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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专家学者组建专家工作站，以定期或不定期形式组织

活动，一方面发挥经验优势，为博物馆建设发展积极建

言献策；另一方面，在帮助年轻人员成长成才，挖掘文

博资源，提升专业人员潜力上发挥“传帮带”联系纽带

和“引路人”作用，打造各具特色的博物馆传承精神。

2、丰富深化策展人制度

“策展人”一词源于英文“curator”，是指在艺术

展览活动中担任构思、组织、管理的专业人员。国家文

物局在《关于提升博物馆陈列展览质量的指导意见》中

就曾明确提出博物馆要建立策展人制度。[7]当前各博物馆

在执行策展人制度的过程中，具体工作仍交由博物馆陈

列展览部门承担，实则换汤不换药。在推进博物馆改革

发展策展人工作的实践中，当注重策展人制度落地见实

效。有条件的地区，在具体办展策划过程中，可尝试积

极吸纳在展览策划上有突出想法和意向的馆外人员加入

策展团队，打破博物馆在地域、层级上的壁垒，实现策

展工作以展览学术兴趣为划分依据，以相关领域拥有丰

富知识和经验的正、副高职称的专业人员为牵头人，以

策展人制度为依托形成文博系统内部展览策划、学术研

究的组团式发展模式。

3、搭建交流平台机制

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和提升离不开相互交流与借鉴，

人才资源的提升也离不开交流互鉴平台。当前博物馆发

展过程中，区域性、组团式发展模式日益成为亮点。以

南京市博物总馆为例，由该馆主办的国际博物馆馆长论

坛，成立了“国际博物馆馆长联盟”，苏皖两省8家市

属博物馆共同签署《南京都市圈公共博物馆合作联盟协

议》，这都是在创新博物馆交流形式、搭建发展平台方

面的有益尝试。在博物馆的未来建设发展上，还应持续

探索并深化交流合作平台形态和方式，实现人员交流与

合作的互动机制，为博物馆人员发展不断拓宽路径。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在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中，国有博物馆大多都是

公益一类的全额拨款单位，在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施行

之后，博物馆运行资金来源几乎都来自上级财政。 [8]近

些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及国家宏观财政政策收

紧，各地方政府都采取过紧日子的政策。受此影响，当

前很多博物馆为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采取了很多有益尝

试，如发挥博物馆基金会和理事会的资金吸纳职能，通

过展览、文创等方式拓宽收入来源，积极与上级财政对

接争取各类资金等，无不为解决当前博物馆建设发展中

的资金难题提供了思路方法。就当前情况下，提高博物

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完善资金利用率也是一个可行的

方式。

（一）以资金使用效率为导向，量化序时进度

在经济学中衡量资金使用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即是

看资金使用效率如何。在博物馆实际工作中，由于对资

金使用效率缺乏一个具体的可量化衡量方式，资金在同

级财政年初预算下达之后，根据博物馆各部门申报的预

算数进行分配使用，在年底财政统一关账前，对未使用

完的财政资金统一收回。这种情况导致博物馆的预算财

政资金未能高效利用，而统一收回财政的资金又造成资

金池的严重浪费，因此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量化相关指

标势在必行。建议各博物馆在上级财政部门下达预算数

字后，根据各馆实际，在将财政资金下达到博物馆各对

应工作条口之后，为各条口部门使用资金制定量化序时

进度表，以月度或季度时间为公布时限，明确各序时进

度时间节点内相应条口的完成情况，以此进行压力传导，

倒逼资金使用部门推进项目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以特色重点为龙头，合理调配使用

在 财 政 过 紧 日 子 的 时 代 背 景 下 ， 如 何 将 有 限 的 财

政资金分配到合适的博物馆建设发展方面是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的关键，而以博物馆特色重点项目为引领，合理

调配使用资金，不失为重要选择。各博物馆在具体工作

中，可结合工作实际以本馆当前工作重点为引领进行合

理的资金调配使用。如红色革命场馆在业务上当更注重

红色主题藏品的征集、展览的策划与社教宣传活动的组

织等；地方性综合型博物馆在业务发展上则应当着力加

强展示反映区域社会发展历史，呈现时代变迁风貌，丰

富社会自然形态的展览和宣传推介活动；行业型博物馆

则应当在项目建设上聚焦行业领域发展深度，以“人无

我有”“人有我优”的建设发展原则，着力将有限资金

应用到对博物馆发展最直接最现实领域，进一步彰显博

物馆自身特色。

（三）建立资金使用效率激励反馈机制

美 国 心 理 学 家 维 克 多 · 弗 罗 姆 曾 经 提 出 激 励 效 应

的发挥有赖于效价和期望值两个因素，其中效价就是指

个人对某种成果的偏好程度。在博物馆建设发展提升资

金使用效率的过程中，要注意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手段

的运用，所谓正向激励，就是对那些符合本馆建设发展

目标要求，充分发挥资金撬动事业发展的工作成效予以

奖励，在后续资金分配中更多予以倾斜。而负向激励，

即是对于那些影响博物馆长远建设发展和资金使用效率

低、成果不显现的情况，予以一定程度上的资金配额限

制，从而形成发展上的倒逼机制，实现资金分配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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