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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承载自身历史文化发

展 的 重 要 载 体 ， 也 是 沟 通 过 去 和 未 来 的 桥

梁、纽带。党的十八大以来，博物馆事业发展迅猛，截

至2022年底，全国登记备案的博物馆数量达到6565家，

其中一、二、三级博物馆共1209家，占全国博物馆总数

的18%，[1]类型丰富、主体多元的现代博物馆体系已初步

形成。国际博协将“2023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定为

“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国内有文博专家更

指出，博物馆融入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是博物馆成功实现

社会重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向。[2]在当前全社会各领域

倡导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保障博物馆事业的

可持续发展，提升博物馆发展效能，是各类博物馆未来

发展亟需面对的问题。本文从博物馆藏品价值的挖掘、

人力因素的发挥和资金调配的优化三个方面探讨博物馆

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路径。

深度挖掘藏品自身价值

藏品是博物馆的重要资源，“是国家和民族宝贵的

科学文化财产，是博物馆业务活动的物质基础。”[3]一个

博物馆藏品数量越丰富、藏品种类越广泛，则博物馆在

应对发展变局中可供选择和展示的手段也就越丰富，应

当说正是藏品赋予了博物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为此可

从三个方面进行加强。

（一）打牢藏品保护之基

挖 掘 藏 品 价 值 的 首 要 前 提 是 做 好 藏 品 保 护 工 作 。

2022年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明确了新时代文物工作

方针，指出文物工作要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

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4]的要求。梳理国家

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公布的文物保护方针不难看出，对

文物本体的保护始终是文博藏品工作的首要任务，而藏

品各项价值的发挥也有赖于藏品保护工作落实到位。当

前，一些区域中心型或藏品丰富的综合型博物馆都设有

独立的藏品保管部门或典藏部门，而很多中小型博物馆

由于受人员数量等诸方面条件的限制，藏品未能归口独

立部门管理。结合藏品部门工作实际，当前博物馆藏品

保护工作中应当着力从各种藏品硬件保护设施的配套精

准到位和藏品预防性保护制度、实践及时介入两个方面

双向发力。针对材质脆弱、濒危等可移动文物藏品，注

重对保存环境以及展出陈列环境的温湿度检测，对易受

环境影响，本体脆弱的藏品，如书画、木质品、金银器

等做好防潮、防虫、防尘保护。

（二）注重藏品价值的挖掘

文物藏品的价值不能按照普通商品的价值来衡量，

能够纳入博物馆管理收藏的藏品都是具有突出的时代历

史 价 值 ， 或 地 域 文 化 特 色 ， 是 能 够 彰 显 独 特 价 值 的 实

体，这也形成了挖掘藏品价值的必要。有学者指出博物

馆藏品具有历史、科学和教育价值。[5]笔者认为挖掘博物

馆藏品价值应当包含两个方面，即藏品的内涵价值和藏

品的衍生价值。文物藏品的内涵价值是指藏品本身所固

有的，不以外界形式的制约或影响而变化，是藏品本身

一种稳定的、长期的、特质的价值。藏品的衍生价值是

附着在藏品内涵价值基础之上，以人为作用的方式，通

过满足人们审美、应用、收藏等需要而产生出的价值，

这种价值会随不同时代、不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藏品

新时代博物馆可持续发展路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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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博物馆发展的数量和质量都进入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

对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也呼之欲出。从“物”“人”“财”三重因素视角出发，提

出博物馆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一是深度挖掘藏品自身价值，二是合理调动

人的因素，三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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