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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疫情防控期间，全球许多博物
馆采取了更新馆藏知识工具包、开
发数字工具等措施，不断加强数字
化建设。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为
博物馆传播知识、吸引受众创造更
多可能性。

为应对疫情影响，全球各大博物馆积极探索创新

线上展览形式，持续推进数字化建设，向公众提供安全

便捷服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发布的报告建议，

各国应进一步增加对博物馆的公共财政支持、加强数

字能力建设，不断强化博物馆的教育和社会功能。

数字技术丰富线上观展体验

轻点鼠标，一幅接着一幅作品浏览过去，不仅能

看到可放大和下载的高清图片，还有详细的作品介绍

和延伸阅读内容……法国卢浮宫近期升级了官方网

站，进一步优化了公众线上浏览体验，并首次在线展

示所有馆藏文物。

卢浮宫网站按照门类和主题将藏品分类，还将展

厅文物、出借文物、库房保存文物等 48 万条记录汇

总，支持高级搜索和交互式地图体验，使网友足不出

户便能“身临其境”欣赏经典藏品。法国《巴黎人报》

报道说，与疫情前相比，卢浮宫网站的访问量从 1100
万上升至 2100 万。

从梵蒂冈博物馆的在线 360 度游览体验，到韩国

国立中央博物馆的线上全景展览和语音导览；从阿联

酋推出的 6个以该国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在线博

物馆，到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全球 16个国家博物馆开

展的馆长在线介绍馆藏珍品活动……全球许多博物馆

借助数字化、虚拟现实技术打造更具现场感的在线观

展体验，帮助博物馆在疫情期间保持活力与魅力。

日前，欧洲博物馆组织面向全球 41 个国家和地

区的 650 多家博物馆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接受调

查的博物馆中，60%增加了数字手段的运用。

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卢浮宫分馆开设了“东西

方骑士精神展”360 度“云展馆”，人们在家中便可观赏

馆藏艺术品，同时家长和小朋友还可以一起体验互动

游戏、手工制作等活动。中国的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

馆也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为观众提供在家看展的机会。

多方探索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新报告，受疫情影

响，2020 年全球有 84%的博物馆处于关闭状态，平均

闭馆时间达 155 天，参观人数与 2019 年相比平均下降

70%，收入减少 40%到 6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表示，保障公众

文化生活、保护多样的人类遗产至关重要，政府应出

台强有力的文化政策支持博物馆转型复苏。这意味

着政府不仅要维持博物馆正常运营，还要帮助其为未

来发展做好准备。疫情防控期间，各国政府和国际机

构采取多种措施支持博物馆转型复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年曾召开全球 130 多位文

化部长参加的线上会议，讨论支持文化部门的行动。

该组织还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共同组织了多次线上

讨论，为博物馆进一步发挥文化和社交功能提出可行

性建议。

国际博物馆协会借助其在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分支机构开展调研，并编写系列报告，为疫情防控

期间博物馆馆藏维护、需要遵守的防疫规则、如何丰

富线上展览形式等提供指导。

各国政府在博物馆筹集资金和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显示，

全球 1/3 以上国家的博物馆得到了涵盖支出 90%的资

金支持，一半以上的博物馆得到了涵盖支出 80%的资

金支持。这些补贴通常用于与博物馆运行有关的人

事费用、一般维护、线上展览活动等。

肯尼亚政府帮助博物馆运用数字化技术提高线

上参观体验感。科摩罗为博物馆工作人员提供计算

机、数据库创建及数字化收藏等方面的培训课程。在

政府支持下，一些暂时无法开放的博物馆通过举办户

外或移动展览的方式，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

一些博物馆还通过多样化方式筹集资金，积极寻

求转型复苏。例如，卢浮宫与电影公司合作摄制的影

片《卢浮宫之夜：莱昂纳多·达·芬奇》在全球展映，还

通过与车企、甜品店合作，开展慈善拍卖等方式增加

收入。

国际博物馆理事会主席阿尔贝托·加兰迪尼指

出，从开发线上付费浏览页面、推出应用程序或订阅

服务，到制定在线资源免费增值策略，博物馆为适应

时代发展变化不断开拓创收形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转型之路仍面临诸多挑战

疫情挑战促使数字博物馆建设进程加快，科技赋

能将为博物馆传播知识创造更多可能性。不过，许多

博物馆在加强数字化建设进程中仍面临技术鸿沟，线

上内容质量也参差不齐，需对内容进行深入发掘与重

新整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指出，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博物馆之间仍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特别是在博物

馆网络仍然脆弱的非洲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现博

物馆线上资源人人可享依然有一定难度。

不 同 规 模 的 博 物 馆 在 数 字 化 进 程 上 也 存 在 差

距。与一些起步早、发展快、资金较为充足的大型博

物馆相比，中小型博物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此外，

线上展览的内容还需进一步丰富。在法国创新与文

化俱乐部创始人皮埃尔—伊夫·洛雄看来，线上展览

并不是简单地把展品信息搬到网上，而是要在视觉呈

现、互动式体验等方面作出完整规划和独特设计，这

需要大量资金和人才支持。

洛雄指出，目前数字博物馆建设还处在起步阶

段，距离流畅的知识架构和展览逻辑还有一定距离。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未来线下博物馆游览形态

将被重塑，博物馆工作人员也需进一步思考线上线下

展览如何互相促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措

施支持博物馆相关教育、培训和研究工作。报告强

调，博物馆数字能力建设应兼顾全球各地区，特别是

那些博物馆网络仍然脆弱的地方。同时，通过构建线

上线下相融通的传播体系，输出更多精品数字内容，

拉近博物馆与观众的距离。

“疫情加深了人们对数字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

识，加快‘线上文化’发展对各类文化机构而言是挑

战，也是新的机遇。”“法国文化”网站专栏作家伊夫·
耶格莱认为，只有在保证内容和服务质量的基础上，

对“现场文化”和“线上文化”进行优势互补、形式创

新，才能吸引更多受众。

（本报巴黎 4月 25日电）

数字博物馆建设进程加快
本报驻法国记者 刘玲玲

近期，多家机构上调对中亚

地区经济复苏的预测。世界银

行将哈萨克斯坦 2021 年的经济

增 长 预 期 ，由 增 长 2.5%上 调 至

3.2%，并预计明后两年的经济增

幅 将 达 到 3.5%和 4.3%。 同 时 ，

预计今年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将

增长 4.8%，吉尔吉斯斯坦将增长

3.8%。中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增

长预期也较之前乐观，预计塔吉

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今年的经

济 增 长 率 将 分 别 达 到 5.0% 和

4.6%。

中亚经济形势逐步向好，得

益于各国政府持续出台的稳经

济、保民生政策措施。

哈萨克斯坦官方数据显示，

2020 年 ，政 府 用 于 支 持 经 济 和

救助民生的各项支出总额达到

6.3 万 亿 坚 戈（约 合 150 亿 美

元），相 当 于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9%。去年 5 月，哈萨克斯坦成立

促进经济复苏国家委员会，启动

“恢复经济增长一揽子计划”，包

括落实“就业路线图”、扩大住房

建设规模、调整个人所得税征收

制 度 、加 强 对 工 商 业 的 信 贷 支

持、吸引外国投资、依法保护企

业 权 益 等 举 措 。 在“ 就 业 路 线

图”框架下，哈政府 2020 年累计

实施了约 6700 个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为 23.9 万余人创造了工作

岗 位 。 2021 年 ，该 国 政 府 计 划

在此框架下继续为 130 万人提

供就业帮助，力争将全国失业率

降至 4.9%。

疫 情 发 生 以 来 ，乌 兹 别 克

斯坦对能源、农业、建筑、交通、

卫生、教育等关键领域进行投

资和支持。根据乌经济研究与

改革中心的统计，该国的汽车

和房地产交易市场率先回暖，

汽车销量在 2020 年 8 月已恢复

到疫情前的水平。今年 2 月，该

国不动产签约数量同比增幅达

到 19.7%。2021 年，乌侨汇收入

迅速增加，成为经济复苏的重

要推动力。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塔 吉 克 斯

坦和土库曼斯坦也纷纷出台一

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包括优化

营商环境、为企业和个人减免

税费、向中小企业提供优惠贷

款、稳定重要商品市场价格、开

展基础设施建设等。

当 前 ，中 亚 部 分 地 区 出 现

了新一轮疫情。地区各国在持

续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启动并

加快了疫苗接种计划，部分国

家还积极从中国引进疫苗。

专 家 指 出 ，中 亚 地 区 经 济

何时能够完全恢复到疫情前水

平，特别是服务、贸易等行业的

恢复进度，很大程度取决于疫

苗接种速度。中亚地区经济复

苏总体上仍处在消除疫情影响

的 初 期 ，多 数 国 家 仍 面 临 民 众

消 费 能 力 下 降、服 务 业 缺 乏 活

力等长期结构性问题。

（本报努尔苏丹 4月 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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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日内瓦 4月 22日电 （记

者陈俊侠、徐驰）日前，联合国有毒物品

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马科斯·奥雷利

亚纳说，日本政府以海洋排放方式处置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的决定可能给

地球带来生态与卫生灾难，希望日本政

府担负起相关国际法义务，就将采取的

措施进行国际协商。

奥雷利亚纳说，日本政府与国际原

子能机构合作的做法当然非常重要，“但

是仅仅与该国际机构合作并不意味着日

本可以免除其他应尽的国际法义务”。

他指出，现代国际法禁止一国对其

他国家或海洋环境造成损害，这意味着

日本必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竭尽所能

做好调查，以防止对其他国家和海洋环

境造成损害。

奥雷利亚纳解释说，一些科学家认

为，核辐射在低剂量状态下也会带来损

害 ，因 此 关 于 核 事 故 污 染 水 的 潜 在 影

响，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他说：“有

关环境 的 国 际 法 规 定 ，有 可 能 造 成 环

境损害的计划、项目或决定都需进行国

际协商。”

奥雷利亚纳最后表示，在国际法中

有个谨慎原则，就是在有证据表明人类

健 康 和 环 境 受 到 威 胁 时 ，面 对 不 确 定

性，有关国家必须谨慎行事，以防止将

人类和环境暴露在放射性或有害物质

面前。

联合国报告员敦促日本就处置核污染水进行国际协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