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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说

本报记者 崔小明

昨天，开业不到半年的宁海东方艺

术博物馆迎来了她的第 3026 名游客。

这 家 总 投 资 9198 万 元 、 占 地 面 积 35

亩、建筑面积 1.32 万平方米的博物馆，

其体量之大，在我市 45 家非国有博物

馆中独占鳌头。近几年，我市的非国有

博物馆在经历高歌猛进的发展后，规模

普遍紧缩，少数已关门歇业。基本没有

造血功能的非国有博物馆面临哪些发展

问题？如何找寻生存之道？国家文物局

刚出台的推动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

见，将给宁波的非国有博物馆带来哪些

机遇？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调查。

非国有博物馆如何从“私藏”走向“共享”

尽管国家文物局出台的《关于
进一步推动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
见》，在很多领域有重大突破，以
至于业界欢呼“春天来了”。但陈
明伟认为，宁波的非国有博物馆要
拥抱“春天”，还需要在体制机制
方面迈出更大步伐。

陈明伟说，非国有博物馆不管

是依靠产业支撑，还是政府补助
生存，都不是长久之计。社会办
博物馆是大势所趋，非国有博物
馆要由“私人收藏”走向“社会
共享”，就要按照 《非国有博物馆
章程示范文本》，建立健全以理事
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切实
发挥理事会在博物馆运营中的主

要作用。陈明伟认为，兴办非国
有博物馆不能仅凭一腔热血，要
有长远的规划和打算，尤其要考
虑建成后的可持续运营问题。陈
明伟还建议，要积极推进国有博
物 馆 对 口 帮 扶 非 国 有 博 物 馆 工
作，在展览策划、社会教育、开
放服务等方面对非国有博物馆给

予专业指导和技术扶持。
闻长庆说，要坚持国有博物

馆和非国有博物馆一视同仁，明
确非国有博物馆比照国有博物馆
享 受 公 益 性 事 业 单 位 土 地 、 税
收、规费等方面的优惠待遇，用
电、用水、用气价格执行当地居
民标准，帮助非国有博物馆降低
运营成本。

我市文博专家徐建成认为，非
国有博物馆要健康发展，必须与当
地的文化土壤相适应，充分考虑当
地的文化底蕴、政策配套、人文环境
等，同时要与产业相融合，依靠产业
而建，这样反过来能促进产业发展。

非国有博物馆如何拥抱“春天”

需要在体制机制上迈出更大步伐

即使在盛夏酷暑，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紫林坊艺术馆馆长陈明伟
仍然没有让自己歇下来。“暑假是
游客参观的高峰期，每天都有不
少学生前来，好几个展览正在策
划布置。”陈明伟目前担任着市民
办 博 物 馆 协 会 会 长 一 职 。 他 介
绍，上世纪 90 年代，我市陆续出
现了一批非国有博物馆，不过那
个 年 代 的 非 国 有 博 物 馆 规 模 较
小，藏品也不多。进入本世纪，
随着民营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非国有博物馆的发展也进入黄金
期。不少民营企业积累了一定的
财富，投资博物馆的意愿十分强
烈。这时，鄞州区在全国率先出
台促进民办博物馆 （后通称为非
国有博物馆） 发展的政策，为非
国 有 博 物 馆 的 发 展 添 了 一 把 柴
火。记者在鄞州区文广新局了解
到 ， 这 个 政 策 出 台 于 2008 年 7
月 。 该 意 见 规 定 ， 建 筑 面 积 在
1000 平方米以上的博物馆，投资
额 度 在 每 平 方 米 4000 元 及 以 上

的，由区财政予以 500 元/平方米
的一次性补助；投资额度不足该
标准的，区财政予以 300 元/平方
米的一次性补助；最高补助额度
为 400万元。

陈明伟说，紫林坊艺术馆是
最早享受这一政策“红利”的博物
馆之一，当年曾获得 60 万元的贴
息补助。此后，企业家、收藏家、非
遗传承人、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人
士纷纷开办博物馆。短短几年，鄞州
区先后建成民办博物馆 23家。在鄞

州区的带动下，我市非国有博物馆
迅速发展。2013 年前后，我市出台
了多项政策，支持非国有博物馆发
展，慈溪、余姚、宁海、象山等地非国
有博物馆发展迅速，数量最多时达
48 家，占全省的近二分之一，总建
筑面积16万平方米（平均每家3000
余平方米），藏品总量超过 5 万件，
布展馆藏品的投资额超过 20亿元，
门类涉及青瓷、传统工艺、美术、
非遗、书画艺术、综合民俗以及石
刻、地质宝石等。

市文广新局文博处有关人员告
诉记者，我市的非国有博物馆是国
有博物馆的有效补充，在传承地域
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成为公共文化服务领
域的一道靓丽风景，每年前往参观
的人数在100万人次以上。

数量最多时达48家

我市非国有博物馆占全省半壁江山

非国有博物馆定性为非营利组
织，场馆绝大多数免费开放，平时
以展陈展览和文化科研为主营业
务，自身几乎没有营利能力。非国
有博物馆靠什么生存？市民办博物
馆协会会长陈明伟告诉记者，以博
物馆后面的产业支撑为主，政府补
助为辅，其他收入为补充。

以紫林坊艺术馆为例，每年的
水、电、人工、房屋维修等运营
经费大概要 100 万元，作为非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骨 木 镶 嵌 的 传 承 基
地，他每年要从其他产业中拿出
六七十万元用于艺术馆的运营，
十年中已贴进去几百万元。好在
他的产业运营良好，没有很大的
压力。慈溪中立古陶瓷博物馆负

责人闻长庆告诉记者，他的博物
馆建筑面积 1100 平方米，虽然是
自己的物业，但如果用于出租，
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如果仔细算
账的话，每年房租就要投入约 50
万元。闻长庆说，成立十年来博
物馆组织了 6 次越窑秘色瓷学术
研讨会，每次费用都在四五十万
元，再加上日常运营中的人工、
物 业 、 交 流 接 待 以 及 出 版 论 文
集、宣传册、制作影像资料、对
外展览等费用，总计贴进去的钱
超过 1000 万元。闻长庆说，原来
他的中立集团有限公司效益还不
错，贴得起，但现在也感到有些吃
力了。

据了解，目前运营比较正常的

非国有博物馆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
产业在支撑。鄞州黄古林草编博物
馆由宁波黄古林工艺品有限公司全
额投资建设，不仅免费向观众开
放，更成为“馆产融合”的典范。
象山张德和的德和根艺美术馆，宁
海何晓道的十里红妆博物馆、黄才
良的东方艺术博物馆，海曙的王升
大博物馆，都有相关产业作为强大
后盾。

此外，政府补助也是非国有博
物馆的重要经济来源。鄞州文广新
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鄞州区
2008 年出台的鼓励促进民办博物
馆发展的意见明确规定，对免费
博物馆按参观人数、展览次数等
予以经费补助，每张门票补贴 10

元；博物馆组织展览展陈活动，
根据规模大小，每场补助 2 万元
至 10 万元不等。陈明伟说，紫林
坊艺术馆每年可以获得财政补助
约 30 万元，有效缓解了运营的资
金压力。

据市文广新局文博处有关人员
介绍，2014 年 12 月 21 日，我市出
台民办博物馆专项扶持资金管理办
法，对非国有博物馆开展星级创建
工作，其中一星级非国有博物馆补
助 10 万元，二星级非国有博物馆
补助 20 万元，三星级非国有博物
馆补助30万元。三年来，共评级3
次，发放补助资金360万元，19家
非国有博物馆获得资助。

另 有 部 分 非 国 有 博 物 馆 走
“馆旅融合”的道路，这些博物馆
设在景区，与景区融为一体，相
得益彰，在景区的整体营销中获
得一部分收益，比如前童民俗博
物馆、奉化滕头石窗博物馆等。
也有些博物馆或开发文创产品，
或承办政府的展览展陈活动，以
获得一些利润。

非国有博物馆的生存之道

产业支撑为主，政府补助为辅

近几年，受经济大环境的影
响，我市非国有博物馆虽然总体上
发展稳定，但也有几家因种种原因
关门歇业，部分博物馆馆舍面积在
收缩，大多数非国有博物馆面临

“成长的烦恼”。
首先是发展不均衡问题。鄞州

区从场馆建设的补助到运营补助都
有相关政策，而且落实到位，其他
地区政策扶持力度则没有那么大。

这些天，宁波知青博物馆馆长叶亦
通心里很着急，该馆早已入不敷
出。据了解，知青博物馆位于海曙
区横街镇，成立于 2009 年，面积
3000 多平方米，藏品 5000 多件。
叶亦通说，此前该馆的行政管辖权
属鄞州区，每年获得的各项补助，
能勉强维持博物馆运营。行政区划
调整后，海曙区还在研究相关政
策，补助资金没有到位，博物馆面

临“断供”，于是陷入窘境。据了
解，海曙区还有 7家非国有博物馆
与知青博物馆面临同样问题。此
外，受资金链断裂影响，慈溪已有
一家非国有博物馆关门，另有一家
博物馆因主办人没有时间和精力顾
及也被注销。

其次，非国有博物馆的发展呈
两极分化现象。脱胎于塑像馆的
宁海东方艺术馆面积达 1.32 万平

方米，设计精美，技术先进，馆
藏丰富，达到国内博物馆的一流
水准。紫林坊艺术馆也在不断调
整展厅格局，提升馆藏质量。但
记者同时了解到，有些收藏爱好
者开设的博物馆没有展馆，甚至
连展厅都没有，藏品也不多，名
存实亡，每年只在年检时才会去
刷一下“存在感”。

再有，从体制机制和管理规范
的角度看也有不少问题。约80%的
非国有博物馆没有成立理事会，大
多数非国有博物馆财务管理不够规
范，多数馆展览以基本陈列为主，
粗放简陋，有些馆展示的往往是图
片，陈列体系尚未很好建立。很多
馆受到经费等方面的掣肘，无法做
到陈列展览的及时更新。

部分博物馆馆舍面积在收缩

非国有博物馆面临“成长的烦恼”

宁海东方艺术博物馆外景。（顾晴濛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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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十里红妆博物馆内部陈设。 （何晓道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