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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冠状病毒疫情的发展，在家看文物，“逛虚拟博物馆”成

为一个好选择，但是我国大多数博物馆并没有开展此项服务，除了资

金技术的限制外，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国博物馆计划经济体制限制

了此项服务的发展，缺乏发展动力而难以开展此项服务。长远可持续

的解决之道应是建立一个全国虚拟博物馆在线平台，采取类似网络电

视剧付费参观的方式，所得收益用以进一步推进虚拟博物馆的建设与

维护，此次疫应该教会中国博物馆界如何在特殊情况下依旧向大众提

供更好的网络博物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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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19 年年底我国冠状病毒疫情开始出现至今，各个博物馆采取了关闭措施，应对疫

情扩散，不少人也闷在家中，足不出户。虚拟博物馆成为在家看文物，“逛博物馆”的一个

好选择，发生后国家博物馆谷歌，各大博物馆也开始进行自己的数字化改革。故宫博物院开

发了《每日故宫》《韩熙载夜宴图》等 App，打开手机程序，随着手指触摸屏幕，时光一下

穿越到东晋时代的中国，舞者素腰轻摆，翩翩起舞，乐师横抱琵琶奏出曼妙丝竹之声。卢浮

宫也早早将镇馆之宝，达·芬奇创作的油画《蒙娜丽莎》放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不需要隔

着层层人群和厚厚的防弹玻璃踮脚张望，就可以数字高清格式查看这幅名作的各个局部，细

致入微的笔触，纤毫毕现[1]。博物馆在当下疫情扩散情况下仅仅关门大吉是不够的，在当下

环境下，如何能够进一步推进我国博物馆行业整体的虚拟博物馆建设是非常适宜的一个议

题，据统计中国已登记在册的文物点约有 35 万处，收藏于各类博物馆当中的文物达 1200
万件，每年还有大量的文物出土，但由于受到时间、空间以及保存条件、保护技术等诸多限

制，能够展出和提供研究的文物仅占极少部分，疫情之前虚拟博物馆在我国仅有几家大博物

馆开设此项服务，疫情发生后国家文物局提供了近 200 家网上博物馆服务，但是与我国博物

馆数量相比依然“九牛一毛”。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通过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网络技

术构筑虚拟博物馆，打破实体博物馆局限性，是大大的扩展博物馆的延伸空间，最大限度的

拓展博物馆功能，满足社会大众的多层次多方位需求的有效途径[2]，其积极意义与优势已得

到深入肯定[3]。

但是大多数中小博物馆并没有开展此项服务，即便开设了虚拟博物馆也遇到现状却差强

人意，陷入了虚拟呈现效果欠佳、网络访问率低的尴尬处境[4]。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小



博物馆的虚拟博物馆的建设？怎样推进虚拟博物馆的建设？这是本文要探讨的议题。

二、虚拟博物馆建设的阻碍因素

（一）表面原因：技术人员与资金的匮乏

从今天虚拟现实、VR 技术、多点触控技术、漫游系统的发展水平而言，虚拟博物馆在

技术层面上已不是问题[5]，在具体技术与博物馆结合的技术落地上，也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

经验和模式[6]，所以单纯从技术角度而言，虚拟博物馆的实现完全不是问题。

但是对于一般博物馆而言，博物馆自身是没有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去建设虚拟博物馆的，

所以建设虚拟博物馆一般采取委托外包形式去建设，而委托外包就需要专项资金的支持，对

于一般中小博物馆而言，仅仅依靠自身不多的运营经费去搞虚拟博物馆建设是完全没有这个

经济能力的，以贺州学院 2018 年虚拟语言博物馆建设项目为例，项目报价为 76.205478 万

元[7]，能够有此资质与技术的第三方企业也不多，价格自然不菲。如果没有上级部门的关注

与资金支持的话虚拟博物馆建设无异于是“天方夜谭”。

各博物馆虽设有信息资料部，其职责就是博物馆的信息化建设同步发展,为博物馆用户

提供数字化的智力支持。但是该部门的计算机信息技术能力完全无法为虚拟博物馆建设提供

多少支持，只能单方面接受外包方虚拟博物馆建设的事实，即便是后台维护工作也比较困难。

具体到我馆而言，我馆门户网站早已处于荒废状态，没有资金去外包维护，在我馆今年改制

为全额拨款单位后，可以想象，我馆信息化建设的资金将更加困难，我馆信息科技化建设将

进一步停滞。

（二）本质原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博物馆运营模式

1.科技惠民项目转化为虚拟博物馆建设的困难

上述仅仅是表面原因，根本的制度原因依旧是我国大多数博物馆依旧是在计划经济的

模式下运营的现状下所导致的，这也是很多已建成虚拟博物馆的单位其虚拟展馆重说教，不

接地气的原因。自 2013 年以来，国家科技惠民计划《博物馆公共安全管理与服务物联网技

术集成应用示范》已开始在各博物馆实施，其中包括智能导览、互动展示等与虚拟博物馆有

关的建设项目[8]，以我馆为例，我馆已有 3D 游览设备，并可以使用，如果把相关数据成果

与互联网相结合，将以低陈本的方式建成我馆虚拟博物馆，所以虚拟博物馆的建设完全可以

基于已有科技惠民项目建设成果基础上进行转化就可以实现的，对于中小博物馆而言如果从

零开始建设虚拟博物馆在资金上是不现实的，但是其实简单转化也可以低陈本的实现，那么

为何这一点也做不到呢？

就现实而言，已有的科技惠民工程大多数并没有投入实际使用，纳入博物馆内部管理之

中。这类工程依旧按照计划经济项目的方式运作，承包商建设、维护、通过上级单位的验收

就算是工程结束，至于是否实际投入使用并不在验收检查的范围内，一些博物馆担心使用过

程中出现损坏，而一旦损坏博物馆内部人员又无法维护。此外，项目验收注重外在设备，而

不注重虚拟信息的内容，完全没有参观者的反馈。即便这些科技惠民设备投入使用，但是还

是要求参观者去博物馆下载 APP，或者在博物馆实地体验虚拟设备，这与今天的虚拟体验精

神是相悖的，虚拟现实本来就是让虚拟体验者即便身在博物馆之外，也可以“参观、欣赏”

博物馆。

2.现实展馆比虚拟展馆更重要

虽然虚拟博物馆无法替代现实博物馆参观体验，但是其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在

当下疫情环境下。但是就我国博物馆而言，虚拟博物馆仅仅属于锦上添花的项目，对于我国

博物馆，虚拟博物馆的建设与博物馆级别无关，网上参观量、博物馆网页浏览量完全不算在

游客接待量中，无法体现业绩，也没有可能参评一年一度的“十大精品展”。

三、如何推进虚拟博物馆的建设

（一）现有体制内的解决方法



在我国博物馆现有体制下，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将虚拟博物馆建设纳入博物馆评

审与考核之中，儒一级博物馆必需有自己门户网站上的虚拟博物馆服务，并开展与“十大精

品展”类似的虚拟博物馆评审机制。但是前文提到，虚拟博物馆建设所需的费用如果都靠国

家拨款是不现实的，这还需要博物馆本身网络服务的提升以提供基础支持，这又是一笔项目

费用。单独的虚拟博物馆计划项目很难与博物馆现有的科技信息条件挂钩，也并非所有中小

博物馆都需要建设虚拟博物馆，虚拟博物馆普遍化建设将很可能产生巨大的浪费。即便普片

推广建设，其核心弊病仍旧是体制问题——虚拟博物馆能否吸引观众浏览参观，很可能与博

物馆已有的科技惠民工程一样，虽然建设了，但是形同虚设，仅仅作为项目任务或者评奖任

务，建设完、评审完就算工程结束，观众是否浏览观看并不重要，观众的反馈也不重要。

当然，如果考核进一步细化也可以把虚拟博物馆的参观浏览量纳入博物馆考核业绩之

中，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博物馆可以动员员工与亲友刷浏览量，来刷业绩，这仅仅

又落入了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的循环中，反而给博物馆工作人员添了不必要的工作负

担。所以这个解决路径不论是资金成本，还是实际均效果无法很好地给观众提供服务，与博

物馆的定位相悖。

（二）付费使用——全国虚拟博物馆在线平台的建设

基于虚拟博物馆建设的高陈本、专业性，以及后台维护的需要。在现行体制内最好的解

决方案是由国家文物局开设一个专门的虚拟博物馆网站，提供统一服务，用户可采取类似网

上视频的会员或付费观看的方式在网上参观虚拟博物馆，所得收入归国家文物局用于虚拟博

物馆的建设与网络维护。

这一路径解决了个中小博物馆自身难以建设虚拟博物馆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做到专款

专用，是可持续的运营方式，更重要的网上可以通过浏览量指标和付费量指标等大数据来评

判虚拟博物馆建设的好坏，以市场化的模式去汇集资源，良性、最终达到可持续的推进虚拟

博物馆的建设。

再次强调，博物馆虽然是非盈利机构，但是只要其盈利所得依旧用于博物馆公益事业就

是非盈利的，这有助于博物馆更好的发展为社会提供服务。

四、结论与讨论

随着冠状病毒疫情的发展，在家看文物，“逛虚拟博物馆”成为一个好选择，但是我国

大多数博物馆并没有开展此项服务，除了资金技术的限制外，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国博物

馆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此项服务的发展，缺乏发展动力而难以开展此项服务。长远可持续的

解决之道应是建立一个全国虚拟博物馆在线平台，采取类似网络电视剧付费参观的方式，所

得收益用以进一步推进虚拟博物馆的建设与维护。

2018 年，巴西国家博物馆的火灾给博物馆界的教训是进一步加强博物馆消防安全。当

下冠状病毒疫情，大多博物馆仅仅关门大吉，做好基本的文物安全工作，这就是中国博物馆

对疫情的回应吗？出行受限的国民在家里反而有更高的文化精神需求，实际参观游客的锐减

也是对博物馆文创产业的一个重大打击，近年来各地方博物馆逐渐成为所在城市的旅游景

点、甚至旅游名片，博物馆的关闭对地方旅游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希望这次疫

情能够教会中国的博物馆界，推进上档次，有规模，可持续的虚拟博物馆建设，推进中国博

物馆本就整体落后缺乏服务意识的网上服务。不再让每年很多精品的临展仅仅昙花一现，也

不再让沉睡于库房中的文物依旧沉默。

面对疫情，面对未来不确定的黑天鹅事件，面对其他可能会发生、影响博物馆所保存文

物蕴含文化传承的风险，中国博物馆界需要学会如何利用当代科技信息技术保存和弘扬博物

馆保存的珍宝。改变以往将虚拟博物馆视为非必需服务项目，推进虚拟博物馆建设是当下中

国博物馆人应对疫情最好的回应。

（原载于《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20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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