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驱动力的今

天，一个国家的公民科学素质在国家现代化进程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普场馆作为面向

公民进行科普教育的主要场所，是提高公民科学

素质的基础性工程，因此科普场馆的运行对国家

的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科普场馆的运行机制就是指科普场馆构成要

素之间动态的连接和作用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科

普场馆功能的实现方式。从内部环境看，运行机

制是科普场馆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方式；从内部

与外部的关系看，运行机制又体现为科普场馆与

外部组织的竞争、交流和协作。因此，一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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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旧金山探索馆 2005-2006财年经费 渊美元冤 来源结构

资料来源：Exploratorium Annual Report 2005，Annual Report 2006

言，科普场馆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管理体制、

运行经费筹措机制、资源共享机制、人才使用

机制、评估监督制度等。

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普场馆的运行机制

的因素很多，如经济条件、社会结构、历史文

化背景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澳

大利亚、日本、欧盟各国的科普场馆，其运营

管理通常都有一套完善的体制和机制，有值得

我国借鉴的做法和成功经验。由于篇幅有限，

本文重点关注运行经费筹措机制和评估监督制

度这两方面。

1 运行经费筹措机制
科普场馆的持续发展，需要长期而稳定的

资金注入，场馆的日常运行、人员工资、科普

活动开支和购买展品，都建立在有充足资金保

障的基础之上。

一些发达国家科普场馆都有比较多元的经

费来源结构，首先是各级政府重视科普场馆的

建设，进行适量投入；与此同时，政府恪守

“费用分担”原则，鼓励科普场馆根据自身的性

质从企业、民间基金会、公益性基金会等其他

社会渠道争取其余所需经费，这样做的目的是

希望以政府的支持为催化剂，吸引更多的社会

力量共同支持科普事业。例如：美国的自然科

学基金会 （NSF） 声明，它仅为科普场馆开展的

科普项目和科普活动提供部分经费，支持强度

视项目和活动的范围及性质而定，其余经费由

项目机构从其他渠道获取。由此逐步建立起了

科普场馆、科技团体等积极参与，企业、基金

会出资赞助的科普经费来源结构。

1.1政府经费是主要保障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公立科普场馆的

建设和运营经费主要是由政府出资。在美国，

政府依据科普场馆的不同性质，在经费上予以

不同程度的支持。总体来看，几乎所有的公立

科学博物馆都直接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以旧

金山探索馆 （Exploratorium） 为例，目前每年的

运行经费在 2 800 万美元左右，其中有将近一

半的经费来自政府拨款或政府合约 （图 1）。

政府拨款以及私人捐助和博物馆经营收入

这两部分经费的用途是有严格区分的：政府拨

款部分用于保护藏品、支持基础研究、日常运

作管理等，也即政府经费必须保证科普场馆的

公益性质，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不能用于其他

带有风险的或创收性的投资；私人捐赠和博物

馆经营收入部分可用于发展项目、增加藏品、

改善设施等，也即可以用于壮大发展的各方面。

在英国，科普场馆从立法和资金保障两方

面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英国政府不仅斥巨资

建立科普场馆，而且每年为科普场馆的日常运行

划拨大量经费。例如：伦敦科学博物馆每年的运

行经费约 1 700 万英镑，加上两个连锁馆达到

2 300 多万英镑，其中 85%以上由英国政府拨

款；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每年的运行经费

为 200 万英镑，其中的 80%由国家拨款[1]。

澳大利亚各级政府把科技馆建设列入了政府

投入的议事日程，政府财政除了在兴建科技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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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拨款支持外，还每年拨专款维持科技馆的正

常运行。澳大利亚国家科技中心 （Questacon）

最近几年的收入在 1 700 万 ~2 000 万美元之间，

政府财政始终稳定在 59%左右，其余主要

依靠企业赞助和业务收入[2 ]。 动力 博 物 馆

（Powerhouse Museum） 在兴建时州政府拨款

9 000 万澳元，近几年每年预算活动经费的 65%

以上都是来自州政府的经常性财政[3]。

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 2005 年度总运行费用

是 36 亿日元，其中政府划拨的运行经费是 34

亿日元，门票等各种收入总共 2 亿日元，政府

拨款占了 94.4%[4]。

政府经费虽然是一笔稳定的保障，但除了

极少数国立科普场馆能够得到充足资金以外，

大多数场馆 （特别是由企业或者其他组织成立

的科普场馆） 需要从其他渠道获得支持。对于

私立科普场馆，政府很少或者没有给予直接的

经费补助，而是允许科普场馆在非营利性前提

下，向社会融资和对外募捐。

1.2 社会融资是稳定收入

利用国家公益事业彩票基金是发展科普事

业的一条很好途径。例如：英国议会建立的国家

彩票基金会支持了众多的科技馆项目。该基金会

拿出 600 万英镑支持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更新地

学展览；提供 4 100 万英镑支持布里斯托探索馆

办展览；与韦尔科姆基金会共同出资 4 550 万英

镑在伦敦科学博物馆建设韦尔科姆副馆等[1]。

在美国，公立科普场馆的定位是免费向公

众提供科普服务，因而其自身商业经营的范围

和收入都受到限制，收入不能超过博物馆经费

的 2.2%~11.1%；但是私立的科普场馆，如各类

企业兴建的科技馆，虽然也定位为公益性组织，

但其自身经营收入可以占到博物馆经费的 14%~

49.5%[2]， 可见经营收入对博物馆尤其是私立博

物馆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

对科普场馆而言，其经营收入主要有两大

部分。

一是门票销售，特别是对企业兴办的科普

场馆而言，政府给予的资金比较少，因而很多

国家都允许企业在不超出公众的支付能力的前

提下收取门票，在一定程度上补贴运行费用。

日本丰田汽车馆和瑞典沃尔沃汽车博物馆都采

表 1 日本丰田汽车馆的门票价格 渊含税冤 单位：日元

取了分类型的门票制度。 （表 1、表 2）

二是衍生服务项目，如特色纪念品商店、

餐饮部、图书室、相关游乐场所等，特别是开

发富有本馆特色的工艺品、旅游纪念品，这类

产品通常产生较高的附加值，远远超过门票销

售。日本丰田汽车馆有汽车主题餐厅、咖啡长

廊、商店、儿童图书室、网吧、多功能会议室、

汽车儿童乐园等配套设施，从而实现一馆之内

吃、喝、玩、乐、购、学的功能整合。

表 2 瑞典沃尔沃汽车博物馆门票价格 单位：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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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对外募捐是重要形式

除了等待社会各方面的资助之外，政府也

鼓励科普场馆积极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进

行各种对外募捐活动。在这一方面应该承认，

政府建立的科普场馆的压力比私立场馆轻一些，

筹款途径似乎也多一些。

在英国，企业及个人赞助科普场馆相当

踊跃。因为一方面英国法律规定，个人赞助

公益事业，只要不超过税前总收入的一定比

例，就可享受减免税收的待遇。另一方面，

科普场馆在成长理念上很重视赞助商发展计

划，通过对目标赞助商的需求分析，因人制

宜地推出各种赞助方式，从而不断争取到新

的赞助商。

例如，伦敦科学博物馆推出了“与我们做

生意” （Do Business With Us） 的模式。该模式

主要包括三种形式： （1） 品牌授权 （Brand Li-

censing），即在市场上出售的各类科普产品，如

果印上科学馆的标识，则要付给科学馆一定的

品牌使用费； （2） 给企业和私人活动提供场地

及餐饮服务，也即向企业和个人有偿提供科学

馆的会议室及特色场所的使用服务； （3） 公司

伙伴关系计划，科学馆是从 1991 年起设立，鼓

励企业向本馆捐款。鉴于企业向科学馆捐款的

目的和需求不同，科学馆设立了“赞助商、合

作伙伴、会员”三种不同级别的伙伴关系，每

一种伙伴关系对应不同的义务和优惠待遇，总

有一个适合企业的需求。所有的合作伙伴都可

以获得一定数额的免费套票、在科学馆举办活

动时可以享受折扣优惠。如果是合作伙伴或者会

员级别的企业，科学馆还可以不定期地为它们举

办专场科学展览、家庭科普日等活动。此外，科

学馆还在其网页和宣传手册上公布近期需要更新

的科普展品以及开展的活动项目，让公众和企业

知道哪些项目需要资助以及怎么资助。

2 在评估监督制度方面
对科普场馆而言，建设固然重要，但建设

之后如何可持续发展更是值得思考。对政府主

管部门而言，划拨充足的经费固然重要，它能

保证场馆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但如何优化场馆

的公共服务功能、提高经费的使用绩效呢？这

就需要对场馆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美国博物

馆协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 有一

套场馆评估的方法和流程，充分体现出“重管

理”和“重绩效”的特色。

2.1 规范的场馆认证

1971 年美国博物馆协会就开展了第一批科

普场馆认证，认证的目的就是检验科普场馆是

否优秀、是否专业化，以及是否能够持续完善

机构的运行。经过 30 多年的不断改进，它形成

了一套比较成熟和规范的认证参与原则、认证的

核心问题、认证的具体考察点、认证流程。(表 3)

经过认证的科普场馆，不仅对自身的运行管理

有了更明晰的认识，而且在政府、主管部门、

公众、场馆面前也树立起了专业形象，从而争

取到更多的发展资源。

针对小型博物馆在展览内容、运行经费和

组织管理上的特殊情况，美国还专门出版了

“小博物馆与认证Ⅱ：小博物馆档案”的光盘，

介绍了各种类型和结构的博物馆如何应对认证

标准。可以免费索取光盘，而且小博物馆还可

以免费申请进行认证。

2.2多维度的场馆评估

科普场馆不仅明确划定岗位职责、确定目

标任务、分解各项工作任务；而且制定了全员

绩效考核办法，对履行岗位职责、完成目标任

务情况进行量化评估。在美国，对科普场馆的

评估是分类型和多维度的，有宏观的关于机构

的评估，也有微观的关于藏品的评估；有外围

的关于观众的评估，也有内部的关于管理的评

估。 （表 4）

有评估必然有奖励。美国设有“南希 - 汉

克斯奖金” （Nancy Hanks Award），专门奖励

那些在领导和服务科学馆中有突出贡献的年轻

工作人员。博物馆协会成立“布鲁金论文奖”

（AAM’s Brooking Paper），是每年一度的关于

博物馆运行创新的工作论文奖。还有“博物馆

协会多元性奖学金” （The 2007 AAM Diversity

Fellowships），奖励那些在保持科学馆多元文

化特色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科学馆工作人员和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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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美国博物馆协会的认证项目

表 4 美国科学博物馆的评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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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中国科普场馆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九五”时期以来，我国开始逐步加强科普

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建立起了以国家综合性

科普场馆———中国科学技术馆为引领，以一批

专题性科技场馆为主干，以众多基础性科普教

育基地为辅助的多元化、多类别的科普基础设

施网络。

《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在加

强科学普及和创新文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中提

到“形成多渠道、多元化兴办科普的局面，建

成一批高水平的大中型科普场馆，促进科学技

术普及有较大发展……”这对我国的科普场馆

的建设目标和运行绩效提出了新的要求。

纵观我国科普场馆的运行，成绩是斐然的，

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在经费来源结构方面，

主要表现为运营经费缺乏保障、资金筹措机制

不完善；在绩效评估方面，主要表现为评估监

督制度尚未建立，科普场馆难以实现持续稳定

发展。

以我们前不久对上海 17 家专题性科技馆①

调查的数据为例 （图 2、表 5），可以发现，上

海科普场馆运行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政

府资助、主管单位拨款和门票收入 （占经费总

额 98%以上）；而社会团体、个人的捐助以及其

他收入所占的比例很低 （占 1.24%）。虽然各级

政府为科普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但有限的政府

投资只是杯水车薪，展品更新的费用无从谈起，

新的科普活动无法开展，科普人员素质无法提

高，导致了许多场馆的参观人数不多，难以发

挥其最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效应。

表 5 上海 17家专题性科技馆经费来源结构 渊2006冤

在科普场馆的评估监督方面，上海市科委

虽已出台了科普场馆建设标准、场馆立项标准

等方面的文件材料，但从整体上看，对科普场

馆项目，还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估监督办法，

特别是对科普场馆的运行管理绩效缺乏科学合

理的评估方法和方案，从而导致许多场馆“重

建设、轻管理”、“重过程、轻绩效”，有的甚

至“只建场馆，不见科普”。

上海的科普工作在我国处于领先地位。上

海市政府一直重视科普活动，2004 年，市政府

在全国首次把提升和改造 10 家科普教育基地列

入政府实事工程；2006 年发布的 《上海科普事

业“十一五”规划纲要》 又对科普场馆的建设

和管理提出了具体目标。可以说，上海科普场

馆存在的这些问题，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的普遍

性；甚至有些落后省份的科普场馆存在的问题

比上海的更突出一些。

因此，结合国外科普场馆的成功运行经验，

对比我国科普场馆运行和管理中存在的相应问

题，我们得到以下启示。

3.1 依据科普场馆的定位袁 促进科普经费来源的

多元化

首先，政府应当重视本地区科普场馆的

建设与管理，制定科普场馆事业发展规划，

并将其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

淤 这 17 家场馆是院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尧 上海昆虫博物馆尧 上海天文博物馆尧 上海地震科普馆尧 上海铁路博物馆尧 上海隧道科技馆尧
上海邮政博物馆尧 中国乳业博物馆尧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尧 江南造船博物馆尧 上海儿童博物馆尧 上海眼镜博物馆尧 上海自来水科技馆尧
上海风电科普馆尧 上海青少年科技探索馆尧 上海东方地质科普馆尧 沪杏视频科技图书馆遥

图 2 上海 17家科技馆经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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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国民教育规划之内，这是科普场馆存在与

发展的根基。

政府保障利用本级财政资金设立科普场馆

事业专项经费，并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

条件成熟时，可考虑建立科普场馆持续发展的

社会基金，如通过发行赞助科学普及事业的彩

票等形式建立政府基金，资助科普场馆的大型

建设项目。

政府鼓励科普场馆依据自身定位多渠道筹

措资金，促进自身发展。这是科普场馆成长的

核心。科普场馆依法享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并逐步扩大减免范围；但进行与公益性无关的

经营活动则要照章纳税。同时，政府要鼓励个

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向科普场馆进行捐赠，捐

赠形式可以多样化；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兴办科

普场馆，捐赠人或兴办企业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政策；鼓励科普场馆发展会员组织，在社会阶

层建立一个核心的支持群体。

3.2 实行科普场馆的认证制度尧 年检制度和绩效

评估制度

政府应当对科普场馆实行认证制度、年检

制度和绩效评估制度，这是科普场馆健康发展

的保证。首先要研究制定科普场馆、科普项目

和科普活动的评估指标体系，出台相关监督评

估的政策法规和评估办法，逐步开展评估工作

示范，保证评估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其次

是要把认证、年检和绩效评估形成有机连结的

工作系统，对新建的科普场馆认证其为合格的

科普场馆只是第一步，后续的年度检查和绩效

评估要跟进，做到“优胜劣汰”，保证场馆切实

发挥科普功能。第三，认证、年检和评估要与

政府的支持奖励计划对接。政府设立支持科普

场馆的计划，对认证通过的场馆予以授牌，并

向社会公布，按年度予以经费资助；条件成熟

时，可把经认证的科普场馆按软硬件质量分成

若干等级，经费资助额随着等级的高低而做出

相应的调整。此外，针对一部分不具备独立法

人身份的科普场馆可能无法享受到经费的问题，

应完善经费的流通渠道，确保经费能流入到场

馆的建设和运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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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月 18日要要要国际博物馆日

每年的 缘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遥 野博物馆冶 一词袁 源于希腊文 野缪斯庵冶 渊museion冤袁 原意为

野祭祀缪斯的地方冶遥 缪斯是希腊神话中掌管科学与艺术的九位神女的通称袁 她们分别掌管着历史尧 天

文尧 史诗尧 情诗尧 抒情诗尧 悲剧尧 喜剧尧 圣歌和舞蹈袁 代表着当时希腊人文活动的全部遥 在相当长的

时间里袁 博物馆只是供皇室或少数富人观赏奇珍异物的收藏室遥 到 18 世纪末袁 西欧一些国家博物馆相

继建立袁 并向公众开放遥 1977 年袁 国际博物馆协会为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袁 吸引全社会公

众对博物馆事业的了解尧 参与和关注袁 确定 5 月 18 日为国际博物馆日遥
渊来源院 新华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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