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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博物馆是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发展的综合产物，

并受一定条件的制约。稳定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为博物馆的

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丰富繁荣的社会文化则是博

物馆发展的最大动力。可以说，博物馆是集中反映了一个

地区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风貌，是保护、研究和展

示文化及自然遗产的非营利组织。

2 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史及营销现状

2.1 中国博物馆的发展
纵观世界博物馆发展史，不难看到，无论是博物馆的

起源还是发展，都离不开它们的有机结合，任何因素的缺乏，

都会阻碍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在考古方面，中国有近 4000 年的历史，但中国博物馆

的历史却只有 100 多年。中国第一家博物馆——南通博物

苑在张謇的创办下成立于 1905 年，到 2020 年全国有 5446

家注册博物馆。中国博物馆的历史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

文化和教育的进步密切相关。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的几十年里，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博物馆进

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博物馆的艺术教育和营销策略

在逐渐创新的同时，也在逐渐合理化。

2.2 博物馆的营销
博物馆中的市场营销这一理念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

随后，伴随着博物馆环境的转变和营销理念的不断更新，

博物馆与市场营销手段的有机结合提升了博物馆知名度，

拉近了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使其更加融入大众生活。

可以说营销为博物馆与观众和社会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一

种至关重要的方式。博物馆在大众心中形象的转变离不开

博物馆市场营销的推动，它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资源优

势借助营销理念和手段生产大众所需的文化产品以满足社

会需求，从而实现博物馆的社会价值。

中国博物馆界研究营销学与博物馆结合的概念大约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出现，“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社会发

展服务、对大众开放、不以营利为目的、永久性的机构。

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

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此定义虽指出了博物馆

的“非营利”性，且这与一般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有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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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但它同一般的企业组织一样也是一个生产者，只不

过博物馆所生产的主要是“文化产品”“精神产品”。这些

文化产品、精神产品可以包括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各种出版

物、科研成果、博物馆的各种面向社会的服务项目等多种形

式。其中以文物标本为基础的展览则是博物馆最具特点的，

也最能体现博物馆本质的“产品”。作为博物馆的核心工作

之一，收藏、研究，最终要通过陈列展览的形式展现出来 [1]。

以陈列展览为首的博物馆各项工作是面向社会、面向大众

的，以向社会大众提供服务为根本目的。相比较基本陈列而

言，博物馆举办的临时展览、外出巡展等具有灵活性、多样

性、即时性的特点，是博物馆与观众交流的广泛平台。其中

所展现的博物馆国际交流与合作不仅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

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方法之一。

3 从“营销”及“国际交流”看中国博物馆
的艺术教育

张謇，既是中国第一家博物馆的创立者，也是中国第

一位比较系统研究博物馆学的人。他的研究理念主要表现在

这四个方面：对博物馆的目的、功能、任务与分类已有基本

认识；为中国博物馆展示理念奠定了正确的方向；开创了中

国博物馆利用社会资源征集藏品的先河；他是中国第一位提

出重视和培养博物馆学的人，如他在考虑建立什么样的博物

馆时，已提出在中国办博物馆的根本目的是教育。为此长期

以来，博物馆的艺术教育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或提出理论，或总结经验，或两者兼而

有之，它们为国内外博物馆的发展照亮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3.1 2000 年后中国博物馆的国际交流
中国博物馆对外交流与合作始于对外文物展览。1950

年 10 月，中国首次对外展览——《中国艺术展》。伴随全

球化的发展、博物馆数量如雨后春笋般设立以及博物馆学科

与时俱进的研究，博物馆进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也已经成

为国际博物馆界普遍认同的发展方向。进入 21 世纪，中国

博物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参与对外文

化交流合作的博物馆数量和次数不断增多，交流规模不断扩

大。不同于 20 世纪后期的中国，彼时的博物馆国际交流不

仅将中国的展览带向世界，还逐渐将重点放在从国外引进优

秀展览和与不同国家进行文化项目的合作 [2]。国际交流与合

作的加强，有利于促进博物馆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博

物馆自身也通过交流与合作获得发展的机遇。在这种国际文

化发展的背景和支持下中国在 21 世纪初期就开始与各个国

家建立长期文化交流项目和展览合作。从 2001 年起，中国

文化部就开始推动中国的当代艺术走向世界。在 2001 年第

三届“柏林亚太周”中，中国官方第一次在海外支持一个当

代艺术的展览；2003 年至 2004 年开展的“中法文化年”是

中国在 21 世纪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之一；

在 2006 年和 2007 年分别在中国和俄罗斯举行了两场“中俄

文化年”活动以及 2006 和 2010 年的“意大利文化年”和“中

国文化年”等。在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目前，中国已同

145 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 800 个年度文化交

流执行计划，与上千个文化组织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民

间和地方，已与 120 个国家建立了 1500 对友好省州和友好

城市关系，与 148 个国家的 458 个民间团体和组织建立友好

合作关系。

3.2 中国博物馆艺术教育问题及解决方案
然而，由于中国博物馆等发展较晚，博物馆相关学科

建设并不十分完善，在中国博物馆这几十年的艺术教育发展

过程中，从营销策略的角度来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下问

题。第一，博物馆营销开展程度参差不齐。除部分国家级、

省级、市级以及少量非国有博物馆开展良好的营销活动外，

其余绝大多数中小博物馆和私人博物馆故步自封。第二，中

国博物馆用于艺术传播的营销策略方法较为单一，且在某些

程度上，博物馆的营销也未被大众完全认可。第三，中国博

物馆目前最为广泛的艺术传播途径为对外交流，它存在于国

家与国家之间、博物馆与博物馆之间。在博物馆行业飞速发

展的现阶段，国际交流也同样出现问题。第四，博物馆研究

领域的高等教育水平不一致，导致此行业的专业人员短缺。

针对上述问题，在全面调查和总结后，可以从以下方

面入手解决。中国博物馆行业对教育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博

物馆学科在高校中的建设——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展这一科

目，更重要的是每年新生的申请和录取人数也在逐年递增。

不仅如此，跟博物馆学科相关的，如考古、艺术史、文物与

博物馆等专业，也从原先无人报名或少数人申请到现在报名

人数愈发增多导致专业扩招。这一点说明在中国博物馆行业

发展的同时，加大对其高等教育的投入，会帮助和促使中国

博物馆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3]。

此外，艺术史学科需要继承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传统，将艺术

史置于与历史、哲学、思想、文学、政治、经济、宗教等研

究领域相互关联的位置上。这样才可能真正形成学科之间交

流的互动，相互提供思维方式与学术思想环境。如今中国在

艺术史、博物馆等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理念上已逐渐

向西方国家看齐，如减少通识课的教学而更侧重研究方法的

讲授。不仅如此，更多的小组学习以及增加讨论课和口头报

告的形式，可提升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表达能力和应变能

力。这些教育方式的变化也都意味着艺术文化发展在中国的

重要性，早已深入高等教育中。

从营销角度，博物馆应更注重如何更好地进行艺术传

播，以及面对市场需求，应怎样做出营销策略的调整。如今，

单一的展览形式、展厅空间上过于华丽的布置，导致观众的

注意力被环境吸引，从而忽略展品。造成这种结果是因为展

厅布置和装饰与展品呈现未能达到统一融合，使之成为单独

的两部分，且会存在环境喧宾夺主的感觉 [4]。除此之外，现

如今中国博物馆的在艺术传播和国际交流愈发成熟，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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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逐渐占有一席之地，且每年博物馆行业对外交流和展览合

作项目数量每年都在飞速增长。但展览数量的日益增长的同

时，也应采取更多元化的展览宣传方式，以应对全国每天数

十场展览的宣传和推广。且如今中国的展览主要集中在北

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发达省份或省会城市，因此展览质

量的参差不齐也是值得关注的重点。

4 结语

纵观博物馆在中国的历史，它的发展道路并不轻松。

从最初由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建博物馆，到 1905 年中国才

成立了第一个自主创建的博物苑；再到后来的“文化大革

命”时期，博物馆行业备受政治和历史的影响，直至 20 世

纪 70 年代的改革开放，博物馆行业的发展才迎来真正的曙

光。如今，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洗礼，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

有目共睹。中国博物馆的发展伴随着 21 世纪科学技术开拓

创新、社会文化价值观在不断变化，博物馆类型更加多样

化，高科技的助力无疑改变了博物馆的面貌，而其寓教于乐

性也在不断增加，科普教育展示不再是单一化存在，多元化

的国际交流也随之增加，博物馆正在逐渐成为对外交流的另

一扇窗口。因此，通过博物馆间的文物展览、交流与合作，

既可以实现博物馆资源共享和综合效益的增加，也可以使更

多的社会民众享受到各地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博物馆之间

开展文物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国际博物馆界普遍认同的发展

方向。加强博物馆之间的资源共享及国际博物馆领域的文化

交流，提升博物馆中的艺术教育等，这些既是博物馆事业发

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博物馆通过深

化与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尊重与

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博物馆通过对外文

化交流，展示国家文化形象，提高文化软实力，使中国博物

馆界能够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华文明在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

的地位，深刻认识和发挥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应有作用。有

理由期待，中国博物馆行业在未来势必继续向上前行。

参考文献
[1] SeJeong Kim.理解博物馆品牌定位及其对博物馆经费的影响[J].

博物馆与新科技,2012(2):2-14.

[2] 陆建松,韩翊玲.我国博物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其

政策思考[J].四川文物,2011(3):89-96.

[3] 莫艾.德国高校本科艺术史教育特色及相关思考[J].美术,2013 

(2):129-133.

[4] 郑烨.博物馆专业人员国际交流项目的策划——家博物馆与

德国博物馆人员交流为例[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7): 

145-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