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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博物馆文化新业态的
产业特征与发展趋势

李凤亮　古珍晶

摘要:博物馆发展逐渐与文化产业相结合,催生了诸多博物馆文化新业态,如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业态、博物

馆IP授权产业、博物馆沉浸体验业态、博物馆商业特展业态、“网红”博物馆经济、私人或行业博物馆业态的不

断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博物馆文化业态的创新发展.在博物馆文化新业态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也随之调

整,其中以空间结构、传播结构、参与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化最为显著,呈现出一种“无边界、沉浸体验、公众关

系扁平化、经济形式虚拟化”的产业发展特征,促进了博物馆相关文化业态结构优化升级.综合来看,博物馆

文化新业态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科技与传统文化的共同支撑将创新博物馆内容与形式,公共财政投入及PPP
模式运用促使文博类相关产业开发或成投资新高地,博物馆政策及创新推动新生代逐渐成为文化消费主体,文
旅融合形势下博物馆的产业组织跨界融合更加突出,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博物馆国际互鉴趋势愈发显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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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文化产业全面发展以来,博物馆相关业态在文化创新领域极度活跃,一度成为引领文化创新

与文化消费并深受大众追捧的文化潮流,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新现象.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博物馆多

以上层阶级所特有或国家意志的附庸而存在,但从２１世纪初至今,它已逐渐发展为我国文化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纵观当下,博物馆显现出从公益性文化机构向文化经济载体演化的迅猛之势,博物馆传统的

组织架构、管理运营、产业业态等都将发生巨变,展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与发展趋势.国家统计局在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数据中显示,在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深化与文化消费需求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文化新业态发展态

势强劲,１６个特征明显的文化新业态营收高达１９８６８亿元,较上年增长了２１２％①.文化新业态是区别

于传统文化业态的概念,从旧到新需经历文化演化的过程,而文化业态演化是文化业态发展变化的动

态累积过程,主要包括新业态的产生以及业态演化形式、内容、特征、规律、速度、趋势等等② .博物馆

文化新业态是指博物馆与文化及相关产业相结合而产生的新型产业门类,是将博物馆内容用文化产

业方式运营并将各要素融合创新而成的新兴文化业态.在科技日益更迭、消费者需求个性化多样化、
文化体制改革等因素的影响下,博物馆的业态、类型和格局正在不断演化.

一、博物馆文化新业态的演化动力机制

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组织作为演化的微观主体,通过主动搜寻及学习,与外部环境不断互动

使得相关产业呈现不同的特性形态,即表现为业态的演化过程.我国博物馆文化新业态的演化动力

来源于内生驱动力和外生牵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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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内生驱动力

１．博物馆相关技术创新.学界普遍认为,技术创新是演化发生的核心动力,针对博物馆文化业态

内部的演化而言,技术创新也是博物馆文化新业态演化的根本动力.有研究者指出,技术创新能带来

超额利润,诱发收益递增机制,改变组织边界,能决定整体演化的前进方向①.当技术作用于博物馆

时,使得博物馆相关要素不断重组与累积,进而诞生博物馆的新业态,推出新的展陈方式、新的业态形

式以及新的运营模式,具体表现为展览内容与方式创新、产品设计与合作方式的主客体换位以及全新

运营模式的开启.因此,博物馆文化新业态的发生与演化是博物馆相关技术创新的外在表现形式.

２．博物馆主动学习.在演化动力机制中,业态是由各个微观组织之间互动形成的,博物馆文化新

业态的演化可以描述为个体博物馆面对环境的不确定性进行学习的过程.博物馆作为这一演化当中

的核心参与主体,不同博物馆之间的学习与互动过程成为博物馆文化新业态演化形成的重要动力.
研究组织动态演化的先驱者Jovanovic提出的“学习”理论,首次将以学习作为影响组织动态的主要因

素②.因而,某一博物馆通过内部或外部学习获得的知识借助馆际互动扩散到博物馆业态当中,继而

对博物馆文化新业态的演化产生重要影响.

３．博物馆之间的异质性.演化经济学认为,异质性是组织演化过程中的重要动力,如果组织是同

质的则不发生演化,自然也就不存在博物馆文化新业态的演化.MontobＧbio指出,即使没有行业层面

的技术变革,仅组织之间的异质性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和组织演化③.因此,博物馆文化新业态的演化

必须考虑客观存在的馆际异质性或多样性.博物馆的异质性来源于馆藏资源的积累、地域特色的表

达和组织运营能力的高低,解释了博物馆之间竞争力的差异.馆际竞争导致博物馆产生向外学习的

意愿,但这又会带来同质化的问题,而文化业态对异质性的无限追求,将进一步促进博物馆业态的循

环演化.我国文博文创产业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就,博物馆的贡献功不可没.我国博物馆从

１９４９年仅有的２１座发展至２０２０年的５４４６座(见图１),数量惊人,但博物馆间的差异较小.２１世纪

初始,文化和旅游市场开始活跃,台北故宫与北京故宫两大龙头博物院的文博文创业态先后崛起,博
物馆相关业态开始呈现出较大差异性,间接推动我国博物馆文化新业态进入高速演化.博物馆的异

质性使得馆际间存在着异质性文化、异质性科技,提升了社会资本进入博物馆投资与开发的积极性,
直接推动了我国博物馆文化新业态的演化.

图１　我国博物馆近２０年数量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２０２０»自行整理.

(二)外生牵引力

１．公众需求倒逼市场供给.需求与供给是市场最直接的反应,市场因素在博物馆的业态演化中

７９

我国博物馆文化新业态的产业特征与发展趋势

①
②
③

赵卓、王敏:«产业演化动力机制研究新进展»,«理论探讨»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JovanovicB．,“SelectionandtheEvolutionofIndustry”,Econometrica,１９８２,５０(３),pp．６４９６７０．
MontobbioF．,“AnEvolutionaryModelofIndustrialGrowthandStructuralChange”,StructuralChange&EconomicDyＧ
namics,２００２,(４),pp．３８７４１４．



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促进我国博物馆文化新业态演化的市场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①公众

文化需求.我国文博事业的发展是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对文化需求的增加而自然拉动的,尤其

是自２００８年全国博物馆免费开放以来,公众潜在的参观需求彻底显露并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对博物

馆的文化消费需求展现出巨大的热情,各类相关新兴业态暴增,博物馆也由传统意义上的宣传教育典

藏机构逐渐向文化经济载体演化.②文博产品供给体系完善.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我国博物馆文化新

业态的演化具有十分重要及特殊的意义.我国博物馆主动免费开放恰逢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博物

馆走文化产业运营之路,不仅影响了我国传统的博物馆事业制,还促进了全国统一文博市场的形成,
使得我国博物馆文化新业态在短短十几年间完成了崛起和跨越式演进.③国外博物馆冲击.随着新

博物馆学的诞生,国际博物馆交流互鉴频繁.尤其自“文化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
国文化贸易置于高度活跃的国际市场环境当中,大量国际博物馆的新兴业态对我国博物馆发展带来

巨大冲击,同时也推动了我国博物馆文化业态的转型升级.

２．制度变革.组织和业态作为嵌入文化制度系统内的主体,其演化必将受到制度的影响与约束.
我国博物馆文化新业态每一演化阶段的递进,都深深地刻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物相关规划纲要的烙

印.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通过政策的颁布与实施,指引我国博物馆文化新业态的发展方向.由

于文博业存在着公益性与营利性并存的特点,如不对博物馆的新兴业态加以管制和指导,很容易造成

意识形态风险的发生与扩散,对我国博物馆文化新业态的发展完善造成危害.同时,有效的制度供给

对我国博物馆事业与产业间不断平衡演化与互动渐进变化的意义重大,能促进我国博物馆文化新业

态向更高级方向演化.

二、博物馆文化新业态的多样化类型

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发展,博物馆不断演化出众多新兴业态,博物馆消费成为一种大众文化

休闲方式.消费需求井喷倒逼其提供相应品位的文化消费产品及类型,博物馆文化新业态的多样化

类型由此诞生,并呈现出线下向线上发展、实体向虚拟转变、产业向行业进阶的业态演化路径.
(一)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业态

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业态是最早出现也是实践最广的一种博物馆文化新业态,这一业态是以博

物馆馆藏为核心资源,包括文物原型、相关文字、图像、影音、研究成果、文物 LOGO 等实物或数字资

源为主要内容,提取典型象征符号,将其嵌入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研发设计当中,实现产品的生产与销

售,最终形成以博物馆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始于近千年的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已蔚成风气,势头之

迅猛、规模之宏大、影响之深远,成为当代文化新兴业态显著新亮点.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朕知道了”
胶带一经推出便成为“爆款”,直接开启中国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热潮,打破了博物馆传统的“展览 参

观”单向式参与结构.观众可以在参观结束后,自行选购时尚、有趣、创意的伴手礼或纪念品,强化博

物馆的参观体验并拓展消费边界,为博物馆的体验经济与创意产业打下基础.同时,博物馆文创产品

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将迫使博物馆主动调整体制机制,跨界创新,主动与学校、设计院、商场、电商

平台等构建合作体系,实现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互利互补、共生共赢的发展新格局.
目前,在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市场,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正在做出新的尝试.例如应用最广的属博

物馆直接开设文创企业,那些条件完备的博物馆主动突破事业体制约束,创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文创公

司,以市场为先导,提升企业的创意创新能力.又如提升文博文创产品的创意设计,系统性管理馆内

文物珍品,将文创产品开发与地方特色风情相结合,打造个性鲜明的地域特色文博文创产品.再如加

大市场推广,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线上销售,突破传统的文物纪念品商店模式,完善产品推广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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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物馆IP授权产业

当前,博物馆界普遍采取内容授权尤其是数字化内容授权的经营方式.早在２０世纪末,哈里斯

就在«数字化资产:２１世纪的货币»中揭示了数字内容所蕴藏的巨大经济价值.而博物馆的IP内容数

字化更易实现产品转化,这也是博物馆资源与社会资本良性对接的前提.但博物馆的授权产业有其

特殊属性,因博物馆IP资源具有公共或准公共属性、资源不可再生、社会历史与文化艺术价值深厚等

特点,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社会共同享有的可永续利用的文化资产.因此,博物馆IP的

公共性和内容稀缺性特质,决定了博物馆授权产业利益分配的特殊性,目前国家文物局采用博物馆统

一分级的方式来对其进行财政拨款与收益监管.通过对博物馆IP内容的开发,博物馆授权产业成功

打通了包括出版、文学、音乐、电影、电视、演艺、游戏等文化产业各门类,形成了全产业链,使博物馆IP
形象深入人心,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

博物馆IP资源可以以藏品形象复制、图像提取、品牌独立的方式实现,形成产业化的内容要素.
以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为代表的国内文物资源最丰富的三大馆首批试行了

博物馆授权产业,它们正是依托了丰富的历史文物资源,运用博物馆IP授权,以博物馆文创产业为载

体,成功打造品牌文物商店,统一进驻商场和景区等,全面开发博物馆经济.
(三)博物馆沉浸体验业态

博物馆沉浸体验业态是以 VR/AR互联网虚拟技术为依托,以博物馆场所或资源为内容支撑,构
建虚拟视觉场景供观众体验,并创造身临其境式的虚拟沉浸审美,延伸观众综合感官.这种虚拟感官

有多个面向,包括时间、音乐、语言、思维、身体等各方面①.VR/AR技术的应用,强化了博物馆的公

共文化服务深度,破除文物“仅供参观,不可触摸”的神圣感,弱化了文物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削除模拟

与真实的界限,甚至创造比真实“更真实”的境界.
国际上博物馆沉浸体验业态主要有三种较为通行的方式:第一种是情景展示,通过情景创造来充分

展现展品,从而吸引参观者;第二种是主题展示,通过特定主题的集中,以故事线、情景剧等形式,加深参

观者的印象;第三种是互动展示,这一方式目前较多应用于自然科技类博物馆中,历史人文类博物馆的相

关应用还较为浅层,需更先进的技术与陈列方式推进深层次的直接互动,且能兼顾文化上的顺畅沟通.
总之,博物馆沉浸体验业态创新了博物馆展示方式,使博物馆参观者在寓教于乐中获取系统性知识.

(四)博物馆商业特展业态

中国博物馆界按时间长短将展览分为基本陈列展和临时展览,其中临时展览便包含了通常所说

的特展.特展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兴起于美国,以中小型规模为主,组织灵活多样,展览时间短,其与基

本陈列展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展览主题、展品选择、场地形式等极具自由创新特征.商业特展又是博物

馆特展业务中最具经营性质的一类,是近些年从国外传入并迅速兴起的一种展览方式,也是大文化产

业发展思路下的结晶.博物馆商业特展与文化、艺术类展览一样,最早以城市商业综合体为主要举办

场所.对商场而言,主题性特展可以提升商场文化氛围与内涵,提升消费体验,为商家与商场赋能;对
博物馆而言,能够实现馆藏资源的市场转化,实践“新博物馆学”理念,促进博物馆创新发展.如今,
“商业特展＋文创商店”的模式在博物馆界已普遍流行.

此外,博物馆商业特展已延伸至机场、地铁、公交站、书店、商业地产、文物商店等开放空间,并形

成一种公共空间的“博物馆化”趋势.这是博物馆文化与创意的主动输出,突破了博物馆的常规实物

与固定空间形态,将城市一般公共场所变为城市文化空间,生产再造新型城市文化,实现博物馆的空

间生产②.但这种空间生产又具有强烈的消费主义特征,主要体现在大量的商业性符号引导、文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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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复制生产、消费主义创意实践等,实现对公共场所观众的“引流”.
(五)“网红”博物馆经济

随着互联网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红、直播等新兴业态的出现,意味着粉丝经济进入４０时

代①,连接网红与粉丝社群的是情感,因此这一阶段的粉丝与之前的粉丝相比具有更高的忠诚度,也
更具经济价值②.“网红”博物馆实质上是博物馆IP授权产业的延伸,也是粉丝经济的一种,只是“粉”
的对象非某具体的人.“网红”博物馆业态除了“网红”博物馆自身,还包括由它衍生出的“网红”产品、
节目、活动等各种周边.博物馆在短短数年间从一个文化事业单位跻身潮流“网红”行业,正是移动互

联网技术进步加持下主动跨界融合发展的典范.
如今,文旅产品日渐丰富,打造一个被消费者认同并且愿意为之付费的IP已越来越难,“网红”博

物馆要把流量变现不能光靠情怀,还需持续调整运营模式,增强博物馆的粉丝粘性.另外,随着博物

馆“网红”经济的兴起,单纯到博物馆大门口“打卡”签到、“到此一游”的观众也随之增多,他们把来博

物馆参观学习变成一种社交展示,这种方式使博物馆承担的教育功能大打折扣,博物馆仅作为文化潮

流的标签被消费.这是“网红”博物馆经济发展中需要正面引导的问题之一,因为当今博物馆不仅是

一个文化教育机构,也将逐渐成为文化艺术领域最具创新属性的公共机构,成为公共创意的中心,从
而促进社会观念变革.

(六)私人或行业博物馆业态

我国私人博物馆作为公益性文化机构始于１９９０年代初通过相关的立法明确了其性质与作用后.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８日,新修订的«中国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私人博物馆得到了明确的政策支持,其数

目呈井喷式增长.狭义的私人博物馆指由公民个人独立出资成立的,具有营利性质的且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已登记在册挂牌成立并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博物馆类型.广义的私人博物馆是指公立博物

馆以外的所有非公有博物馆的总称,包括行业博物馆、企业博物馆、家庭收藏馆及其它民办博物馆在

内,其属性全部或大部分属于个人、企业或团体所有,履行博物馆的功能职责,同时又兼具商业属性,
管理上较为特殊.因此,私人博物馆在运营上更具灵活性,可略过公立博物馆相对复杂的行事流程,
自主决策、独立运营相关业务.国内私人博物馆发展的典型代表无疑是观复博物馆,它是新中国第一

家私人博物馆,馆长马未都自身就极具开拓进取精神,将博物馆经济办得风生水起,前有快速售罄的

３６５套限量九宫壶,后有超级“网红”文创IP“观复猫”.目前,观复博物馆已形成门票经济、服务变现、
品牌输出三足鼎立的文创产业,支撑起观复博物馆的主要收入.私人博物馆的另一个代表是上海玻

璃博物馆,它以现代艺术陈列展览风格将最日常的玻璃材料以最具艺术性、最富审美特点的方式呈

现,并配以内涵深刻的特展«破碎»、沉浸娱乐体验«迷宫»、工艺场景还原之热玻璃制作演示、极具现当

代审美的文创商店等等.各种灵活多样的经营形式,新兴业态的跨界融合,产品服务的不断创新,将
文物资源盘活,使私人或行业博物馆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三、博物馆文化新业态的产业特征

新型文化业态的形成与发展是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先导,是促进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的推进器.快速崛起的文化新业态,以及随之多层面多视角展示出的生产能力、传播能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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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消费潜力,对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及培育文化产业新经济增长点意义重大,文
化产业结构随之不断完善.而在博物馆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态势之下,博物馆文化新业态正在构建

一种“无边界、沉浸体验、公众关系扁平化、经济形式虚拟化”的产业发展特征,从空间结构、传播结构、
参与结构、经济结构四大方面体现和促进博物馆文化新业态结构的全面优化升级.

(一)空间结构———博物馆文化新业态在经营空间上趋于无边界化

博物馆起源于贵族特权阶级专享的私密空间,而发展至今已逐渐开始走进商业地产、商场大楼、
机场、地铁、公交站等公众开放空间,博物馆馆长开始受邀为商业代言人、博物馆参与城市品牌建设、
博物馆IP开发与文创跨界等等,博物馆的空间界线越来越模糊,文化溢出效应日渐显现.

首先,博物馆“无边界”是从空间上的无边界拓展.一是博物馆的地缘空间拓展,博物馆的地缘空

间是以博物馆场馆所在地为核心,联动共同社会生活圈展开深度合作,发挥双方各自功能,满足不同

需求.如美国政府出资的“串联博物馆交流”项目,由美国博物馆联盟运作,项目除了要求美国博物馆

与美国以外博物馆合作以外,还必须与两个以上的“社区”合作①.二是博物馆的趣缘空间联动,趣缘

空间属于虚拟的无边界范畴,根据不同的志趣专长将人划分为各类趣缘群体,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资

源、信息、技能互助互补.博物馆对趣缘空间的建设与引导,可以解构博物馆的学术专有性,推动知识

平民化与文化民主性,有效释放博物馆的研究功能与教育功能.三是博物馆的业缘空间延伸.以行

业划分为依据,联合博物馆相关行业,开发新项目、合作新产业、培育新业态.当下最典型的博物馆业

缘空间体现在博物馆文创产业上,博物馆文创业集合了创意设计、文化授权、文化科技、体验经济、文
化推广营销等各产业门类,它们同时为博物馆文创产业赋能,实现博物馆业缘空间的无限延伸.

其次,博物馆“无边界”是从观念上的开放创新.突破体制僵化,从内部弱化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屏

障,简洁工作程序性,反对形式主义先行;从外部解除行业、地域甚至国家间的屏障,让博物馆内外组

织结构更加开放、更易合作、易于进入.现在有很多的博物馆开始将陈列部改称展览部、原社会教育

部改为社会服务部、原博物馆事业部改成文化产业经营部等,无一不体现一种“观众视角”,反映了博

物馆从“服务文物”向“服务公众”的理念转变.总之,博物馆应突破观念束缚,最大范围的寻求共性需

求合作伙伴,建立“无边界”组织,将博物馆建成全社会资源共享平台,将社会效益最大化.
第三,博物馆“无边界”是从形式上的灵活跨界.联合艺术专业人才、设计策展人才、技术支撑人

才、数字创意人才等,与博物馆专业研究人员、讲解人员、组织人员等一道开展博物馆活动,以文化消

费潮流为先导,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博物馆大餐.将博物馆研究、教育、展览、典藏基础功能发挥极

致,同时拓展文博创意产业、沉浸娱乐产业、IP授权产业、网络游戏产业等文化新兴产业.博物馆橱窗

文物展示是目前博物馆与观众最普通最广泛的联结,但互动非常有限.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优质文化产品的需求越发强烈,而博物馆集全了社会最优质的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价值链的前

端,文化创意的源头.通过产业化方式积极地让文物走出博物馆,让博物馆文物“走出去”“活起来”,
建立“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二)传播结构———博物馆教育、展览、娱乐新业态不断强化沉浸式文化体验

沉浸式文化体验在博物馆教育发展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博物馆教育作为一种非正规教育,以陈

列展览等实物为基础,反映科学事实与内容,从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嗅觉、味觉等多感官出发,用全新

的视角促使观众进入深度观察、思考及探究,进而获得相应知识经验与积累.这种接触、理解和记忆

知识的方式是有别于学校、社会教育机构等其他知识媒介的②.沉浸理论、情境体验式学习理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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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学习理论、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是当下社会大力践行的教育理念,核心都是试图改变以往教育中的师

生“主从”单向关系,以趣味性、互动性激发公众的自主学习能力与全民创造力.观众在博物馆参观过

程中,体验的不仅限于文物传递的知识与审美,更期待在博物馆游览中获得文化旅游的体验参与性,
增强了人与物、虚拟与现实世界的联结.

沉浸理论(又称心流理论,flowtheory)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

(MihalyCsikszentmihalyi)于１９７５年提出的,用于对人们因全神贯注状态而过滤一切无关的知觉与

想法,进而达到一种“沉浸状态”的科学解释①.博物馆沉浸体验就是以馆藏文物为核心,构建文物场

景化体验,围绕博物馆参与者创造令其强烈感知并高度互动的文化活动,进入人为营造的短暂性的文

博沉浸状态.沉浸体验在博物馆文化新业态中的应用逐渐广泛和深入,主要呈现形式有三种:一是博

物馆视听体验,比如为还原历史或真实事件,在博物馆场馆内仿建三维展示场所和播放立体影像;二
是文博娱乐互动式体验,如“博物馆主题 H５”,实现白天看展、夜晚手游新体验;三是场景沉浸式交互

体验,如依托数字化技术实现博物馆 AR/VR之旅.博物馆沉浸式体验增强博物馆的吸引力与参与

感,具有高趣味、易互动、广流传特征的博物馆沉浸式体验产品将在未来文博衍生产业、游戏游艺产

业、影视产业、旅游产业等相关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加强博物馆与公众的联结提供新的通道.
(三)参与结构———新业态中博物馆与公众关系结构趋于扁平化

首先博物馆的性质发生转变,博物馆已逐渐从公益性文化机构向文化经济载体演进.根据１６世

纪的文献记载,当代博物馆起源于古董陈列柜(Wunderkammer),比公众收藏品展览要早２００多年.
直到１９世纪中叶国家博物馆的出现,贵族以外的普通公众才得以进入并参观博物馆.进入２０世纪,
伴随诸如电视等主流媒体的发展,博物馆开始认识到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关联性”②.民族国家的蓬

勃发展带动了博物馆的现代化革命,公共博物馆概念便出现在第一次博物馆现代化革命以后.博物

馆开始紧密联系公众,公众成为博物馆关系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博物馆不仅仅作为皇室、贵
族的独家收藏地,也成为大众可参与的公共空间③.文化设施能够构建现代国家的群体身份,博物馆

对于“想象国家”这种新群体有着深刻意义,也是任何社会必不可少的“群体想象”空间④.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国际“新博物馆学”孕育而生,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学科创新,另一方面更是让人们从根本上对博

物馆学的宗旨以及目标进行重新定义,确立新的思维模式与立场,从根本上转变博物馆发展观及对公

众关系的认知.当年,康有为将建设博物馆作为变革要务“以开民智而悦民心”,历经１００多年的发

展,博物馆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元素.
然而,公众对博物馆的心理认知速度仍未赶上博物馆制度的演进.主要由于长久以来博物馆作

为国家公权地位象征以及严肃教育场所,公众与博物馆之间的文化心理隔阂较深.新时代新经济背

景下,技术介入和政策加持,使得公众与博物馆的关系结构扁平化发展.尤其是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

的实施,使公众对博物馆的真实需求得以全面显露,博物馆不断主动寻求改变,努力提供更多便利渠

道和多样化的社会服务加强与公众的联结.博物馆传播方式也由“博物馆→媒介→观众”的单向线性

传播模式向“博物馆⇌媒介⇌观众”多向互动模式转变.未来的博物馆将会是集体性创作的产物,它
的生存与发展将与广大公众和所在区域的文化生境共同来完成.在“新基建”发展契机下,数字创新

和科技发展将提供更多有利渠道,以促进博物馆与区域和公众之间的交流,提高博物馆可及性与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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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度.近些年各类“网红”博物馆消费层出不穷,博物馆文旅体验、博物馆夜间经济、文博文创潮流等,
可以说是博物馆主动与公众建立扁平社会结构的结果,是平权思维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新实践.

(四)经济结构———博物馆文化新业态以符号化的虚拟形式参与文化经济

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属性在新时代新经济的裹挟下正发生裂变,博物馆文化新业态逐渐向虚

拟经济、符号经济、IP经济演变,从具象向抽象进阶发展.
博物馆与符号经济.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首次系统的提出符号经济理论,主张消费可以超越

实体和服务本身,对附着在物品上的符号进行消费才是更重要的一种消费形式,其内容多样、指设多

元.符号经济缘起于满足人类社会化进阶中的需求变化,符号化的精神消费逐渐被追捧,由此产生实

物消费自发向符号消费转变,符号经济的诞生是人类消费进步的结果.博物馆是一个大型的高品位

文化符号储存库,为文化艺术创意和社会精神价值塑造提供原料,馆藏文物是以内容积极向上作为收

藏标准,符号经济是以正向符号化作为核心理念,两者的正向内核共同构筑了博物馆符号经济的生产

逻辑.
博物馆与虚拟经济.虚拟经济(fictitiouseconomy)是经济虚拟化的必然产物,中国经济结构“脱

实向虚”问题近几年被广泛关注,但在博物馆文化新业态发展中,这恰恰是一个积极的问题.“虚拟经

济”一词,出自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过去马克思用来批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原因理论之一.广义

虚拟经济也称作为“人本”经济,是虚拟价值比实物价值更重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它以价值重塑为基

础、以人的心理满足为导向,因此广义虚拟经济基本涵盖了非物质经济①.以此作为标准,博物馆的

相关产业开发显然是虚拟经济时代的典型业态,从文物典藏中挖掘潜藏的内在精神价值,并对其进行

具象开发,从而实现一定的经济价值.紧扣时代变革趋势,抓住“怀旧”与“文化”复兴心理,重塑文物

资源和再造博物馆氛围,打造“人气”,将文博行业重新升级.
博物馆与IP经济.IP经营是一种泛娱乐化文化经营模式和互联网文化产业发展趋势.博物馆

的IP主要指博物馆在文化、艺术、科技、工商等领域,基于工商业标记及其智力成果等依法产生的权

利的总称②.中国的博物馆经济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在此背景下博物馆的IP主要包含了著作权、专利

权、商标权和域名权在内的能以无形资产形式进入文化艺术生产中的权利构成要素.博物馆藏品具

有很强的历史纵深感,有广泛的观众群体,博物馆IP的衍生潜力巨大,使得博物馆的文化资源更利于

向文化资本转化.同时,由于博物馆本身的公共教育属性,博物馆IP经济要坚持“文化优先”原则;文
化产品的设计要突出文化价值,以群众的“美育”“智育”为导向;产品开发过程要兼顾文物保护,以公

共服务为终极目标,使人们站在人类文明继承者的高度深刻理解并传承文化经典.

四、博物馆文化新业态发展的总体趋势

博物馆文化新业态的产业特征,隐蕴着新的发展趋势.博物馆第二次革命的主要特征是从“以物

为核心”到“以人、社会为核心”,以此为起点,博物馆开始制定并实施积极的公众战略.在经费短缺与

闲暇消费市场竞争、人文主义消费兴起等现实压力下,博物馆开始主动寻求与公众关系的转变,积极

地走向社会化市场化进程,并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发展趋势.
(一)科技支撑与传统文化复兴双重语境,将创新博物馆的内容与形式

“文化＋科技”是创意经济与文化创意产业最典型的发展模式之一,对文化产业生产、消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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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左鸣、吴秀生:«虚拟价值的人类活动论依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来小鹏、杨美琳:«博物馆相关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研究»,«中国博物馆»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市场繁荣极其重要①.近年来,以BAT为核心的头部互联网企业,演化了众多新的平台经济业态,为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巨大新机遇.新经济新时代,文化的科技化与科技的文化化并行发展,文化与

科技不再是主附关系之争,而是主动互融之合.技术的创新不可取代文化创意本身,即技术形式必须

为文化内容服务②.这对未来我国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实践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继承提出了新

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文化双创”理念,指出传统文化的继承

与发展要做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强调了传统文化守本创新的开发原则.博物馆是传统文化

资源的高地,承载着更深重的文化复兴责任.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１日至２８日,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中,“新基建”再次进入大家视野,它是

比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等更为深入系统的信息技术概念,能为社会创造巨大社会财

富,改变着博物馆的功能与形式,推动了文物展示与利用方式的融合创新,“互联网＋”重构文博文创

产业生态.５G、云计算等新基建的高速发展,促使疫情期间众多的文化艺术活动转向了“云端”.博物

馆“云模式”受到广泛关注,博物馆“云展览”的便捷安全性能在疫情期间备受瞩目,成为广受追捧的文

化产品.“云展览”是依托数字网络技术和融媒体的发展,把文物和展览从定时定点的线下搬至时空

不受限的互联网云端.这种方式为观众提供更丰富的参观视角,将文物进行了多维高效展示,满足公

众高阶文化需求,促进博物馆馆藏资源活化.这一切正是科技进步为传统文化复兴带来的新内容与

新形式,未来“新基建”与博物馆经济将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二)公共财政持续投入及PPP模式运用,文博类相关产业开发或成投资新高地

在公共财政主导的文化工作中,PPP模式受到了政府、社会和企业的各方支持,这一模式在我国

经过近２０年的发展,已广泛应用于公共文化建设.当前博物馆事业适逢蓬勃发展期,PPP模式为博

物馆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这种融资模式实质上是通过政府公权授予私人部门长期的特许经营权与

收益权,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基础设施建设中,以期更高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在博物馆当前发展现状

下,PPP模式能够助推博物馆建设,积极地引入社会资本,促进博物馆建设资金来源多元化,缓解资金

短缺困境.其实,政府坚持博物馆引入PPP模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高效满足公众对博物馆功能及服

务的诉求,合理配置政府公共财政和社会资源,譬如广东清远市“四馆一中心”、内蒙古包头市城市展

示与博物馆、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等公共文化项目正尝试利用PPP模式进行建设③.当前蓬勃发

展的博物馆事业不但需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的建设,更需要引入先进、成熟的管理理念参与博

物馆的运营,借助专业的管理思维和手段促成政府与企业间的合作,实现双方利益诉求.
(三)博物馆政策及创新推动文化消费,新生代逐渐成为消费主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博物馆发展的政策,推动博物馆的宏观发展.从中华

文明标识体系到“一带一路”文物交流合作、从文物价值传播推广到革命文物保护传承、从健全不可移

动文物保护机制到推进文物合理利用、从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机制到激发博物馆创新活力等都一一明

确了目标和路径④.这系列政策利好强力地支撑了博物馆的文化惠民服务.其中,博物馆免费开放

政策,几乎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公共文化服务惠民政策,促使博物馆从“知识权威”向“公共

知识本体”演进,博物馆的参观需求得以全面显露,博物馆文化消费极大增长.文化和旅游部统计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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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亮、宗祖盼:«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模式与类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向勇:«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历史演进、关键问题和人才要求»,«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陈曦:«PPP时代的博物馆»,https://www．sohu．com/a/１３４４５７３３２_４９０１２５,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９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



现,２００８年至今我国的博物馆活动和参观人数剧增,博物馆总数呈快速增长态势①,博物馆数量快速

增长的背后,是社会教育水平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是文化传播方式的升级,观众对于高

品质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一直都在.
如今,博物馆的文化需求全面升级,逐步朝虚拟化、年轻化、时尚化发展.博物馆相关的综合场景

营造及时尚生活方式倡导成为新的热门需求,通过“打卡”博物馆构建“博物馆社交圈”成为新生代文

化消费时尚.当前各大博物馆参观者中年轻人占比最大,例如,陕西历史博物馆调查显示１９岁月至

３０岁的参观者占据总人数的４４６２％;首都博物馆的观众调查也发现,１８岁以下与家人共同参观的参

观者高达４３９％②.近半年轻人把参观当地博物馆作为出游的必备选项.随着文化消费意识更强的

新生代力量成长,中国将出现更加丰富、更有活力的博物馆文化新业态.
(四)文旅融合形势下博物馆产业组织形式巨变,跨界融合更加突出

新时期“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是文化和旅游工作的基本思路.博物馆是公共文

化服务的重要场所,是地方“文化中枢”,拥有丰富且特色的文旅资源.近年来,因文旅产业大规模进入公

共文化服务领域,博物馆正跨界融入当前飞速发展的旅游业.文化旅游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结合,提升旅

游品质的同时还创新了博物馆的发展模式.跨界融合是文化产业领域近年来最显著的产业特征和发展

趋势之一,能够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和业态创新③.博物馆从一个纯公益性社会文化机构向文

化经济载体的逐步演进,正是一个不断跨门类、跨要素、跨行业、跨地域、跨文化融合的进程.文旅融合直

接促使博物馆旅游行业从“博物馆”＋“旅游”变成真正的“博物馆旅游”,文博产业各门类各要素之间自由

流动、重新组合,创造新的体验、构建新的沉浸时空,打破不同地域、不同习俗、不同民族的限制,营造全新

文博旅游产品.这是在全新产业组织形式下诞生的文博新产品,无论是从公众关系、时空构建、产品形态

上都具有颠覆性意义.虚拟、线上、沉浸、体验、娱乐、综艺等等这些过去罕见的形式或博物馆探索性内

容,在文旅融合助力下,逐渐成为发展主流,博物馆的产业组织形式正在发生巨变.
(五)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跨国文化交流频繁,博物馆国际互鉴趋势愈发显著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２０３５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是自十七届六中全会国家提出文

化强国以来,中央首次将建成文化强国的时间具体化.中国国家文物局等九部门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４
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④,提出到２０３５年,中国基本建成世界博物馆强

国,为全球博物馆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博物馆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重阵,是提升群众文明

素质的重要场所.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博物馆的社会功能持续演进,产业属性、外交属性、娱乐属性

不断释放,共同推进博物馆功能的发挥.博物馆的外交属性直接彰显了我国文化强国建设成果.新

中国成立以来,越来越多中国的博物馆走向海外,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自改革开放起,我
国博物馆高度重视对外展览,展出数量呈快速增长之势.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１９７７年间,我国共

举办出国展览项目仅约３０多个,但改革开放的４０多年来,这个数量增至１０００多项,从改革开放之初

年均低于３项,增至当前年均７０项左右,海外观众超１亿人次⑤.虽然较之欧美等博物馆事业发达国

家,我国博物馆在进行国际交流与国际文化贸易时还存在明显短板,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但文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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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２０１８年年底,我国登记备案的博物馆达５３５４家,比上年增加２１８家,免费开放博物馆数量为４７４３家,占博物馆总数

的８８６％.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我国博物馆举办展览约２６万个,教育活动近２６万次,参观人数达１１２６亿人

次,比上年增加１亿多人次.
张贺:«博物馆,客从何处来(解码文化消费升级)»,«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８日,第１１版.
李凤亮、宗祖盼:«跨界融合: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之路»,«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为深化改革,持续推进我国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４日,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民
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
刘绍坚:«网络数字时代提升我国文化贸易发展水平研究———以博物馆为例»,«国际贸易»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战略的持续践行,势必推动跨国与跨区域文化频繁交流,博物馆国际互鉴趋势加剧.如今,“一带一

路”沿线博物馆交流合作日益紧密,建立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博物馆联盟,配合国家政治外交战略,
推进与东南亚、中亚、西亚、东欧、西欧国家博物馆间的合作共进,加强与非洲各国历史文化的沟通交

流,分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深化沿线国家和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今后,中国将更加积极拓宽对外交流展览渠道,借助数字技术创建国际互通平台;并且将进一步

推动国内博物馆与国际知名博物馆开展深度合作,通过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文物安全保护、学术研

究探讨、专业人才培育、交换展览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合作,助推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使我国文物传

播从“文物外展”走向“理念输出”,积极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实现“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

TheIndustrialCharacteristicsandDevelopmentTrendoftheNewForms
ofMuseumCultureinChina

LiFengliang　GuZhenjing
(Souther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InstituteforCulturalIndustries,

ShenzhenUniversity,Shenzhen５１８０５５,P．R．China)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museumsisgraduallyintegratedwiththedevelopmentofculturalinＧ
dustries,givingbirthtomanynewformsofmuseumculture,suchastheemergenceofdevelopment
formatofmuseumculturalandcreativeproducts,museumIPauthorizationindustry,museumimＧ
mersiveexperienceformat,“onlinecelebrity”museumeconomy,museumcommercialspecialexhiＧ
bitionformat,andprivateorindustrialmuseumformat．Thesenewformsofmuseumculturehave
greatlypromotedtheinnovativedevelopmentofthemuseumcultureindustry．Inthedevelopment
processofnewformsofmuseumculture,itsindustrialstructurehasbeenadjustedaccordingly,aＧ
mongwhichthespatialstructure,thecommunicationstructure,theparticipationstructure,andthe
economicstructurehavechangedmostsignificantly,showinganindustrialfeatureof“borderless,

immersiveexperience,flatteningpublicrelations,andvirtualizationofeconomicform”．IthasproＧ
motedtheoptimizationandupgradingofthestructureofrelatedculturalformatsofmuseumindusＧ
try．Generallyspeaking,thedevelopmenttrendofthenewformatofmuseumcultureismanifested
intheaspectsasfollows:thejointsupportofscienceandtechnologyandtraditionalculturetoinnoＧ
vatemuseumscontentandforms;publicfinancialinvestmentandtheapplicationofPPPmodeto
promotethedevelopmentofmuseumculturerelatedindustriesintoanewinvestmenthighland;a
newgenerationmotivatedbymuseumpoliciesandinnovationtograduallybecomethemainbodyof
culturalconsumption;thecrossＧborderintegrationofmuseumsindustrialorganizationstobemore
prominentinthecontextofculturalandtourismintegration;andthetrendofinternationalmutuallearning
amongmuseumsunderthebackgroundoftheculturalpowerstrategytobemoreoutstanding．
Keywords:Museums;Newculturalforms;Diversifiedtypes;Industrialcharacteristics;Development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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