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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widespread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digit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this context, the field of art management has also ushered in unprecedented changes.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wave, the traditional art management mode has gradually revealed its limitations and deficiencie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arts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have begun to actively explore the paths 
and method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deeply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art management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take provincial museums as an example, analyze the practical cases, successful experienc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ir digital projects, as well as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rt management, an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r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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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管理在博物馆数字化环境中升维演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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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数字化环境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艺术管理
领域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传统艺术管理模式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和不足。为了适应数字化
环境的需求，艺术管理机构开始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和方法。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艺术管理在数字化环境中
的升维演变，以省级博物馆为例，分析其数字化项目实践案例、成功经验与面临的挑战，以及对未来艺术管理发展的启
示，为艺术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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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化环境正深刻改变着

各行各业，艺术管理领域也不例外。艺术管理作为连接艺术

创作与公众欣赏的桥梁，其传统模式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

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1]。数字化不仅为艺术管理提供了

全新的技术手段和平台，还催生了更加多元、开放和互动的

艺术生态。通过研究省级博物馆在数字化环境下的实践案

例，我们可以窥见艺术管理在结构升维和内容升维方面的具

体表现，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观众的参与度和体验 [2]。论

文将进一步探讨这些变化背后的成功经验和面临的挑战，为

未来艺术管理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2 艺术管理在数字化环境中的演变

2.1 结构升维下艺术管理的演变

2.1.1 去中心化的艺术空间转变
传统艺术管理往往依赖于实体展览馆、画廊等中心场

所，作为艺术作品展示和观众交流的核心平台。然而，在数

字化技术的赋能下，艺术空间不再局限于物理场所，而是拓

展到了网络虚拟空间。

数字化平台如在线艺术展览、虚拟现实艺术体验等，

使得艺术作品能够跨越地理界限，触达全球观众。这种去中

心化的空间转变，不仅极大地扩展了艺术作品的受众范围，

还促进了艺术创作的多样性和创新性。艺术家们不再受制

于传统展览渠道的限制，而是能够通过网络平台自由展示

作品，与观众进行更直接、更深入的互动 [3]。同时，去中心

化的艺术空间也促使艺术管理机构重新审视其职能和角色。

在数字化环境中，艺术管理机构需要更加注重线上线下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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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构建多元化的艺术传播和交流渠道，以满足观众日益增

长的个性化需求。

2.1.2 立体式结构艺术职能转变
传统艺术管理职能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艺术作品的

征集、展示和推广上。在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艺术管理的

职能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和立体化的特点 [4]。一方面，艺术管

理机构需要积极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艺术作品的展示效果

和观众的观赏体验。例如，通过高清图片、3D 模型、虚拟

现实等技术手段，将艺术作品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

给观众。另一方面，艺术管理机构还需要承担起艺术教育和

普及的职能，利用数字化平台开展线上艺术课程、艺术讲座

等活动，提高公众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且艺术管理机构

还需要加强与艺术家、观众、赞助商等多方面的沟通与协作，

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艺术生态系统。

2.2 内容升维下艺术管理的演变

2.2.1 数字资源引导下的艺术管理转变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资源已成为艺术管理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引领着艺术管理模式的深刻转变。数字资源

不仅包括了艺术作品本身的数字化呈现，如高清图片、3D

扫描模型、虚拟现实体验等，还涵盖了丰富的艺术信息、历

史背景、艺术家访谈等内容。

首先，数字资源的丰富性为艺术管理提供了更为广阔

的视野和选择空间。艺术管理机构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和整

合全球范围内的艺术资源，为观众呈现更加多元、全面的艺

术展览。且数字资源的可复制性和易传播性也降低了艺术作

品的展示成本，使得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有机会被公众所了

解和欣赏。

其次，数字资源的应用推动了艺术管理的创新。艺术

管理机构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对艺术作品进行数字化修复、增

强现实展示等处理，提升艺术作品的观赏价值和互动性。此

外，通过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艺术管理机构还可以更加精

准地了解观众的需求和偏好，为观众提供更加个性化的艺术

体验和服务 [5]。

最后，数字资源的普及也促进了艺术教育的普及和发

展。艺术管理机构可以利用数字平台开展线上艺术教育课

程、艺术讲座等活动，提高公众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在

此基础上，数字资源的共享和开放也促进了艺术知识的传播

和交流，为艺术创作和研究提供了更为便捷和高效的途径。

2.2.2 数字技术推进下的艺术传播转变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艺术传播方式正经历着前

所未有的变革。数字技术不仅极大地拓宽了艺术传播的渠

道，还深刻改变了艺术信息的传递方式和受众的接收习惯。

首先，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艺术传播的地域限制，可

以通过网络平台，艺术作品可以迅速传播到全球各地，让观

众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即时欣赏到最新的艺术展览和作品。数

字化、跨越时空的传播方式，不仅扩大了艺术的受众范围，

还促进了不同文化背景和艺术风格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其次，数字技术丰富了艺术传播的形式和内容。除了

传统的图文、视频等传播方式外，数字技术还催生了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等新型传播形式，为观众提供了更加沉浸式的

艺术体验。并可以对艺术作品进行数字化处理，如数字修复、

色彩调整等，让观众以更加清晰、生动的视角欣赏到艺术作

品的魅力。

最后，数字技术也促进了艺术传播的互动性和参与性。

观众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与艺术家、其他观众进行实时交流和

互动，分享自己的艺术见解和感受。双向互动的传播方式，

不仅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还促进了艺术创作的多

样性和创新性。

3 观众体验与互动模式的升维演变

3.1 数字化技术提升观众参与度
数字化技术使观众能够随时随地欣赏艺术作品，例如

通过网络平台，观众可以随时随地浏览艺术展览、观看艺术

作品的高清图片和视频，甚至参与到虚拟现实的艺术体验

中。这种便捷的参与方式，极大地降低了观众欣赏艺术的门

槛，使得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优秀的艺术作品。

数字化技术增强了观众的互动性和参与感，在欣赏过

程中观众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与艺术家、其他观众进行实时交

流和互动，分享自己的艺术见解和感受 [6]。这种双向互动的

交流方式，不仅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艺术作品和艺术家，

还促进了观众之间的交流和分享，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归

属感。

在此基础上，数字化技术还为观众提供了个性化的参

与体验。通过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艺术管理机构可以更加

精准地了解观众的需求和偏好，为观众提供更加个性化的艺

术展览和推荐。这种个性化的参与体验，让观众在欣赏艺术

作品的过程中更加愉悦和满足。

3.2 个性化服务与定制化展览
艺术管理机构通过收集和分析观众的行为数据、兴趣

偏好等信息，可以精准推送符合观众口味的艺术展览信息，

提供个性化的艺术体验。例如，对于喜欢现代艺术的观众，

可以推送相关的展览信息和艺术家介绍；对于对传统文化感

兴趣的观众，则可以推荐相关的历史艺术展览。其中，定制

化展览则是根据特定观众群体的需求，量身打造的艺术展

览。这种展览通常具有明确的主题和风格，旨在满足特定观

众群体的审美需求和文化追求。定制化展览不仅提升了观众

的观赏体验，还增强了艺术展览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4 案例分析与启示——以某省级博物馆为例

4.1 数字化项目实践案例

4.1.1 数字博物馆建设与运营
青海省博物馆在数字化浪潮中，积极投身于数字博物

馆的建设与运营，为观众提供了全新的艺术体验和学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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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海省利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将馆内丰富的文物资源

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包括高清图片、3D 扫描模型、虚拟现

实体验等。观众只需通过手机扫描展厅二维码，或者是登录

微信公众平台即可轻松浏览到博物馆的各类展览和文物信

息。数字博物馆的建设，不仅打破了传统博物馆的时间和空

间限制，让观众能够随时随地欣赏到珍贵的文物资源，还通

过数字化手段增强了文物的观赏性和互动性。

且青海省博物馆线上平台设有在线留言、问卷调查等

功能，观众可以随时发表自己的观展感受和建议，博物馆则

根据观众的反馈不断优化展览内容和平台功能。此外，博物

馆还通过数字平台开展了一系列线上活动，如线上讲座、虚

拟导览等，进一步丰富了观众的观展体验和学习途径。

4.1.2 线上线下融合的艺术教育活动
福建省博物馆利用数字平台，开展了一系列线上艺术

教育活动。例如，通过在线直播的形式，邀请知名艺术家进

行艺术讲座和创作示范，让观众能够近距离地了解艺术创作

的过程和技巧 [7]。同时，博物馆还推出了线上艺术课程，涵

盖了绘画、书法、雕塑等多个艺术门类，为公众提供了便捷

的学习途径。除了线上活动，博物馆还注重线下艺术教育的

拓展。通过组织艺术工作坊、亲子艺术体验等活动，让观众

能够亲身体验艺术创作的乐趣。此类活动不仅增强了观众的

参与感和互动性，还促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共同

学习。

4.2 成功经验与面临的挑战

4.2.1 技术应用与观众体验的平衡矛盾
在数字化进程中，博物馆在技术应用与观众体验之间

面临着平衡矛盾。一方面，博物馆致力于采用先进的数字化

技术，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以提供更加生动、沉浸式

的艺术体验。这些技术的应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观

众的观展兴趣和参与度。另一方面，技术的过度应用也可能

导致观众体验的下降。例如，当虚拟现实设备的使用过于复

杂或体验时间过长时，可能会让观众感到疲劳或不适。此

外，如果技术应用的目的是追求新颖而忽略了与展览内容的

紧密结合，那么观众可能会觉得技术只是华而不实的噱头，

无法真正提升他们的观展体验。

4.2.2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协同问题
博物馆在运营数字平台和开展线上线下活动时，需要收

集和处理大量观众的个人信息和行为数据。这些数据对于博

物馆了解观众需求、优化服务内容和提升观众体验具有重要

意义。但是，数据的收集和处理也带来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

护的挑战。若博物馆的数据保护措施不到位，可能会导致观

众的个人信息泄露或被滥用，从而引发隐私保护问题。此外，

随着黑客攻击和数据泄露事件的频发，博物馆还需要加强数

据安全的防范和应对能力，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可用性。

4.2.3 线上平台宣传与实践挑战
博物馆通过线上平台开展一系列艺术教育活动，旨在

吸引更多观众参与并提升他们的艺术素养。实际上，部分线

上平台的宣传效果往往难以达到预期，导致实际参与人数与

预期存在差距。一方面，线上平台的宣传渠道和方式可能不

够多样化，无法覆盖到所有潜在观众群体。另一方面，即使

宣传到位，观众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如时间冲突、技术障

碍等）无法参与到线上活动中来，导致实践效果不如预期。

或是，活动内容可能过于单一或缺乏吸引力，无法激发观众

的兴趣和参与热情；活动形式可能过于复杂或难以操作，导

致观众参与度不高或体验不佳。

4.3 对未来艺术管理发展的启示

4.3.1 持续创新与技术前沿探索
首先，艺术管理机构需要关注新兴技术的发展动态，

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并思考如何将这些技术应

用于艺术管理实践中。在后续工作中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

化艺术作品的推荐算法，提高观众的观展体验和满意度。或

是通过大数据分析观众的行为和偏好，为艺术展览的策划和

运营提供更加精准的数据支持。

其次，艺术管理机构需要鼓励创新思维和跨界合作。

通过与其他行业或领域的合作，引入新的理念和方法，推动

艺术管理的创新和发展。在实施过程中博物馆可与科技公司

合作开发虚拟现实艺术体验项目，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

受艺术作品的魅力 [8]。在少儿研学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与教

育机构合作开展艺术教育项目，提升公众的艺术素养和审美

能力。

最后，艺术管理机构需要注重培养创新型人才。通过

设立创新基金、举办创新大赛等方式，吸引和激励具有创新

思维和能力的人才加入艺术管理领域中来。并需要加强内部

员工的培训和学习，提升他们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为艺术管

理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4.3.2 制定用户隐私安全保护机制
首先，艺术管理机构应明确用户数据的收集、使用和

保护原则，确保在合法、正当、必要的范围内收集和使用用

户数据。同时，应建立健全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数

据收集、存储、传输和使用等环节的监管和管理，防止数据

泄露或被滥用。

其次，艺术管理机构应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如加密

技术、防火墙等，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此外，

还应定期对数据系统进行安全评估和漏洞扫描，及时发现和

修复潜在的安全风险。

最后，艺术管理机构应加强用户隐私保护的宣传和教

育。通过制定隐私政策、发布安全提示等方式，增强用户对

隐私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并建立健全的用户投诉和举报机

制，及时处理用户关于隐私保护的投诉和举报，维护用户的

合法权益。

4.3.3 融合线上与线下艺术管理机制
首先，通过线上平台，艺术机构可以更加便捷地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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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广艺术作品，吸引更多观众关注和参与。线下艺术活动

也可以借助线上平台进行宣传和推广，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和

参与度。这种融合使得艺术资源得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共享

和利用，提升了艺术的价值和影响力。

其次，观众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了解展览信息、预约参

观时间、参与线上互动等，提高观展的便捷性和趣味性。同

时，线下艺术活动也可以通过引入数字化技术，如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等，为观众提供更加沉浸式的观展体验。这种融合

使得观众的观展体验更加丰富和多元，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

和互动性。

最后，通过融合线上与线下资源和技术手段，艺术机

构可以探索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推动艺术的创新

和发展。同时，这种融合也为艺术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

遇，需要艺术机构不断适应和调整管理机制，以适应数字化

时代的需求和发展。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艺术管理在数字化环境中的升维演变进

行深入研究，以省级博物馆为例，详细剖析了数字化项目实

践案例、成功经验与面临的挑战，以及对未来艺术管理发展

的启示。研究得出，数字化环境为艺术管理带来了结构、内

容和观众体验与互动模式的全面升维演变，推动了艺术管理

的现代化和多元化发展。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艺术管理将面临

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加复杂的挑战。艺术管理机构需要

持续关注技术前沿，加强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动艺术管理的

持续创新和升级。同时，艺术管理机构还需要注重观众体验

和互动模式的优化，提供更加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增强

观众的参与感和满意度，为艺术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作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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