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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博物馆信息化管理的成本效益分析
——以中国地质博物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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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阐述了地学博物馆信息化管理的概念和发展趋势，结合经济学原理重点从办公OA系统、藏

品信息化管理系统、展陈方式的多样化、科普资源的共享和定制化几个方面探讨了公益性地学博物馆如何

有效地利用信息化管理降低人力成本、提高公众接受度和满意度，克服地学知识相对专业的特点，创造更大

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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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Geological Museums：A Case Study of the Geological Museum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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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

geological museums．On the basis of the input—output theory in economics and in the aspects of office automation，

collec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the diversity of displays and exhibits，and customization and

sharing of popular science resources，the authors probed into the problem as to how the public geological

museums can use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o reduce the human costs，improve the audience’S acceptance and

satisfaction，overcome the disadvantage of the relative specialization of geological knowledge and create greater

soci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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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博物馆应该建立“以社会效益为首、自身

效益和经济效益并行”的三位一体的运营模式，而

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的公益类地学博物馆(以我馆为

例)要利用有限的经费产生最大的效益，就需要依

托现有的平台，把信息化管理融入到博物馆建设中，

从办公系统自动化、藏品管理信息化、展陈方式多

样化、科普资源定制化等方面不断应用推广，使地

学知识能为更多的公众所接受并喜爱。

1博物馆成本收益的组成

博物馆的成本主要是保证使用年份的运营费

用，包括人员经费、展厅开放的基本费用、标本的

采集费用、展品的陈列展示以及科普宣传费用等；

其收益主要包括社会效益(社会贡献度、环保效益)、

经济效益(创意产品)和自身效益(职工自我提升)(宋

强和宋坚，2007)。

我馆虽然目前并未实行免费开放，但已划入公

益一类单位的范畴，改革到位后也将实行免费开放，

全部成本由财政拨款承担，免费开放的服务不直接

产生经济效益，而是以社会效益的方式体现。按照

经济学理论，通常通过计算需求曲线下方面积大小

来评估总收益，计算消费者剩余来计算净收益，如

图1，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作用下，需求曲线D是

一条由左上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假设D为一次性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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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需求曲线图

Fig．1 Demand curve

图2消费者剩余

Fig．2 Consumer surplus

数，若该产品的供给量从Q1增加到Q2，相对应的

价格为P1和P2，则该产品的总收益为梯形QlbaQ2

的面积，增加的净收益是三角形cba的面积，就是

消费者消费该产品的消费者剩余(宋强和宋坚，2007；

图11。

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消费一定数量的某种

商品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与这些商品的实际市场价

格之间的差额。如图2所示，博物馆免费开放所提

供公共产品的价格为0，那么消费者剩余的大小既

是总收益又是净收益。免费不等于不产生效益，这

部分的效益就是社会效益。由于免费开放，观众的

参观数量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要使消费者剩余

最大化，就要转变思维方式，利用信息化管理的先

进手段提高公共产品提供的多样化和便捷度，建立

完善的藏品管理与交流系统，丰富展览方式，提高

观众的消费预期，吸引更多的观众，提升博物馆开

放的社会效益。

2博物馆信息化的概念

博物馆是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人类活动和

自然环境的机构，具有藏品保存保护、科学研究、

展示教育(文化传播)等职能和功能。博物馆信息化，

是指物理化存在的博物馆各个部门和各项职能都能

够利用计算机作为日常工具，数字通过技术构成一

个以藏品信息数据库为基础、以信息网络为支撑、

以展示陈列为核心的信息系统，并在互联网上建立

点，扩大传播空间。它立足于博物馆的业务工作，

涵盖保管、展陈、科研、教育和管理等方面，旨在

整合资源，提高展出质量、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3 如何利用信息化管理提升地学博物馆

的社会效益

3．1 办公oA系统的建立

办公自动化(office Automation，简称OA)是将

现代化办公和计算机网络功能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

的办公方式。一套完整的博物馆OA系统可以实现

公文处理无纸化、事务处理自动化、资讯决策智能

化，是现代博物馆信息化的关键内容之一(黄金，

2012)。对于我馆来说，利用OA系统意味着不用再

由专人负责文件的传阅，领导可以在网上直接审批

文件并下发任务，同时也为异地办公开通了新的途

径。对于工作人员来说，各个处室也可以通过OA

系统进行网上沟通，方便而且快捷，大大缩短了办

公时间，降低了人工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

从长远方面考虑，我馆在常州、烟台、东海等

地都有分馆，还承担着国土资源科普基地办公室的

各项工作，管理全国138家科普基地。利用OA系

统，就可以使各个分馆、各科普基地之间的工作交

流更方便、快捷，各个场馆之间的资源交互共享，

比电话、传真等交流更直观，便于管理的同时又减

少了人员往返的成本。

3．2 藏品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建立

我馆1916年成立，中途几经搬迁，现存标本20

余万件，近10年的标本资料相对完善，相当数量的

标本由于年代久远，相关资料在搬迁过程中遗失，

给藏品的保管和研究工作带来了不便。藏品信息化

管理系统就是要将馆藏标本进行数字化的扫描、拍

摄图片和影像、制定统一的数据采集和记录标准，

尽可能建立全面、真实、完整、规范的藏品数字档

案。易宝藏品管理系统由北京世纪易格软件开发有

限公司最早于1997年底开发成功，目前为国内各

类型博物馆和机构广泛使用，包括山东省博物馆、

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等。

虽然各个博物馆使用的信息系统的标准、规范

是相同的，但是工作习惯各不相同，由博物馆自主

开发藏品管理系统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针对我

馆实际情况，完整的藏品信息化管理系统不仅包括

管理软件，还包括对藏品存放环境的检测，以及藏

品展出形式的多样化管理。

作为系统核心组成部分的软件管理页面应包

括下图所示内容：(1)藏品的护照信息：中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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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名称、保存类型(标本、薄片、光片、模型、挂

图等)、藏品分类(矿物、矿石、岩石、化石、宝玉

石、构造、理论模型、其他等)、藏品的共享方式(完

全共享、合作立项研究共享、借用、知识产权性交

易共享、租赁、交换等)；(2)藏品的自然信息：形成

的时代、地质产状或层位、简要特征描述、规格(cm)、

成因、晶系、分子式、主要化学组成、晶体结构、

形态、物理性质、显微镜下特征、简易化学试验等；

(3)藏品适宜存放的环境，是否有辐射；(4)藏品的采

集信息：提供者、提供时间、保存单位、入馆时间、

标本编号、库存位置号、采集人、原始照片目录、

备注等(余必胜等，2008)。

为了便于查看和编辑，还可以把系统里的数据

转化成XML格式，或者把系统中的内容导出成为

XLS文件，如图3、4所示。

在系统的运行过程中，不同的工作人员有不同

的权限，例如登录员只有输入信息的权限；校对员

则拥有修改权限，并且这种修改是留有痕迹的；主

管人员拥有查阅、生成报表的权限等等，这样才能

起到互相检查、互相监督的作用(华碉，2013)。新藏

品管理系统在开发的过程中，还应当根据全国文物

(藏品)普查的要求，将必填指标项设计进来，方便

在业务过程中生成符合普查著录规范的数据，减少

重复劳动，方便上报(冯甲策，2015)。

二是利用信息化技术对标本存放环境进行监

测。利用布置在标本周围的各种传感器来采集目标

区域内的监测数据，如温度、湿度、颗粒物、有害

气体等环境要素信息，并将数据通过网络传输至监

控中心。监控中心对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实现了对

藏品存放现场环境要素的实时监测功能，将不同的

标本放置到合适的环境中，对其中具有明显放射性

的标本进行隔离保护，避免造成污染，使库房环境

放射性进一步降低。

三是将藏品管理和展区的多媒体展出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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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XML转换界面

Fig．4 Translating the information to an XML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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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cel输出界面

Fig．5 Translating the information to an Excel file

观众在展区中不仅能看到展出的实物标本，而且可

以通过多媒体触摸屏看到藏品保管库中跟这些展品

同类别、同分子、同晶体结构等的未展出藏品，节

省了展出面积，又丰富了展出内容。对于一些比较

珍贵或者不宜展出的标本来说，3D打印技术(集成

CAD／CAM、计算机数控、新材料等多种技术在一

定条件下快速制造出各类产品的功能原型件)为标

本的展示提供了一条新途径(秦新华，2015)。通过

3D打印技术展示在观众面前的标本形状、颜色、外

部构造等与实物完全一致，观众可以亲手触摸，既

可以减少珍贵标本的损害程度又达到了科普的目的，

可谓一举多得。

通过藏品管理信息系统的管理，各种标本的信

息一目了然，使一些年代比较久远的标本不被遗漏，

而且分类清晰，使保管人员从繁多的纸质档案中解

放出来，而且可以令展出方式更加多样化，无论从

标本的保护与管理还是人力成本的节约方面都有重

要意义。

3．3对展陈方式的多媒体演示

博物馆最重要的功能是对外展出。对于地学博

物馆来说，由于其标本自身的专业性，很容易使参

观的非专业人士产生知识的壁垒，利用移动通信类

技术(以APP客户端为代表)，主要使用无线传输技

术，将事先设计的陈列展示信息和资料，通过无线

网络接入设施，展开信息推送。观众在参观的同时，

用个人的手机等通信工具作为信息接受端，选择自

己感兴趣的APP应用来获取博物馆传送的各类展

品和藏品信息资料(盛军，2014；李宏博等，2017)。

这种方式不但可以创新展览的形式和内容，还能够

全面提升专业性博物馆的科普能力。

面对学生群体，我们可以开发出一款APP游戏

应用，名为“小小地质工作者”，通过馆一层地球

厅的大屏幕展示。背景是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或其

他地质公园)。玩家在游戏中扮演小小地质工作者的

角色，进入丹霞山考察，游戏虚拟野外工作的现实

场景，沿途可以看到“色若渥丹，灿若明霞”的丹

霞地貌，通过背景知识的介绍，可以学到丹霞地貌

景观的成因，还可以从悬崖上看到不同类别、粗细

相间的沉积层(周顺彬等，2015)；转换背景还可以来

到神秘的辽西热河动物群，可以带领观众进入到

“生命的伊始”，看到热闹非凡的“古代生物海洋”、

“辽宁陆生植物大发展”、以及最受小朋友欢迎的

“龙腾盛世一辽宁地区的恐龙”。观众置身于原始的

热带森林中，感受着独特的气候和环境，给观众带

来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享受和求知欲望。

在APP中，所有的背景信息和帮助信息都是即

时提供的，不会因为一个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而

对该款游戏产生厌烦的心理。对完成考察任务的学

习者提供我馆的纪念品和荣誉奖励，也是吸引青少

年的关键因素。当然，设计出的每款APP还需要定

期更新，增强互动的设计，使虚拟和现实相结合(张

文娟，2015)。

3．4科普资源的共享和定制化

Museum on line也就是在线博物馆可以将各大

博物馆的资源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平台，这个数字平

台有各博物馆的简介、馆藏、展览、需求等。馆方

不但可以和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观众进行零

距离的联系和交流，还可以和自己的同行互通有无，

从而避免展览的千篇一律，提供给观众的信息丰富

而翔实(单霁翔，2015)。

博物馆的经费、实体展厅和教育空间都受到客

观因素的限制，网络空间的建立很好地解决了这一

问题，开放源代码和互联网上的免费软件和共享软

件无线多样的在线学习环境和工具。观众在家只需

一台电脑就能了解到千里之外的自己感兴趣的博物

馆，而对于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线上博物馆是他们

认识世界的一个有效且不乏趣味的途径。网站上可

以设置调查问卷，在线学习不是纯粹的依赖参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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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量化，是能帮助访问者踏入博物馆之前就了解

他们需求的有效工具，这些在线互动将记录下网络

访客的反映、想法和意见，帮助我们了解学习者在

该领域的知识储备(威廉姆·B·克劳和赫米尼亚·丁，

2014)。

对于那些国家级或者肩负着国际交流使命的

博物馆而言，访问和拓展大大增加了互动的可能

性。据统计，我国每年举办的出境展览数量约六七

十个，按每个展览120件(套)展品计算，馆藏利用数

量在7 000到8 000余件(套)，相对于全国博物馆

2 300万件(套)藏品总量而言，数量还非常有限(焦

丽丹，2015)。通过Museum on line，各个博物馆之间

的管理经验和陈列展示都可以互通有无，统一的平

台也为国家内或者国际的馆际交流创造了无限的可

能性。这样就大大减降低了展出成本，一些珍贵的

展品也可以为更多的观众所欣赏。

总之，对于地学博物馆来说，使相对专业、枯

燥的知识为更多的观众所接受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公益一类的博物馆更多的肩负的是科普、宣传和职

责。利用信息化的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增加社会效

益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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