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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一级博物馆评估体系看博物馆质量提升

朱 莉 

    2008年国家文物局启动实施了国家一级博物馆定级评估工作。全国首批83家一级博物馆拥有全国40.65%的文物藏品、52.56%的一级文物、31.92%的课题项目以及41.94%

的论文发表量。 

    了持续发挥定级评估工作的积极作用，引导和推动我国一级博物馆更好、更快发展，2010年国家文物局又针对国家一级博物馆2008年度和2009年度的运行状况组织开展

了评估跟踪。其依据是国家文物局组织制定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规则（试行）》和《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规则指标体系（试行）》。通过定性评估、定量评估

和抽查复核等评估程序，最终形成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报告（2008—2009年度）》于2011年6月发布。 

    从《指标体系》看影响博物馆质量的主要因素 

    运行评估工作主要涉及藏品管理、科学研究、陈列展览与社会教育、公共关系与服务、博物馆管理与发展建设等五个方面内容。评估包括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定性评

估是对国家一级博物馆藏品管理水平、科学成果价值、陈列展览质量、社会教育效果、公共关系和服务质量、人才队伍素质和博物馆管理水平的综合判断；定量评估是对一

级博物馆的藏品征集、科研成果、临时展览、教育项目以及人才培养等可以量化的指标进行统计的数据核查。指标体系中目前定性与定量权重比为7:3。 

   1.定性评估指标项目及权重分析 

    一级指标分析。一级指标项目排在前三位的是陈列展览与社会教育、藏品管理、科学研究，它们的权重分别为35%、20%、20%，说明陈列展览与社会教育、藏品管理、科

学研究在整个评估指标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三者是博物馆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指标体系》将过去人们常常分为两项工作的陈列展览与社会教育合并为一个项目内容并给予了最大的权重。这既突出了陈列展览与社会教育在博物馆工

作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二者之间紧密关联。它们共同肩负着展示历史文脉、开阔观众视野、传承文化遗产的直接的重任。 

   公共关系与服务、博物馆管理与发展建设在一级指标项目中的权重分别为15%和10%。重视和加强公共关系与服务，是为了更好地践行“为社会及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

把塑造博物馆良好公众形象、深度挖掘博物馆资源为目的而组织策划的一系列宣传活动纳入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范畴，有着特别意义。它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博物事业发

展的更高需求，导向性地说明博物馆要加快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从“馆舍天地”迈入“大千世界”，需要开展有效的宣传推广活动，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重视博物

馆之友，积极促进多方合作，广泛与公众沟通。围绕着公众服务工作，开展文化产品研发，重视市场营销，拓展和延伸文化传播功能，实现观众“把博物馆文化带回家”的

美好愿望。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快速发展与变革，博物馆事业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加责权明晰的管理体制、规范高效的管理机制和优化合理的人才战略。为提升博

物馆科学管理水平，将博物馆管理与发展建设列入一级指标项目，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级指标分析。一级指标项目下设有16个二级指标，它们基本涵盖了博物馆主要业务工作，也是运行评估的重要考核内容。代表性原创临时展览、代表性研究成果、教

育项目分别以15%、12%、10%的权重列为前三名。如前所述，一级博物馆拥有大量的博物馆资源配置，每个馆都有着相对稳定、成熟的基本陈列。举办临时展览已成为当前各

博物馆的日常性业务工作。如何创新博物馆文化传播内容，举办深受群众喜爱、具有专业知识性和观赏性的展览，原创性临展是一个突破口。一个成功的原创性临展，应该

是建立在对本馆文物资源的深入研究和整合、对社会关注热点的深入调查和分析、展陈内容与方式的深入探讨和设计、教育项目的深入策划和组织以及相关文化产品的深入

创意和营销等基础上的。提倡临展的原创性，就是鼓励创新，就是倡导博物馆在加强馆际交流与合作的同时，更多地要内省，要关注自我，重视本馆的业务研究和文物资源

利用，开创自己的文化品牌。由此，代表性原创临时展览无可争议地列为二级指标项目中最高权重。 

    2.定量评估指标项目及权重分析 

    通过定量评估的数据分析比较，可发现影响博物馆质量的关键因素。一级指标项目中，展览与教育以35%的权重排列第一。从其考察要点及所给予的基础分值看，省部级

以上获奖陈列展览及专题讲座、论坛以最高的基础分和最高的指标权重成为定量评估的重要考察要点。展览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既是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对陈列展览的肯

定和认可，也是博物馆将文化遗产资源回馈社会的一份满意答卷；专题讲座及论坛以较高的基础分值和权重位居第二，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它提示博物馆在开展社会教育项

目中，要注意积极延伸社会教育渠道，围绕展览和文物资源做文章，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面向大众的专题讲座、面向专业人员的学术论坛。科学研究及其二级指标项目均将

关注点锁定在省部级以上获奖成果、承办国际性学术会议两项内容，这对于博物馆来说是非常高的标准要求。能够在这两个考察要点上得分，博物馆必须具备扎实的研究基

础、良好的科研条件以及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从《指标体系》与《评估报告》的对比分析制约博物馆质量的主要因素 

    得分率是指某指标项上的有效得分与该指标项总分间的比值。得分率越高，说明该指标项完成情况越好。权重亦同此理，权重越高，说明该指标在整体评价中重要程度

越高。为了便于发现问题、理清思路，这里将《评估报告》中提供的2008—2009年定性指标平均得分率与《指标体系》所给予的项目权重并列表中，以期获得真实、直观的

分析结果。 

    对比该表发现，权重与得分率之间存在奇妙的关系。如果二者成正比，指标项目会表现出斐然的成绩，譬如在博物馆运行评估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陈列展览与社会教育，

取得了75%的得分率。这是博物馆运行评估工作中的一大亮点，是对近年来博物馆免费开放工作的肯定；如果二者成反比，指标项目则会出现令人担忧的结果，譬如科学研

究，它的平均得分率仅为43%。其二级指标“代表性研究成果”更高达12%的权重，却只有28%的得分率，这是一个严重的警示。如同《评估报告》所言，“科研工作的淡化，



势必造成藏品诠释和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的脱节”。 

    从该表的对比分析，我们需要客观地认识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要从已取得的成绩中发现不足。一级指标“陈列展览与社会教育”、“博物馆管理与发展建设”分别取得了75%和73%的高得分率，表现出它们强劲的发展势头，令

人可喜。但是它们的二级指标中，权重达15%的代表性原创临时展览只有67%的得分率，二级指标“人才培养”仅为60%。因此，在面对成绩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充

分意识到创新能力和人才建设的不足已成为影响博物馆质量提升的因素之一。 

    二是要从薄弱项目中寻求出路。代表性研究成果、博物馆网站、藏品保护这三个指标项目得分率分别为28%、51%、57%，是所有二级指标项目中成绩最差的。加大科研投

入，努力提高科研水平，重视新技术的运用，不断拓展传播方式，加强文物预防性保护与专业人才培养，是摆脱目前困境的有效途径。 

    三是要从低迷徘徊中选择突破口。藏品管理、公共关系与服务这两个一级指标得分率不高，只有64%和60%。藏品征集工作一直被认为是博物馆难以克服的瓶颈，公众服

务工作长期以来不太受重视。面对这种现状，每一位文物工作者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遗产始终是博物馆的价值核心，是博物馆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藏品收集需要更

新观念，拓宽征集渠道。提升博物馆的社会服务能力，需要融入社会、贴近民生，重视文化产品的研发和营销。 

结  语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提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命题，一直被认为是古代朴素整体观最有价值的遗产。将其运用到现代博物馆事业发展，尤其是国家一级博物

馆的发展与建设中，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在博物馆事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藏品管理、科学研究，还是陈列展览与社会教育、公共关系与服务、博物馆管理与发展建设，虽

然它们的权重比不同，业务特征各异，但都是博物馆业务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是整体的，是系统的，而不是“单打一”的。当它们各个部分都能以高效、合

理、有序的结构形式规范运作时，博物馆事业这个整体就具有了全新的系统整体功能，一种科学、良性的综合效应就能逐渐显现。 

    分析和总结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建设中的得与失，调整各项业务工作的结构形态和工作侧重点，进一步廓清影响博物馆建设和发展质量的制约因素，寻找科学合理

的解决方法，准确把握工作重心及发展方向，有助于提升博物馆整体运营水平，实现博物馆质量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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