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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文博技术产品发展论坛演讲

使规划服务产品化，以促进正在运行的博物馆的长远发展

关 键

北京 LORD 国际文化发展公司

一、博物馆产品需要策略规划、规范化和行业指导

中国文物报社创意性地推出“博物馆十佳文化产品评选”是为整个博物馆行业做了一件

大好事。 我个人以为，恐怕还不能只从搭建交流平台、提供专业资讯、和推进优秀产品使

用这个层面来估量它的意义；其实，它不仅是在引领博物馆的发展方向、而且具有为推动博

物馆整体的提升、使其规范化和社会化进行策略性规划的作用。

有了这个最基本的信息和交流平台， 国家和地方的行业管理机构，是否就可以更容易

地推动相关的策略-发展规划， 整合资源、避免重复、推动良性竞争、提升产品水平和服务

水平？ 这个美好的前景是在是个功德无量的事情。

二、中国博物馆界更需要对非实体文化产品的认知和推动

这次的评选将产品分为了实物文博产品和非实物文博产品两大类， 这也是一个很了不

起的创举。

中国的博物馆需要大量的多专业的实体产品

博物馆实体产品的创意和研发在全世界面临相同挑战， 它需要相当的数额和持续的资

金投入， 需要高水准的专业团队，需要一颗不仅仅追求赢利， 还同时怀有造福社会的心，

才能够产生优秀的文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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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博物馆更需要非实体文博产品

中国人并不缺乏创意， 五千年的文明积淀和和东方哲的学睿智都是大创意的沃土；但

是在做事的技术路线、程序、规划、组织管理等，是中国博物馆界的短板，应该积极借鉴博

物馆发达国家的经验。

那么， 如何把这些值得引用的技术路线、程序、规划、组织管理办法等， 结合中国的

国情， 经修改融合后真正用于博物馆呢？我 10 年以来在中国的博物馆规划、设计和展览

工程经历，使我强烈地感到”使它们产品化“应该是个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问题在哪里？ 仅以”博物馆的总体规划和各种专业规划“为例，在专业规划对博物馆

的重要意义和成效的认同上其实不存在分歧，但与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性技术产品相比较，

让规划进入博物馆产品和服务采购体系面临多重障碍。与实体技术产品相比，博物馆专业服

务”遭遇“的不仅是以下五种”不解“和”障碍“：

财政拨款

无此条目

项目界定

更多客户定制

成分

缺少人才和经验

将将服务成果运

用到博物馆的当

成果

无法呈现给领

导和公众

我拨的款都花到哪里去了 ?

了？！

验收

没有硬性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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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博物馆规划服务产品化的尝试

基于这个现状和认识，我司本次将《博物馆建筑功能空间和设施规划》作为非实体文博

技术产品进行了申报， 并荣获了提名奖。

这是一项什么样的产品？

我国近 15 年来新建了大量的博物馆，当博物馆长和他的核心团队接受了这些崭新的、

壮观、漂亮的现代化建筑时， 在”鸟枪换火箭“的喜悦的之后， 是否有迎来了一个接一个

的”头痛“呢？ - 建筑设计的疏忽、遗漏、缺陷、不合理、甚至更严重的问题， 是的后续

的布展和运营多处受限，而且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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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问题不是中国独有， 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期以前，欧美等多国也经历过如此阶

段， 但许多国家一旦意识到问题就先后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加拿大：

•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 加拿大联邦政府颁布了一条法律

• 无论你的资金来源是国家财政拨款还是私人出资

• 在创办任何的公益性科学和文化机构之前， 都必须实施“博物馆专业总体规划/

3600 全方位规划（MASTER PLAN /360 DEGREE PLANNING)”并且获得通过

• 这步法律旨在保护加拿大的社会财富最合理和有效的使用和博物馆的稳定和良好的

运营和发展

这个需求促生了 LORD 文化资源和管理公司和她的一系列规划策划服务，包括愿景评

估、资源评估、选址规划和评估、受众研究、展示规划、机构规划、设施规划、财务规划、

运营规划等等。

其中的建筑设计功能空间和设施规划旨在使建筑方案最大限度地体现和满足功能需求，

并为长期良性发展预留可能。

什么时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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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用？

如何使它产品化？

将客户个性需求融入到规范程序和统一成果标准中去

打造“规范化、标准程序、和成果界定清晰”的服务型产品

产品化为四个组成部分

1 博物馆建筑设计专业:法则、规范和参数

2 博物馆功能空间和设施规划细案

3 博物馆建筑设计方案多轮评估和咨询细案

4 建筑设计博物馆专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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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走廊与门设计专业规范示意图

以建筑空能空间四分区法则为例说明

LORD 博物馆功能四分区法则

四区划分 对外开放 不对外开放

非藏品 A 区：对公众开放无藏品区 Ｄ区 ：非对公众开放无藏品区

藏品 Ｂ区：对公众开放有藏品区 Ｃ区： 非对公众开放有藏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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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国家海洋博物馆实例

分区比例依各馆实际情况上下调整

怎么用？

第一步：在建筑外形（概念）设计招标之前，专业规划团队协助建设方（博物馆或代建单位）

编制建筑设计任务书， 其中要具备：

 能够指导建筑设计投标单位深入和准确地理解该博物馆对功能的需求和运营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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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原则和内容

 如果投标单位缺乏博物馆案例经验， 还应附录一份博物馆专业设计规范文件

（LORD 的全球适用国际标准）， 比如博物馆建筑功能空间的四分区法则，动线设

计规范， 各大功能区的设施标准体系构成等等

这一步非常关键，旨在从建筑设计的开端就能够控制和引导设计方案（建筑体）实现最

好地满足空能需求和以受众体验感受为先的目标。

中国的博物馆建筑设计的问题和很多缘于这个程序的失控， 领导看着那个方案更寓意

吉祥和壮观漂亮就拍了版。不能指望领导去关注观众步行了多远才进了大门， 然后又走了

多长才到了展厅， 动线是否顺畅合理， 层高是否合适， 但这种种因素在建筑外形（概念）

设计之时就已经定型了， 以后想改就非常难了。

这是一个很有新意的国际标准的的设计， 但观众要走太长的路了， 包括回头路

第二步：为建筑设计单位提供一份详细到每个单个空间的规划设计方案，包括面积、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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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位置、毗邻关系、功能需求描述、技术规范、环境要求等 - 这正是建筑设计单位经常

向博物馆要的

第三步：对建筑初设方案的评估和修改建议 - 两轮或者多轮，将考虑不周、系统不协调、

长期发展掣肘等等问题消灭在建筑施工之前

第四步：为建筑设计单位的格专业设计提供博物馆专业标准和咨询

四、创建“自然中心” - 实现大文化产品化和社会共筹社会共享的创新之路

自然中心是北京 LORD 国际文化发展公司的独立创意。

之所以在这里和大家做个交流， 是因为产品化是他的三大主要特征之一。

自然中心的创意主要基于主创者 30 多年来的博物馆和博物馆服务企业的实践，同时充

分借鉴了全球博物馆改革的先进理念和路线， 例如英国伦敦的达尔文中心和美国斯密桑宁

的好奇中心， 但是在本质上已经与他们不同， 因为它不是一个机构或者一批展览，自然中

心更是产生创意的体系、机制和平台。

自然中心的宗旨是整合社会资源来实施文化众筹共享，提供社会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包括规划评估、设计制作、执行管理、资源整合以及协调合作等。通过与大中小型博物馆、

展示和保护中心、博物馆产品和服务供应商、教育系统、以及旅游商业行业的合作来共同发

展和协作服务社会。

这个理念和体系自今年初正式宣布以来，已经得到了业界和诸多合作伙伴的积极响应，

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里多谈。盼望与感兴趣的同仁们今后加强沟通。

最后， 再次感谢中国文物报和机械仪表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