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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教育价值和史料价值等。博物馆收藏的文物有的

具有较高财务价值，而有的财务价值并不大，但其所

承载的信息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历史发

展的重要见证物，蕴含着科学精神、思维方式和创造

力，因此，它们是对现代人类发展具有启迪作用、对全

社会有深刻教育意义的特殊资产。例如，成立于1986年

的中国农业博物馆，几十年来收藏了大量农具、农业历

史见证物等文物展品。这些文物展品不仅具有农业方面

的历史和科学价值，而且通过陈列展览，成为全社会

爱国主义教育、科普教育的生动教材。

　　　

二、博物馆文物资产管理最终目标

是实现文物综合价值

博物馆文物资产是社会特殊资产。因此，其管理

的最终目标不是对文物本体实现财务上的“保值增

值”，而是使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

值、纪念价值、教育价值和史料价值等综合价值得到

充分实现。

《文物保护法》“总则”“第一条”就提出了制

定《文物保护法》的意义是“为了加强对文物的保

护，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

究工作，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文物保护法》第四十条

规定：文物收藏单位应当充分发挥馆藏文物的作用，

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加强对中华民族优

秀的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的宣传教育。《博物馆条

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博物馆应当发挥藏品优势，开

展相关专业领域的理论及应用研究，提高业务水平，

促进专业人才的成长。博物馆学专家宋向光曾在《物

与识——当代中国博物馆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

“社会要求博物馆利用藏品去完成社会赋予博物馆的

任务，博物馆必须加强、充实和完善收藏，必须深入

研究和揭示藏品所携带的社会文化信息，必须根据社会

发展状况拓展藏品的用途。[4]”

2019年10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

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了16项任务，其中一

项是“健全文物保护机制，坚守文物安全底线，要在

文物资源资产管理等方面实现突破”。显然，这是鼓

励文物资源管理部门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让文物活

起来”，让文物管理部门更大胆地改革管理体制，达

成文物管理目标。

文物管理的各种方法、工具、手段的终极目标都

是为了追求文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立足博物馆

实际，尽最大可能实现文物资源的有效价值。

　　　

三、推进文物征集和保管的科学化

与信息化是博物馆文物管理当务之急

博物馆要实现文物综合价值，必须做好从文物征

集到使用各个环节的工作，其中文物征集和保管是其

他业务工作的基础。

博物馆对文物征集途径和渠道有明确要求，《博

物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博物馆可以通过购买、

接受捐赠、依法交换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方式取

得藏品，不得获取来源不明或者来源不合法的藏品。

多数国有博物馆对文物征集的范围和界限也有明确的

规定，如行业博物馆主要征集与行业相关的文物，专

题博物馆主要征集与所涉专题相关的文物，这些规定

确保了博物馆馆藏文物来源的合法性和所征文物种类

的合理性。但也有一些博物馆利用正确的征集“渠

道”做着错误的事情，如不根据博物馆性质、特点进

行征集，所征文物与本馆性质、职能和任务相脱节，

与陈列展览相脱节。有些博物馆文物征集种类庞杂，

系列化程度不高，文物综合价值难以体现，陈列展览

方面的利用价值低。同时，一些行业或专题博物馆内

不同的人对于文物是否该征集有不同的理解，存在较

大争议，在征集实践中，难以使资金用到最佳处。因

此，博物馆应加强文物征集管理，明确征集范围，制

定规范可行的征集方案和计划，使有限的资金发挥应

有的作用。

国有行业博物馆普遍实行文物藏品保管和财务固

定资产核算双重体制管理，征集的文物一般由职能部

门如藏品部或保管部保管，同时由博物馆国有资产管

理部门或财务部门监管。文物保管部门依据1986年原

文化部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管理文物，在

接收、鉴定、登帐、编目、建档等各个环节要做到：

制度健全、帐目清楚、鉴定确切、编目详明、保管妥

善、查用方便。《博物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博

物馆对收藏的文物须区分等级，设置藏品档案，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