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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与博物馆建设 /

经济发展是博物馆繁荣的前提。2019
年，中国人均 GDP 突破一万美元，人民生

活水平显著提高，文化消费逐渐成为居民

生活的必需品。从需求来说，经济发展和

收入积累提高了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对外

开放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消费主体的文化

素养和艺术鉴赏力的提升，政策支持、城市

化生活品质提升等多方面因素推动了文化

艺术精神需求上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适用于文化艺术消费需求的分析。首先，

收入水平和财富积累直接影响到消费水平

和结构升级。文化艺术消费属于在基本生

活满足之后、非刚需的发展和享受型的精

神需求。其次，常去博物馆具有社会认同

下的文化素养、生活品位、情感溢价的社交

炫耀效应。艺术对生活工作品质的提升作

用是显而易见，艺术素养是人们感知生活

和体验幸福的上佳途径，走进和参观博物

馆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参

观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历史和专业知

识学习积累的过程，可以潜移默化地促进

自身素养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数字技术降低了艺术消费的教育程

度、收入财富等门槛，人们每天可以免费或

者以很低费用，通过视频、音频欣赏到全世

界高清晰的、丰富多彩的文物艺术品遗

珍。数字技术帮助人们跨越时空限制，扩

展选择空间和视野，大数据精准搜索可以

快速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降低

成本，提升效率，大幅提升了消费者福利。

数字技术的新颖呈现、沉浸体验与时尚潮

流气质契合，增加了博物馆的亲近感和吸

引力，极大地拓展了博物馆传播的广度和

深度，给文物艺术品行业带来了更多的年

轻人和活力，看展经济蓬勃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影响着博物馆的供

给数量，而且还决定着博物馆的学术品位

和持续发展。伴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

家，博物馆作为一个地域的文化标志，已经

成为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术馆属于博物馆的范畴。伴随着时

代的发展，美术馆的定义不断演化，不少美

术馆以展示现当代艺术为主。经济发展与

美术馆及非营利机构建设呈现出较强的相

关关系。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南强北弱

格局越来越明显，南北经济实力差距的实

质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发展水平和对

未来的预期直接影响到美术馆的发展，活

跃的美术馆和非营利机构在南北方城市的

数量分布呈现出进一步分化的趋势。

/ 拓展边界与以人为本 /

博物馆边界和作用不断拓展从空间上

来说，博物馆已经从一个固定的建筑空间

拓展到线状、面状和空间的全方位博物立

体视野。生态博物馆的出现以及在多个国

家的良好实践，就是很好的例证。博物馆

及其藏品的社会功能与角色不断被重新审

视和讨论，平等、多元、开放、创新和包容，

为个人和社群赋能，这些成为博物馆的发

展方向和重要职能。

博物馆是衡量文化软实力和综合竞争

力的重要指标。有厚度、有故事和有特质

的城市充满着魅力。每一个地域都是有自

己独特的文化，文化是最能感染和触动心

灵的持久记忆，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写照

和寄托。博物馆与在地气质和特征相伴而

生，不仅仅是城市的精神标志和心灵栖息

地，更是城市文化品位的象征。博物馆建

筑作为区域地标性建筑，通过其本身和环

艺设计营造公共活动的空间和柔性氛围，

提升文化气质和独特价值。

从以“文物”中心转向以“观众”中心博

物馆从关注历史中的“物”的稀缺和价值，转

到重视当下生活中“人”的感受与需求。博

物馆需要为公众访问、享受和使用文化产品

和服务提供便捷通道和均等机会，传达真善

美，建立物与人的良性和谐互动关系。

博物馆外观设计很重要，高颜值建筑

容易成为网红打卡地。博物馆需要让艺

术品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让观展者得到

很好的感官体验和精神收获。精神产品

需要与内心产生对话和共鸣，直抵人心的

感染力才是博物馆最高境界。这些软性

指标比博物馆数量、规模等硬指标更为重

要和宝贵。

教育是博物馆的重要功能，教育的目

的是为了开拓视野，培养创新能力。但是

不分观众特征、不顾观众感受居高临下式

的灌输会降低人们参访博物馆的内在动

力。新时代的博物馆可以打开生活的另一

扇窗户或开启一个崭新的频道，成为人们

放松享受、亲子活动、社交交流、思考提升

等多种功能的场所。

最近10年，博物馆行业发展很快。尤

其是非国有美术馆在运营理念上更趋国际

性、多元化和创新化，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都上了一个台阶，在运营模式、公教活动、

收藏体系等方面可圈可点，跨界、时尚、科

技、先锋项目和展陈受到年轻人的青睐，观

展人数增长，影响力持续扩大。这些创新

创意给博物馆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可能

性和新的思考。

博物馆和美术馆最大困难是缺乏稳定

的资金来源，不少机构在筹集资金方面做了

大量的探索和尝试：（1）理事会成员及企业

的赞助。（2）基金会支持。（3）企业、个人等社

会力量捐赠和赞助。（4）项目运营。（5）门票、

文创产品、咖啡厅收入等经营性收入。

/ 政策建议 /

在文化大繁荣和大发展的背景下，无

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

文博行业，也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基于

以上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建立体制机制盘活藏品收藏再多的藏

品，不使用和展示，永远放在仓库里睡觉，

如果再保管不当，就失去了收藏的意义。

藏品只有使用才会得到真正地重视和保

护，博物馆需要提高藏品的利用率和使用

率，解决藏品不平衡、利用不充分的问题。

需要建立藏品出借良性循环的约束激

励体制和机制，进一步整合和激发文博资

源，让文物真正动起来、活起来，发挥作

用。同时，知名博物馆的 IP授权也是降低

文物艺术品损坏风险和展览成本、扩大影

响的较好选项。

博物馆建设对于优质文化传承、提升

城市人文气质、赋能产业和带动经济增长

等诸多方面具有动能支撑和溢出效应。博

物馆不在大小，而在于有特色和灵魂。只

有博物馆强身健体，提质增效，才能吸引社

会更多的关注和得到更多的支持。

博物馆的建设光靠政府是不够的，需

要动员社会力量和资源参与。推动公共服

务市场化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博物馆

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约

束激励机制，以博物馆的活力和动力吸引

社会力量参与。

鼓励社会力量与博物馆跨界融合，探

索新文博、新文旅、新文教等社会优质资源

合作共赢之路。引入国内外资金和资源，

共同举办形式多样的优质展览、论坛或者

体验活动，聚集人气，给博物馆带来更多的

人流和现金流。

一些国家采用税收制度，通过企业、高

净值人群、基金会等机制安排，支持博物馆和

美术馆的公益事业，其成功经验可以借鉴。

最近10年，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数量快

速增长，很多城市非国有机构的增速超过

国有机构。依法设立博物馆和美术馆或者

向其提供捐赠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

税收优惠。但是在实践中，具体落地的细

则存在着不少盲点。政府需要在博物馆和

美术馆、国有和非国有机构的支持政策方

面享受同等待遇，在文物艺术品的鉴定、估

值等方面需要坚持公平、公开和公正，推动

“私人收藏”走向“社会共享”。

开启一个崭新的频道：探索博物馆发展之路
■黄隽（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化经济研究所所长）

◎从以“文物”中心转向以

“观众”中心，博物馆从关注历

史中的“物”的稀缺和价值，转

到重视当下生活中“人”的感受

与需求。

◎新时代的博物馆可以打

开生活的另一扇窗户或开启一

个崭新的频道，成为人们放松享

受、亲子活动、社交交流、思考提

升等多种功能的场所。

◎博物馆不在大小，而在于

有特色和灵魂。

市民在中国港口博物馆参观“出走与归来——潘玉良的绘画艺术”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