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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物博物馆是历史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其中包含着各个历史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物品，是对每一个时期的

写照，不仅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生活状态、人土风情，最重要的是这些物品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值得我们去

进行探索。但是对于文物博物馆如何去进行管理和创新体制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文物博物馆的功效主

要是收纳、保护、管理、展示文物，其中博物馆的建立则是与人之间建立联系。如何使每个博物馆发挥出

它的价值是重点。对文物博物馆的现状进行调查可得知现如今的发展情况，从而针对博物馆的现存问题进

行分析，对现如今的管理体制进行创新和思考，使文物博物馆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文物博物馆；管理体制；创新 

 
 
文物博物馆因其地理位置、建设规模、收藏文物数量、

文物类别和展示特色而千差万别，但是，博物馆利用馆藏
文物资源举办各类展览和活动，传播知识，传承优秀文化
是各类博物馆共同的使命。对博物馆的有效管理是实现上
述功能的前提和保障。博物馆不仅需要完善的保护设施，
现代化的展陈手段，更需要掌握文物知识及历史文化的专
业技术人员。因此，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都是在对文
物博物馆进行高效管理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如何将
博物馆现存的资源整合利用，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发挥出
文物博物馆的作用，使社会大众都可以以崇高的敬意去了
解历史、敬畏历史、铭记历史，从而获取知识，珍惜今天
得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并为建设属于自己的家园发挥出自
己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基于文物博物馆的发展现状，对其管理体制进行
创新的重要意义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情况各有不同，文

物博物馆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以对文物的征集、收
藏、保护、展示和研究为主要内容，征集、收藏是为了更
好地保护，保护和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传播文化，博物馆员
通过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揭示人类历史和发展规律。一
直以来，尤其在地方博物馆，展陈千篇一律、客源不足的
现象尤为突出。如何改变博物馆的“疲软”现象，提升文
物的利用效率，保证文物的存在质量，延长文物的“生命”
价值，收获更多的文化效益，文物的保护和管理便是日常
最重要的工作。现今，文物博物馆都建设成为城市当地的
标志性建筑和文化的象征，吸引广大外来游客观赏，不仅
可以宣传当地文化，还可以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
于本地人来说，则是日常休闲娱乐和提升精神文明的好去

处，是学校学生接受新知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
所。但是，文物博物馆的建设管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诸如传播方式的创新，文物保护技术的创新，文创产品研
发的创新等等都是需要不断努力去探索去改变的，这些可
以统称为管理体制的创新。只有创新，才可以促使博物馆
焕发新的生命力，发挥出应有的价值，使其成为真正重要
的精神文化聚集地，从而提升整个城市的文化建设。因此，
文物博物馆的管理体制的创新对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 

2  针对文物博物馆管理体制的现状，分析博物馆管
理中出现的问题 

2.1  技术力量薄弱 
博物馆是以专业技术为主体的业务部门，一方面，很

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不足以支撑文物工作的发
展需要，缺乏专业对口人员。比如，文物修复就需要专业
对口的技术人员才可以胜任这份工作。但是目前，各博物
馆招收到的历史文物修复专业的学生较少，加上工作枯
燥，质量要求高，造成很多人对于博物馆修复的工作兴趣
不是很高。就教育而言，高等学校学生普遍选择度也不高，
从而造成博物馆修复人员的技术工作出现人力资源短缺

的情况，这不仅会影响日常文物的保护工作，对文物的存
在质量、文物的“生命”价值都相应受到影响。博物馆针
对这种情况，加大创新人员管理制度，重新制定专业技术
人员的招聘和管理办法，提高社会大众对于文物博物馆的
关注力度，重视专业人才，重视人才培养，为人才创造良
好的工作环境，使专业人才心甘情愿投身于文物工作。 

2.2  资金利用不合理 
近年来，文物保护工作得到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

在报告中多次提到重视文化保护和文化传承，文化保护资
金相对保障。但是，很多地方只重视形象工程，对楼堂馆
所建设高端大气，忽视了对文物文化工作内涵的表达，以
至于陈列展览多年不更新，内容不创新，不重视文物保护，
文物保护不到位，文物损坏、盗窃事件时有发生。每年投
入大量资金，而资金使用不当，钱没有用在刀刃上，造成
资金的浪费和相应的短缺。资金管理也成为文物博物馆管
理的重要内容，而且资金的投入和利用方面也需要进行合
理的分配，从而确保博物馆工作的正常运转。近年来，博
物馆通过和社会的合作，吸引社会资金发展博物馆教育事
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种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给博物
馆带来了可观的效益。 

2.3  社会大众对于文物的保护意识较弱 
文物的保护是博物馆日常管理的工作内容，但是文物

的保护也面临着很多的难题，不仅反映在文物的修复以及
保存，社会各类人员在观赏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也给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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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难度。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人们
对于文物的好奇心是巨大的，所以说大家在观赏时难免会
通过触摸来对文物进行感知，但是这种情况容易造成文物
的损坏。人体的体温会造成文物上色彩的脱落，加速不同
文物的损坏程度，降低了文物的利用价值，对修复工作也
造成了巨大困难。所以说，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对博物馆
的管理体制进行创新，出台保障文物安全管理的措施，加

大对文物的保护力度，通过宣传和提高人们对文物的保护
意识，从而使社会大众认识到保护文物的重要性，切实改
变现状。 

3  对文物博物馆的管理体制创新中出现的问题提
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3.1  采取数字化的管理制度，对文物加大保护力 
度 

博物馆中文物的数量居多，管理方面就难免存在着一
些问题，采取数字化的管理方式，将数字化的观念落实到
工作中，将各种数字化工具的使用落实到管理工作的方方
面面，从而对管理工作进行创新。比如，可以采取讨论会
的方式，对数字化工具的可行性以及具体的实施措施进行
相应的探讨，使每个人都可以各抒己见，提出自己的建议
和看法，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来管理文物。现如今，文物
博物馆中不同时期的藏品，展示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代表
着不同时期的精神文化建设，存在历史越久远，则价值越
高，保存价值也更大，修复以及保存的难度也就更大。而
文物修复是修复文物的本来面目，不同文物的保护情况也
是不一样的，采取数字化的管理制度，将那些保护难度高，

利用价值大的文物采取数字化的方式进行投影，或者复
制、绘制出来进行展览，从而保证文物的安全，防止损坏，
使后世后代也可以观赏到文物的本来面目，还历史真相，
体会到它的真正价值。 

3.2  创新招聘人员制度，招收人才 
文物博物馆建设需要各类人才的加入，所以对于人才

水平的把握需要进行严格的把控，不仅是基于自身的职
责，也是对博物馆管理发展需要的重视。而对于专业技术

人员，专业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比如，专业的文物修复人
员拥有对于文物修复工作独到的认识和观点，对文物修复
工作的创新性意见，方能将文物保护工作落实到实处。再
而就是博物馆的宣教人员，则应该招募一些专业对口的大
学生，对于每一件文物都可以快速准确地讲述出来源以及
发展历程，可以对观赏人员进行最详细的介绍，从而使参
观者可以对某段历史或某件文物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吸引
观赏人员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真正达到文化传播的目
的。 

3.3  提高资源利用率，合理分配各类资源 
文物博物馆中存在着各种资源，不仅包括人力资源，

设备资源，场地资源，还有文物资源，发挥出各类资源的
价值，使每个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例如，人力资源就应

该做到人尽其才，发挥专长，避免用人唯亲，拉小圈子，
这都将困扰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文物博物馆的安全问
题是应该得到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安全措施需要有针对
性的安排，资源的利用也应该切实保障在重点部位和易受
损坏的文物上，使文物安全得到切实的保障。只有将有限
的资源的利用效率发挥到最大的价值，才可以使有限的资
源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出最大的功效。 

3.4  保障资金的投入和使用 
资金是博物馆开展业务活动最重要的保障。博物馆的

日常管理需要资金在各方面的投入，例如，博物馆建设的

投入；文物的征集、文物的修复、文物的鉴定以及在文物

保护场所中修建的各种保护设施都需要资金来进行维护。

文物具有易受潮、易腐蚀、易损坏的风险，不同的文物又

需要不同的保护措施，例如，文物的质地主要分为纺织品、

陶瓷器、竹木、石质、金属文物、纸质文物等，不同的材

质都需要相应的保护措施，所以场地的选择，恒湿、恒温

设备的介入，文物专柜的购置，文物摄影场所的特殊性都

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这些都需要扩展资金来源的渠道，

保证资金的合理利用。 
3.5  创新管理制度，落实行为追责 
针对大众对于文物保护意识较低的现状，博物馆管理

人员应该严格维护管理制度，进行制度创新。比如，博物

馆应加强技防和人防的有机结合。比如，很多博物馆为加

强安保力度都安装了摄像头，但对于观赏者的触摸行为或

人为破坏行为，需要管理人员的现场劝导和阻止方能达到

杜绝危害的效果。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应结合微笑服务，开

展讲解劝导工作，降低各种人力损坏现象出现的几率。博

物馆也可以针对这种情况，开展相应的宣传会，一方面是

对文物进行宣传和介绍，加大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可以介

绍观赏文物守则，提醒观众在遵守守则的基础上欣赏文

物。如果出现不服从管理制度的观众，必要时则需要采取

追责方法，针对文物的受损情况要求进行赔偿，以及在规

定时间之内，不允许出入规定的场地以示惩戒。通过创新

管理机制，采取这些管理措施，一定可以改变现状，寻求

突破，使博物馆的管理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4  结语 

文物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在城市建设中扮演着举足

轻重的角色，她不仅是一座城市的代表建筑，也是这个地

方精神文化建设的聚集地，博物馆所呈现的文化氛围不仅

可以提升人们的文化观念，加深人们对历史深刻的理解，

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但博物馆的建

设，需要社会大众的共同努力，才可以使博物馆的文化建

设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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