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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基金支持下的高校博物馆发展探析 
方凡 

（上海同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092） 

摘要：高等院校博物馆是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高校博物馆作为培育校园文化、弘扬大学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大学的形象
与标志。高等院校基金会作为独立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首要职责就是服务高等教育事业，其中对高校博物馆的扶持更加体现其公共
教育、社会服务的功能。基于高校博物馆的现状和问题，本文尝试分析在教育发展基金的支持下，目前高校博物馆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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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1 年，国家文物局、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强高校博物馆建

设与发展的相关文件,文件指出高校博物馆属于社会公益性组
织，应充分发挥其在科教兴国、学习型社会和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中的作用。高校博物馆应更多承担展示学校历史及校园
文化、协助指导教学、普及多元知识、丰富大学生社会文化生
活等责任。然而，高校博物馆的建设、管理及运营状况与时代
要求仍有较大差距，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尚待提高，这些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博物馆社会功能的发挥。而这些问题
的主要原因之一与博物馆自身造血能力较差有很大关系。 

作为高校的另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公益性社会组织，
自 1995 年以来，全国高校教育发展基金会目前已达到近 600 家，
基金会承载着支持学生培养、师资建设、校园基础设施建设、
社会公益服务等功能。本文在此探讨针对博物馆的现状与问题，
如何凝聚高校基金会自身资源与社会力量助力其发展。 

二、高校博物馆的现状 
（一）规模和数量仍有发展空间。近年来，我国高校博物

馆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但与公共博物馆相比，仍存在较大的
差距。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 300 多所高校建立了博物
馆，虽然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加，但相对于我国 2879 所高校来
说，高校博物馆的占比仍较低且在各省市自治区的分布不均匀，
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如在
北京高校博物馆数量有 44 座，上海、江苏两地分布有 30 座，
湖北则有 18 座。因此博物馆在规模和数量上仍存在巨大的增长
空间。【1.2】 

（二）资金和人力成本有限。由于资金和人力成本投入较
低，博物馆物理空间小，展示方式单一，人员配备不足。高校
博物馆相较于公共博物馆开放时间短，展览架构也相对单薄，
加上无法保证充足的工作人员给予相关展示内容以解读，受众
很难留下较深的印象及思考，从而降低观赏兴致。 

（三）受众群体有局限性。虽然多数高校博物馆都是免费
向公众开放，但参观人群仍以在校师生为主，以及来校考察和
学习的校外人士，导致博物馆受众群体有局限性。 

（四）自身宣传力度不足。高校博物馆属于校内机构，与
外界合作机会偏少，在新媒体、自媒体及融媒体蓬勃发展的大
趋势下，博物馆自身的宣传力度仍需加强，广泛传播。 

三、高校博物馆发展趋势及对策 
根据调研显示，高校博物馆目前多数由学校财政拨款建设

并维护其日常运营，一般设有展览、典藏、研究、公共教育等
主要职能。根据大众传播理论，博物馆以“学术—大众”、“艺
术—大众”的模式吸引公众参与博物馆建设，实现高校与社会
的双赢，增强博物馆与公众的交流互动，让公众实践体验，激
发公众的参与兴趣。同时联手高校基金会，在公共教育、社会
服务的共同宗旨下，建设更优质的博物馆。 

(一)  利用学科优势，建设主题类博物馆  

相对于传统博物馆，高校博物馆可以利用学校主干学科及
重点研究方向作为馆藏根基。一般本校博物馆馆藏除历史发展
藏品外，多来自校友及社会贤达捐赠。随着高校基金会不断发
展壮大，对博物馆的支持力度也在加大。 

例如清华大学的艺术博物馆是教育基金会募集社会资助、
助力大学发展的典型案例。学校通过基金会作为载体，在三位
校友的支持下启动博物馆建设【3】，后有世纪金源集团慷慨捐资
2 亿元支持其后续建设及运营，目前馆藏达一万三千余组件。博
物馆以陶瓷、织绣、字画、青铜器、现代综合艺术品为主，承
载着清华人传承中华文化艺术使命的梦想。 

另一个利用学科特色的博物馆——同济大学博物馆，以“为
可持续而设计”为主题，依托上世纪 40 年代上海市优秀历史建
筑一·二九大楼改造而成。2016 年在基金会设立“博物馆专项
基金”，接受校董、校友及爱校人士捐赠实物及资金，包括清代
蠡壳窗、明代城墙砖、汉代陶楼等，并先后形成中国园林与传
统艺术、中国古代机械复原模型、中国建筑与建筑文化展示厅，
以展建藏，以藏建馆，既凸显了同济建筑学科的深厚底蕴，由
展示了学校的悠久历史。 

(二)  助力普及式教育，建设高水平博物馆 
早在 20 世纪初，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明确提出博物馆是重

要的社会教育机构，并强调博物馆对于美育和科学教育的意义。
博物馆教育的重要意义就是在藏品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关系。 

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是国家三级博物馆，是首家被认
定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的高校博物馆，受邵逸夫基金会和
教育部专项资金资助，于 2003 年建成，主要展出矿物、岩石、
古生物化石等地质标本【4】，其藏品也包括了校友和国际友人等
捐赠的标本、以及部分购置的标本。此类博物馆既承载了科普
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功能，同时也因为这一特色吸引了更加
广泛的受众群体，可谓双赢。 

（三）挖掘内部资源，推出特色筹款项目 
结合高校基金会的专业性及广博的捐赠平台，高校博物馆

可以尝试打造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方式的基金项目。 
1、捐赠冠名博物馆或展厅。根据《教育部关于以捐赠者名

义命名高等学校建筑或机构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在符合
学校发展规划理念的前提下，可按照流程接受社会外界捐赠，
如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东南大学吴健雄纪念馆、董浩云
航运博物馆、清华大学校友捐资冠名“月涵池”等都是以捐赠
方冠名的典型案例。 

2、认捐展品。此类捐赠更适合个人捐赠方，尤其是校友群
体。高校博物馆的特殊性在于其受众的重要组成为校友。例如
清华大学 97 届校友认捐四大导师雕塑；同济大学 54 级校友认
捐“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苏颂
的代表作“水运仪象台”等等，既丰富了馆藏，又增强了母校
与校友的互动，博物馆则以铭记牌的方式感谢校友长期的、无 

（下转第 98 页） 



高等教育 

 98

 
（上接第 95 页） 

私的、深厚的关心与支持。 
3、利用众筹平台。随着高校基金会的设立，多数高校都将

接受捐赠的职能转移至基金会，基金会作为独立法人的非营利
性公益机构，博物馆可以利用基金会官方平台，合法、合规的
进行众筹捐赠。除了传统的官方网站，多数基金会也建立了微
信公众号平台，更加符合现代捐赠方式，直观、便捷，每一位
走进博物馆或者对博物馆有兴趣的观众都可以向藏品基金项目
进行捐赠，同时可以将藏品故事推广给更多的公众，自然地形
成良好的人际传播，无论金额大小，都是对博物馆可持续运营
的一种支持。 

4、倡导志愿服务。高校博物馆的志愿者多来自在校师生，
也包括校友、退休教师、教职员工。除了实物与资金的捐赠，
志愿者的劳动也是一种捐赠，其付出也可获得基金会颁发的捐
赠证书。  

四、结语 
高校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应顺应社会需求和国民经济的发

展，转变传统观念，重新思考其社会价值和定位。美国博物馆
协会首席执行官小爱德华·埃博认为“博物馆第一重要的是教
育，实际上教育已经成为博物馆公共服务的基石”【5】，这与高

校基金会的首要任务与职能高度一致。充分利用基金会与博物
馆的公益性这一共性，将公共教育、社会服务、大众素养培育
等联合推广，达到公众、捐赠方、博物馆、基金会、学校等多
赢的良好局面。在教育发展基金的支持下，高校博物馆不仅要
履行展览策划，展品推介、举办各种学术活动等本职功能，更
要发挥开展公共服务，打造教育平台，创新校园公共环境，为
传播历史人文艺术和现代科技创新成果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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