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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号召“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以来，各地博物馆的建设都迎来

了发展的契机，随着政策的逐渐开放，越来越多的民间收藏，成为了非国有博物

馆丰富馆藏的对象，其藏品的来源及合法性，就成为非国有博物馆建设的重中之

重，如何满足非国有博物馆不断壮大的馆藏需求，又能将社会乃至海外流散的文

物合理合法的保护起来，将是博物馆未来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以现行

《刑法》和《文物保护法》为依据, 以《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等法

规为指导，列举分析非国有博物馆征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希冀在国家大力

发展文博事业的同时，针对如何丰富非国有博物馆馆藏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整

个博物馆的发展方向指明航道，使非国有博物馆能健康良性的长期发展。

关键词：文物保护法；刑法；非国有博物馆；合法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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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保护非国有博物馆馆藏的重要性

（一）博物馆在文物保护中的作用

国务院办公厅 2018 年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指明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珍贵财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资源，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

聚共筑中国梦磅礴力量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国历史悠

久，各地博物馆馆藏文物众多，通过鉴赏这些古代艺术珍品，能够更加全面的了

解古代先民的智慧，提升人们的历史学习的能力与对美的认知。此外，通过对博

物馆馆藏文物的有效保护，也能为人类的发源及发展提供良好的科研价值。文物

承载着历史文化并代表着文化传承的过程，通过对博物馆馆藏文物进行合理有效

的保护，能够为人们呈现更加真实完整的历史文化，让人们更加全面的了解人类

发展历史。让博物馆中的文物得到更好保护，是保证博物馆健康发展的关键。

从建国后，国家发展蒸蒸日上，几十年社会发展日新月异，随着越来越强大

的国力以及人民越来越好的经济条件，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也逐渐过度到了对精神

文明的建设中来，而博物馆就是人们精神文明建设最重要的窗口和渠道之一，面

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需要，博物馆的数量也逐渐增多起来，博物馆的类型也开始逐

渐细分，进而衍生出了国有博物馆和非国有博物馆两大体系，国有博物馆是由国

家建立的专业博物馆，主要是以地方的历史文化相关遗存为主，展示的文物类博

物馆，而非国有博物馆则是以民间资本及个人收藏为主的私人博物馆。非国有博

物馆和国有博物馆一样也具有传承和保护文化的意义，但它们馆藏的方向则和国

有博物馆有所区别，在馆藏和类型上，非国有博物馆的类型更加细致化，更加主

题化，主要集中在民俗文化及专业主题领域，与国有博物馆大而全以展示地方历

史为主题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意义上讲也填补了国有博物馆的某些空白。

（二）非国有博物馆合法征集馆藏的必要性

作为博物馆行业的一员，非国有博物馆也是博物馆行业中非常重要的一员，

1905 年 1 月 14 日 (清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前清甲午状元张謇创办了我国第

一个私立博物馆——江苏南通博物苑。为非国有博物馆打开了先河，至 2021 年全

国在册的非国有博物馆共计 1860 家，数量庞大的非国有博物馆，也为博物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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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作为来自民间资本力量的博物馆，博物馆内的馆藏，就

是为博物馆发展的重要财富，如何合法的征集藏品丰富馆藏内容，也成为摆在非

国有博物馆面前的问题。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推动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

（七）中针对非国有博物馆的馆藏部分给予了明确的指导，督促相关管理部门应

严格落实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真伪鉴别与等级申报等事项，并针对违法文物

的流入等问题提出了指导建议。但非国有博物馆因体量和属性与传统国有博物馆

不同，无法像国有博物馆那样通过国家力量获得一些调拨的出土文物，所以非国

有博物馆馆藏渠道相较缺乏，现今主要通过社会民间的捐赠、拍卖行购买、文物

商店购买和民间收藏交易等四个途径获得。而其中民间收藏的购买是其中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亟待相关法律发规加以完善。

二、“文物”界定的法律依据

何为文物？至今还未有一个权威的定义和解答，界定一件器物是否具有“文

物”的属性也是作为博物馆在征集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中国历史朝代悠久，各

个时期的历史遗存比比皆是，哪些具有文物价值，哪些只是一般的民俗物件，这

就需要文物鉴定的参与，总结来说文物的范围应由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由人类创造或与人类的活动具有关系；

第二，具有历史性，不可再生。

现行《文物保护法》没有对“文物”给出明确概念，但采取列举方式规定了

文物的范围，从法律对于文物定性看，要成为得到国家法律明确保护的“文物”，

必须属于“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物质性载体，而不是以时间的长短作为

衡量它是否是文物为标准，一件经历岁月的旧物，若不具备“历史、艺术、科学

价值”，也不能被称作文物。

三、非国有博物馆征集文物面临的问题

非国有博物馆，作为民间力量，对于散落在民间的文物具有重大的保育意义，

但对于丰富馆藏的手段，却比较单一，非国有博物馆在馆藏丰富上，无法像国有

博物馆可以通过出土调拨等方式获得文物，只能通过购买作为丰富馆藏的主要渠

道，而通过合法渠道购买文物时又面临非常多的问题，而且经常面对一些法律红

线。

（一）无法得到社会人士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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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馆藏品丰富的过程中，捐赠是博物馆馆藏丰富的常规手段之一，但非国有

博物馆，缺少国有博物馆的影响力，并且缺少对捐赠人捐赠品来源的渠道界定，

随着民间收藏的普及及各种“鉴宝”节目的火爆，越来越多人将文物和经济属性

挂上了钩，不断推高的艺术品价格，也使得非国有博物馆通过公益捐赠丰富馆藏

的机会变的渺茫渺茫。

（二）文物征集过程中容易遇到涉案文物

在非国有博物馆向社会征集文物的时候容易遇到盗掘，盗挖等问题文物，《刑

法》的 “倒卖文物罪”就是针对这类犯罪的命名，2017 就曾有非国有博物馆在向

社会征集文物时因不知文物的来源而征集文物，结果被检察机关以倒卖文物罪公

诉，所以如何规避涉案文物的征集也是非国有博物馆担心和棘手的问题。

（三）征集文物真伪难辨及成本过高等问题凸显

非国有博物馆团队普遍缺少专业人士的技术支持，在文物征集的过程中容易

遇到伪造文物的问题，对于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真伪定性，也需要相关的技

术支持。

在合法获取文物的渠道当中，拍卖和文物商店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文物

商店在出售文物时要考虑到应对国有博物馆的优先权，非国有博物馆很难能通过

文物商店获得高质量的文物，而拍卖行则存在高手续费的问题，尤其在面对海外

流散文物的抢救时，高额的文物关税也为非国有博物馆的馆藏丰富之路设立了极

高的门槛，无形中使大量的流散文物无法回到自己的国家。

四、民间收藏市场需要法制环境保障

（一）我国《文物保护法》正式确立了民间文物收藏合法地位

《文物保护法》第五十条规定：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可以收藏通过下列方式取得的文物：（一）依法继承或者接受赠与；（二）文物商

店购买；（三）从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购买；（四）公民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

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五）国家规定的其他合法方式。

文物保护法确立了公民个人可以通过合法渠道流通及收藏文物，但对珍贵文

物却未涉及，珍贵文物，是指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主要是国

家鉴定为一、二级、三级文物，但在实际情况中，民间流通文物中因没有定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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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定级制度只存在于博物馆体系，所以在民间的所谓合法流通体系当中依然可

以见到博物馆被界定为一二级的珍贵文物，但法律当中对文物流通的问题却没有

一个相对完善的界定标准，使民间收藏及非国有博物馆的馆藏征集经常游走在法

律的边缘。

（二）民间收藏是非国有博物馆馆藏的重要来源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也从单

一的生活功能进化到了带有附加属性的层面，古代艺术品本身就具有物质和高附

加属性以及稀缺性，自然就成为了一部分富裕阶层追逐的方向，因其本身的稀缺

性再加上社会各种“鉴宝”栏目的火爆，使古董收藏成为了民间文化的潮流，各

地兴起的古玩城及各种拍卖行也侧面映证了这点。

收藏品在传统意义来说泛指存量稀有的商品，其具有一定的潜在价值。可粗

分为自然、艺术、人文、科学四大类。但我们发现，“文物”与收藏品的界定本身

存在模糊的问题。而文物一定可以是收藏品，而收藏品未必是文物，在“文物”

的界定方面，国家尚未由明确的相关法律文件做支撑。所以文物的界定在学界还

是有很多存在的争议。合理的保护这些散落在民间的珍宝，进入非国有博物馆的

馆藏，不失为一个合适的归处。

五、如何更好的构建非国有博物馆藏品的合法机制

博物馆是文物的主要收藏机构。是保管文物和发挥文物作用的重要场所，非

国有博物馆作为博物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馆藏文物的建立上也应通过购

买、捐赠、交换等合法方式取得文物。

（一）通过国家赋予的权利建立合理合法的征集渠道

1.博物馆是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征集文物既是其权利同时也是其义

务

国家文物局 1979 年 6 月 29 日制定的《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第

一条明确：“博物馆是国家主要的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第

五条规定：“博物馆接收、征集文物，采集标本以及馆际交换等手段积累藏品。”

国务院 1987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强调：“加强文物保护是文物

工作的基础。”明确指出博物馆是是保护文物及展示文物的重要窗口，博物馆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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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就是科学有效的保管文物并对其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向大众进行宣传教育。为

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2.我国法律明确赋予博物馆有购买文物的资格和能力

我国《文物保护法》自 1982 年 11 月 19 日实施以来，期间经过五次修订。修

订后的《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收藏单位可通过：（一）购买；（二）接受捐赠；

（三）依法交换；（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获得文物。国有文物收藏

单位还可以通过文物行政部门指定保管或者调拨方式取得文物。

在《文物保护法》实施前，我国相关部门，也曾通过一些规章及一些指导文

件赋予博物馆购买征集文物的资格和能力，并规定文物商店内收购的一些符合博

物馆收藏标准的文物，优先提供给博物馆收藏。国家文物局 1981 年制定的《文物

商店工作条例(试行)》第一条规定：“文物商店是国家设立的单位，主要保护和收

集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为博物馆和科研机构提供素材，并规定凡具有收藏标准

的优先提供给博物馆收藏。”在 2015 年 2 月 9 日国务院颁布的《博物馆条例》：“第

三章第二十一条，博物馆可以通过购买、接受捐赠、依法交换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方式取得藏品，不得取得来源不明或者来源不合法的藏品。”也为文物征集

提供了合法的条例支持，为后续的博物馆法建立，提供了参照物。

（二）明确馆藏的合法收藏渠道提高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经历了几千年的文化洗礼，这

些岁月的遗珍承载了太多了历史信息于人类记忆，作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如何

将这些珍贵的文物保护起来是重中之重，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文物和公安

部门就对文物保护倾注了大量的经历以及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文物的流失以及

毁坏依然是屡见不鲜，经济作用的催化下，使越来越多的违法分子将目光盯向了

文物这块大蛋糕，文物偷盗和挖掘也越来越职业化和集团化，几十年来考古队于

犯罪分子在争分夺秒，但依然无法抢在犯罪分子之前对古代遗迹进行有效的保护，

就在 2021 年刚刚公安部门通报的五代钱镠墓被盗事件，就令人感叹，钱镠墓地处

市中心，与区政府就一墙之隔，被盗已有一年之久竟然没有被发现，要不是犯罪

分子通过民间市场进行销赃，还无法侦破这一重大文物盗掘案件，从此可见，文

物犯罪分子在文物的盗掘盗挖上，也越来越先进，越来越隐蔽了，博物馆作为文

物的最主要收藏机构，就更要杜绝销赃文物的流入，不能使博物馆沦为销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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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一员。基于此，博物馆应对来源不明或不合法的藏品“说不”，堵住违法藏品

的流入，非国有博物馆作为博物馆群中数量庞大的一员，民间收藏是其主要构成，

有介于此，更应做好管理措施，加强馆内人员的法律意识，对馆藏征集过程中遇

到的文物的来源及途径严格把关，提高相关人员的专业技能，这样也有利于非国

有博物馆长期健康的发展，并将助力我国在国际上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形象。

（三）对馆藏文物真伪性的严格把关建议相关部门出台相关管理

政策

随着博物馆行业在这些年大力的发展下，各地的非国有博物馆也像雨后春笋

一样涌现出来，越来越多的民间收藏家，加入到了非国有博物馆的团队中来，但

对于这些数量庞大的民间藏品，其真伪性就成为了重中之重，博物馆的馆藏是整

个博物馆重要的财产，也是承载人类信息最重要的载体，但近年来，一些博物馆

藏品的真伪性质受到了质疑，甚至有些馆藏有明显“一眼假”或张冠李戴的问题，

介于此，非国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其业务能力的水平考验就显得尤为重要，因

此对于博物馆成员对于业务能力的培训及专业人才团队的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

而作为博物馆的负责人员，更应该提高专业能力及思想意识，树立文化保育及承

担文化窗口的责任意识，对于馆内展线存在真伪性争议的文物应及时撤换，坚守

博物馆从业人员的基本道德准则，因此也希望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进行有效规范，并完善监督机制。

（四）倡导尽快建立相关法律法规促进民间收藏融入非国有博物

馆

随着国家大力提倡民间力量成立非国有博物馆的号召，各地的非国有博物馆

已经逐渐建立并形成体量，但对于其相对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却没有建立，所以建

议国家尽快完善和落实针对非国有博物馆特征的一些法律制度，规避非国有博物

馆在运营上面对的一些法律问题，使非国有博物馆能健康良性的长期发展。

1.通过法律建立民间收藏品的合法“身份证”，为非国有博物馆的征集拓展合

法健康的渠道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经历几千年的文明洗礼，无数的物质文明在这个大

地上不断诞生，古董收藏的习惯由来已久，早期作为财富和文化载体的古代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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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们赋予了非常多的人文内涵及意义，藏宝于室的文化习惯一直被先民所传承，

在面对当代经济及国力的不断增强，人民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达到了空前的繁

荣，古董作为重要的物质精神财富，自然就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为数不多的古代

艺术品被越来越多的人追捧，推上了一个又一个价格的高峰，在民间炽热的需求

下，越来越多的犯罪案件不断滋生，面对这个长期以来摆在国家法律层面的问题，

如何能有效解决，成为重要的话题，除了不断强力打击违法盗掘势力，在源头上

解决民间收藏的社会问题才是治本之法，民间收藏作为重要的民间文化力量，其

社会作用不可忽视，所以如何合理合法的保护民间收藏成为愈加重要的问题，虽

然有国家出台的《文物保护法》做依据，但只是将文物的获取渠道加以确定，但

并未对民间实际收藏的珍贵文物及并未涉案但来源不明的文物进行身份认证，这

些文物还停留在法律的空白区，亟待出台相关法律的支持，立法的必要性就尤为

关键，这样既能保护民间收藏力量又能通过文物“身分证”阻断一些违法来源的

“黑户”文物链条，通过法律法规的确立，确认合法文物的身份，是对民间收藏

及文物保育具有重大意义，这样也为非国有博物馆的民间合法征集提供了依据，

使征集品免于违法涉案问题的困扰，也利于民间收藏长远而健康的发展。

2.建立合法的保护机制，促进民间收藏积极融入非国有博物馆

在确定了民间藏品的合法性后，怎样使民间收藏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是我

们紧接下来应该研究的课题，作为古代先民智慧的结晶，它们所蕴含的人文内涵

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所以从国家层面更应该出台相关的政策，鼓励民间收

藏从原有的个人兴趣爱好，逐渐走向大众，让这些古代艺术品能发挥更多的价值，

在保护个人藏家利益的同时，鼓励其与博物馆等机构合作，能以委托管理，长期

借展等形式，使民间收藏能通过合法与合理的渠道和平台向外展出，这样既能防

止国内文物流散海外的问题，又能通过非国有博物馆的力量对这些民间珍宝加以

保护，并能通过博物馆的平台将这些民间文物加以活化，对民间及博物馆的发展

起到重要的保育意义。

非国有博物馆作为整个博物馆系统的一员，更应该承担起重要的社会责任，

对于展馆内的馆藏更应严格管理，在主题领域深扎，形成特色的征集方向，与国

有博物馆在馆藏方面形成差异化，拟定长期有效的藏品征集计划，并规范有序的

开展藏品征集工作。严格履行文物管理及征集的相关法律法规，以此作为物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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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道路上的行为准则，保障博物馆健康平稳的发展，最后希望在国家大力发展文

博事业的同时，能将博物馆相关的法律尽早出台，为整个博物馆行业的发展方向

指明航道，提供长足有效的法律支援，让博物馆为全人类的发展起到深远的社会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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