术大师设立工作室，打造名家荟萃的“大师坊”，形

成大师工作室集聚区，推进工艺美术产业与潮州古城融合发展，

形成集聚效应、乘数效应。

11.引导工艺美术行业集聚发展。重点加快推进中国工艺美

术之都博览城项目建设，着力打造中国乃至世界工艺产品研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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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创意设计中心、展示中心和交易中心。加快推进陶瓷文化创

新示范基地、春城·秋溪文旅商住新城等项目，打造富有潮州文

化特色的产业集聚区。

12.打造工艺美术流通平台。引进国内先进的快递物流企业，

建设潮汕区域（潮州）智慧物流电商产业园，助力我市工艺美术

产业进一步开拓市场，降低物流成本。

（四）做好系统性传承，加强工艺美术人才培育

13.加强工艺美术大师服务管理。做好市工艺美术大师认定

工作，积极申请承接省工艺美术专业副高级职称评审权，开展工

艺美术专业职称评审工作。推动工艺美术大师加强技艺交流与合

作，提升产业竞争力。

14.积极开展各类教育培训。支持幼儿园开展各类潮州非遗

工艺美术教育活动，将工艺美术融入幼儿园的教学活动、美工活

动、教室布置、校园活动等。推动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开设工艺

美术类专业技能人才培养。鼓励普通高校、职业院校与企业、大

师工作室之间深化产教融合。

15.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国家级、省级、市级工艺美术

后备人才培养，支持韩山师范学院建设非遗传承研究中心，合作

培养传统工艺美术文化人才。支持潮州市工艺美术研究院建立广

东省博士工作站，支持潮州市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建立博士博士

后平台，为潮州工艺美术发展提供高层次人才支撑。试点设立工

艺美术“微专业班”，针对我市重点的传统技艺品种，创新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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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加快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充实技艺人员队伍。

（五）做好系统性推广，擦亮工艺美术产业品牌

16.加大对外宣传推介。积极做好中国工艺美术之都城市区

域品牌复评迎评工作。邀请知名媒体进行总体策划，开展系统性、

持续性的宣传推介，以“大师＋品牌＋作品”为导向，委托第三

方制作高水平宣传片，在央视等全国性媒体平台播映。依托文物

保护单位、旅游景区、公园广场、主题街巷等场所，展示推介潮

绣、彩瓷、木雕、手拉壶等制作技艺；借助抖音、快手等国内知

名新媒体平台，对工艺美术产品、人物、故事进行宣传，全力打

响潮州工艺美术品牌。

17.开展工艺美术基础研究。组织专家学者对潮州工艺美术

和陶瓷的行业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研究，编纂出版

《潮州工艺美术（1860—2019）》《潮州陶瓷史》。

18.促进对外展示交流。组织企业和行业大师参加中国工艺

美术博览会、中国(北京)国际精品陶瓷展览会等活动，推动我市

工艺美术产业“走出去”。每年举办“市长杯”工业设计大赛；承

办国家级陶瓷艺术设计大赛，做好“等你千年，爱在潮州”婚庆

旅拍产业等推广活动，促进行业交流。

（六）做好系统性运营，推动工艺美术市场运作

19.大力发展文创产业。结合潮州古城文化旅游，进一步推

介潮州工美文创产品，在牌坊街和国内重要城市设立工艺美术专

馆，不断提高潮州工美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知名度。推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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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木雕等工艺美术产品与现代生活、家居装饰等相适应、相结

合，打造更多具有潮州地方特色、走向国内外市场的工艺美术精

品。

20.打造“文化金融街”。加快“潮州文化金融街”项目建设，

引导金融机构和小贷、典当、拍卖、文化产品交易、文化投资公

司、版权质押融资等企业在金融街聚集，培育以服务潮州文化产

品为特色的金融业态。

21.加强专业机构合作。与嘉德国际等国内外知名拍卖平台

合作举办潮州工艺美术拍卖专场，打响潮州工美精品收藏品牌。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潮州市促进

工艺美术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领导小组负责协调解决全市工艺美术产业

发展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全面推行“问题项目化、项目清

单化、清单责任化”工作方法，加快推进我市工艺美术产业高质

量发展。

（二）加强督导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对各级各部门

工作落实情况的跟踪督查，定期收集汇总各有关单位工作进展情

况汇报，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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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发挥媒体舆论导向作用，广泛宣

传报道我市工艺美术产业发展动态和发展成就，着力营造尊重传

统工艺文化、尊重大师、支持工艺美术产业发展的社会氛围。

附件：重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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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点工作任务分工表

主要措施 具体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计划完成时间
牵头单位 协办单位

（一）做好系

统性谋划，找

准工艺美术

发展路径

1.制订出台《潮州市传

统工艺美术保护与促

进条例》。

市人大法工委

市司法局、市发改

局、市工信局、市

文广旅体局

2021年 12月

2.编制《潮州市“十四

五”文化发展改革规

划》。

市委宣传部

市发改局、市工信

局、中山对口帮扶

办，市文广旅体

局、市人社局，各

县、区政府（管委

会）

2021年

3.制订出台工艺美术

产业发展规划。
市工信局

市发改局、中山对

口帮扶办、市文广

旅体局、市人社

局，各县、区政府

（管委会）

2021年 9月

4.推动世界潮人文旅

项目建设。
湘桥区政府

潮州新区管委会、

市文广旅体局、市

自然资源局、市工

信局

2023年取得阶段

成效

5.对己略黄公祠进行

重新策划布展，全面展

示潮州木雕文化。

市文广旅体局 湘桥区政府
2023年取得阶段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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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好系

统性支持，优

化工艺美术

发展环境

6.修订《关于鼓励通用

厂房建设促进工业地

产发展的实施意见》。

市工信局
市自然资源局、中

山对口帮扶办
2021年 10月

7.推动设立支持潮州

工艺美术发展的配套

资金。

市工信局

市文广旅体局、市

财政局、中山对口

帮扶办

2022年

8.创建 10家省级工业

设计中心。
市工信局

中山对口帮扶办，

各县、区政府（管

委会）

2023年

9.推动实施京东“互联

网+新经济”项目。
市工信局

市商务局、市文广

旅体局、中山对口

帮扶办，各县、区

政府（管委会）

2023年

10.加快推动乔布谷数

字化新媒体产业园项

目。

潮安区政府 市工信局 长期推进

11.推动实施潮州优选

家项目。
市工信局

中山对口帮扶办，

各县、区政府（管

委会）

2021年 6月

12.推进“粤信融”“中

小融”平台潮州分站建

设运营，推动金融机构

开发“大师贷”等适用

工艺美术产业和工艺

美术大师的融资产品。

市金融工作局

人行潮州中支、潮

州银保监分局，各

县、区政府（管委

会）

长期推进

13.支持、组织行业协

会与国内先进地区、院

校开展交流学习。

市工信局

各县、区政府（管

委会）、市工艺美

术协会

长期推进

14.大力推进“潮州彩

瓷”“潮绣”等地理标

志产品的申报工作。

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各县、区政府（管

委会）
2023年

15.探索开展工艺美术

领域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工作。

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长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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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好系

统性建设，建

设工艺美术

产业平台

16.对古城区牌坊街及

周边范围内的公产房

和国有单位的摸查清

理，按照“一地一策”

做好场地腾退。

市住建局

市财政局、市国资

委、市二轻联社、

市供销联社

2023年 12月

17.根据公产房场地清

理情况，按照重点用于

非遗文化项目保护传

承以及高标准展馆的

规划建设的思路，制订

场地利用方案。

市住建局
湘桥区政府、市文

广旅体局
2023年 12月

18.建设潮州工艺美术

展览馆。
市工信局 市文广旅体局 长期推进

19.推动古巷镇枫洋三

村“围顶龙窑”（暂定

名）纳入文物保护单

位，并打造成博物馆。

市文广旅体局 潮安区政府 2023年 12月

20.加快推进中国工艺

美术之都片区及周边

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湘桥区政府

市自然资源局、市

工信局、市文广旅

体局

2021年

21.加快推动陶瓷文化

创新示范基地建设。
湘桥区政府 2022年

22.完成湘桥区博物

馆、文化馆修缮。
湘桥区政府 2021年

23.加快推进春城·秋

溪文旅商住新城等项

目。

潮州新区管委

会
市自然资源局 2023年

24.推动引进中通快递

等国内先进的快递物

流企业，建设潮汕区域

（潮州）智慧物流电商

产业园。

市工信局

中山对口帮扶办、

市商务局、市交通

运输局、市邮政公

司

202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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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好系

统性传承，加

强工艺美术

人才培育

25.每两年开展潮州市

工艺美术大师认定工

作。

市工信局

市人社局、市文广

旅体局、市工艺美

术协会

2021年 12月

26.积极申请承接省工

艺美术专业副高级职

称评审权，开展工艺美

术专业职称评审工作。

市人社局
市工信局、市工艺

美术协会
2021年 8月

27.通过举办文化沙

龙、讲坛等方式，推动

工艺美术大师加强技

艺交流与合作。

市工信局
市文广旅体局、市

工艺美术协会
长期推进

28.支持幼儿园开展各

类潮州非遗工艺美术

教育活动。

市教育局
市文广旅体局、市

人社局
长期推进

29.加强国家级和省级

非遗项目后备人才培

养，支持国家级和省级

非遗传承人的申报。

市文广旅体局 市人社局 长期推进

30.推动职业院校、技

工院校开设工艺美术

类专业技能人才培育。

市教育局

市人社局、市委组

织部、市工信局、

韩山师范学院、市

工艺美术协会

长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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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鼓励普通高校、职

业院校与企业、大师工

作室之间深化产教融

合。

市发改局

市教育局、市委组

织部、市人社局、

市文广旅体局、市

工信局、中山对口

帮扶办、韩山师范

学院

长期推进

32.支持潮州市工艺美

术研究院建立广东省

博士工作站。

市人社局 2021年 6月

33.支持潮州市颐陶轩

潮州窑博物馆建立博

士博士后平台。

市人社局 2021年 6月

34.试点设立工艺美术

“微专业班”。
市工信局

市委组织部、市教

育局、市人社局、

韩山师范学院、市

高级技工学校、市

职业技术学校

长期推进

（五）做好系

统性推广，擦

亮工艺美术

产业品牌

35.积极做好中国工艺

美术之都城市区域品

牌复评迎评工作。

市工信局 2021年 5月

36.制作高水平工艺美

术宣传片，在央视等全

国性媒体及新媒体平

台播映。

市委宣传部
市工信局、市文广

旅体局
2022年

37.组织专家学者编纂

出版《潮州工艺美术

（1860—2019）》。

市工信局 市工艺美术协会 202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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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组织专家学者编纂

出版《潮州陶瓷史》。
市工信局 市工艺美术协会 2023年

39.组织企业和行业大

师参加中国工艺美术

博览会、中国(北京)

国际精品陶瓷展览会

等活动。

市工信局

市文广旅体局、市

商务局、中山对口

帮扶办，各县、区

政府（管委会）

2021年 12月

40.每年举办“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
市工信局

中山对口帮扶办，

各县、区政府（管

委会）

2021年 12月

41.承办第五届“CHINA

•中国”陶瓷艺术设计

大赛。

市工信局

中山对口帮扶办，

各县、区政府（管

委会）

2021年 12月

42.做好“等你千年，

爱在潮州”婚庆旅拍产

业推广活动。

市工信局

中山对口帮扶办，

各县、区政府（管

委会）

2021年 12月

（六）做好系

统性运营，推

动工艺美术

市场运作

43.结合潮州古城文化

旅游，推介潮州工美文

创产品。

市工信局

市文广旅体局、市

商务局、中山对口

帮扶办，各县、区

政府（管委会）

长期推进

44.推动在国内重要城

市设立工艺美术专馆。
市工信局

市文广旅体局、中

山对口帮扶办，各

县、区政府（管委

会）

长期推进

45.加快“潮州文化金

融街”项目建设。
市金融工作局

市住建局、市文广

旅体局、湘桥区政

府

长期推进

46.与嘉德国际等国内

外知名拍卖平台合作

举办潮州工艺美术拍

卖专场。

市工信局

市商务局、市文广

旅体局、中山对口

帮扶办

2021年 7月下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