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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文化产业与博物馆文化产业刍议

——理论框架及发展建议

杨晓琳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100006

摘要：如今，博物馆与文化产业的联系愈加密切，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博物馆是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机构，发展文化产业是博

物馆履行“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途径。博物馆文化产业结构应包括博物馆内部展陈项目、外延型文化产品和服务、产业链相关的上下游文化

产品及服务等。当前，发展博物馆文化产业需要注重转变观念、建立柔性管理及运行机制、注重文化敬畏、利用区块链技术链接博物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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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文化产业本质的认识

什么是文化产业？当今时代为什么需要文化产

业？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当代价值何

在？回答上述问题首先需要厘清对文化产业本质的认

识。然而，在已经发表的相关论著、文献中，学术界

少有对此问题的讨论。从学理上研究和回答对文化产

业本质的认识，不仅能为科学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政

策，正确判断文化产业发展的道路选择提供理论支

撑，也是学术界的一种责任。本文将借鉴马克思《政

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相关论述及

工作实践，从三方面探讨对文化产业本质的认识。

第一，文化产业具有与其他产业形态完全不一样

的性质：对世界的解释与改造。马克思在《<政治经

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的头脑对世界有多种不同

的掌握方式，而“艺术的”掌握方式是与其他掌握方

式不同的“专有方式”。“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

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

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1]。在这里，

马克思提出了一种与理论的(哲学的、科学的)方式、

“宗教的”方式和“实践-精神的”方式有着本质区别

的“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而文化产业正是所有

这些精神“加工”生产体系的综合。它与其他产业形

态有不着同的性质，主要表现在对人的社会关系建构

上的差异。农业建构的是人与自然的社会关系；工业

建构的是人与资本的社会关系；而文化产业建构的是

人与社会的文化关系。文化产业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

精神生产与表达的载体系统，是以中介或桥梁形式发

挥作用的。人们通过它获得对设计的理解与把握，进行

着精神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精神产

品），进而完成对世界的解释、理解与改造。因而，

文化产业具有生命性，是一种属于真理实践的存在。

第二，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化”与“产业文化

化”的统一。一方面，文化产业具有产业经济学范畴

界定的以“文化”为底色的“产业性”，存在着以文

化商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消费为内容的经济活

动的闭环。这里的消费主要强调“信息（知识，咨

询）”及“体验（娱乐、审美）”的精神消费。另

外，文化产业创造的价值更多是“符号价值”，能够

知识产权化，可以成为品牌，并通过授权的形式产出

经济价值，同其他产业一样，实现规模效益。另一方

面，文化产业又强调“运用文化、创意元素为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