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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徐州博物馆展览参观总人数为 885000 余人。

2019 年徐州博物馆由于改陈闭馆，实际开放天数为 216 天，接待

入馆观众量为 633378 人，其中外地观众总量 332650 人，占比

52.52%；外省观众总量 217682 人，占比 34.37%；省内跨市观众总

量 114895 人，占比 18.14%。每月接待观众量见表 1。海外观众单独

计算，2019 年入馆海外观众 1.8 万余人，外展海外观众 13.4 万余人，

共计 15.2 万余人。

2019 年徐州博物馆举办外展 2 项，参与文物展览 4 项，全年文物

交流展览共接待观众量为 25 万人次。

表 1 2019 年徐州博物馆接待观众量及客源总览
月份 接待观众量 外地观众占比 省内观众占比 省外观众占比

2019.05 73874 50.28% 65.30% 34.70%
2019.06 69682 43.53% 72.51% 27.49%
2019.07 94467 53.23% 68.915 31.09%
2019.08 119398 54.66% 64.24% 35.76%
2019.09 60618 47.12% 71.76% 28.24%
2019.10 107720 53.76% 63.83% 36.17%
2019.11 56197 44.68% 74.09% 25.91%
2019.12 51422 42.12% 70.78% 29.22%

总计 633378 52.52% 65.63% 34.37%

2019 年徐州博物馆接待的观众来源前三甲省份分别为江苏、山东、

安徽，其中，来自江苏的最多，占比 39.02%，具体客源 Top 省份见表

2。

表 2 2019 年徐州博物馆接待观众排名 Top10 省份



序号 省份名称 观众占比

1 江苏 39.02%
2 山东 19.58%
3 安徽 6.30%
4 河南 6.30%
5 北京 4.71%
6 广东 3.90%
7 浙江 3.26%
8 上海 1.98%
9 河北 1.94%
10 陕西 1.78%

2019 年上半年徐州博物馆接待的省内跨市观众来源前三甲城

市分别为南京、苏州、连云港，其中，来自南京的最多，占比

30.70%，具体城市排名见表 3。

表 3 2019 年徐州博物馆接待省内跨市观众排名
序号 城市名称 观众占比

1 南京市 30.70%
2 苏州市 16.16%
3 连云港市 8.07%
4 淮安市 7.63%
5 宿迁市 7.29%
6 盐城市 5.15%
7 无锡市 5.15%
8 常州市 4.84%
9 南通市 4.77%
10 扬州市 4.75%
11 泰州市 3.35%
12 镇江市 2.12%

注:观众占比指来自该城市观众在所有省内跨市观众中的占比（不包含徐

州本地观众）。

2019 年徐州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次共计 633378 人次，其中男

性观众 331447 人次，占比 52.33%，女性观众 301931 人次，占

比 47.67%。每月观众性别分析见表 4。



表 4 2019 年徐州博物馆接待观众性别分析
月份 接待观众人次 男性观众占比 女性观众占比

2019 年 5 月 73874 52.71% 47.29%
2019 年 6 月 69682 53.52% 46.48%
2019 年 7 月 94467 51.17% 48.83%
2019 年 8 月 119398 50.98% 49.02%
2019 年 9 月 60618 51.31% 48.69%
2019 年 10月 107720 52.71% 47.29%
2019 年 11月 56197 53.02% 46.98%
2019 年 12月 51422 53.02% 46.98%

注：徐州博物馆接待观众性别分析是指不同性别观众人次在当月徐州博

物馆接待观众人次中的占比。

2019 年徐州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次共计 633378 人次，其中 22

岁及以下的观众 236567 人次，占比 37.35%；23 岁至 35 岁的观

众 145043 人次，占比 22.9%；36 岁至 45 岁的观众 119962 人

次，占比 18.94%；46 岁至 55 岁的观众 77809 人次，占比 12.28%；

56 岁及以上的观众 53897 人次，占比 8.51%。每月观众年龄段分

析见表 5。

表 5 2019 年徐州博物馆接待观众年龄段分析

月份
接待观

众人次

22岁及

以下

23 岁至

35 岁

36 岁至

45 岁

46 岁至

55 岁

56 岁及以

上

2019 年 5月 73874 40.23% 24.33% 20.85% 11.33% 4.26%
2019 年 6月 69682 38.47% 21.36% 18.29% 12.79% 9.09%
2019 年 7月 94467 41.85% 22.31% 20.69% 8.89% 6.26%
2019 年 8月 119398 40.39% 22.29% 22.92% 8.05% 6.35%
2019 年 9月 60618 30.08% 20.44% 20.89% 11.65% 16.21%
2019 年 10月 107720 40.23% 23.33% 19.85% 11.33% 5.26%
2019 年 11月 56197 39.02% 21.72% 17.73% 10.54% 10.99%
2019 年 12月 51422 38.02% 20.44% 17.53% 8.89% 12.99%

注：徐州博物馆接待观众年龄段分析是指不同年龄段观众人次在当月徐

州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次中的占比。



---

2019 年度观众满意度调查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启动，截止至

11 月 30 日，通过向公众发放问卷、网站调查、留言本三种途径发放

调查问卷共计 1843 份，回收有效问卷 1672 份，有效回收率为

90.72%。通过满意度调查，徐州博物馆新展的总体满意度评价高，

2019 年度的观众调查报告显示，徐州博物馆的总体满意度得到了

98.5%以上观众的认可；公众对特别展览、公众服务、教育活动和文

创产品等满意度显著提高，并提出很多想法和期望。

（一）观众不只是为了猎奇，专业化、研究型观众越来越多

在往年的观众调查中，观众参观博物馆的目的已经向多元化、综

合性方面转化，2019 年 4 月 28 日新馆开放后，有很多观众在参观

过后不但填写满意度调查，还会提出对展陈设计、灯光运用、标识标

牌、文物摆放等内容的意见和建议，专业化、研究型的观众日益增多。

被调查者中休闲旅游占 30.2%，学习考察占 31.7%，社教活动占

12.4%，陪同他人占 7.6%，个人兴趣占 12.5%, 其它占 5.6%。从调

查结果分析，“学习考察”占比超过了去年排在第一位的“休闲旅游”，

“个人兴趣”的占比也大幅度增长。



本年度来馆参观 2~3 次的观众达到 43.3% ，而 4 次及以上观众

达到 10.6% ，这与徐州博物馆新改陈展览、别展览、各项活动的开

展密不可分。

首先，徐州博物馆全新构建了集“历史基本陈列＋汉代特色陈列

＋兵器陶俑专题陈列”于一体的展陈体系，陈列各类文物 4000 余件，

全景展现了徐州独特的地域文明和璀璨的历史文化，彰显了徐州“楚

韵汉风、南秀北雄”的城市文化特质。新展按照一楼通史陈列“古彭

千秋”、二楼汉代特色陈列“大汉气象”“天工汉玉”“汉家烟火”、



三楼专题陈列“金戈铁马-徐州历代兵器展”“俑秀凝华-徐州历代陶

俑展”进行分布，展览布局更加合理，展品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展

图展板更加丰富生动。

同时，徐州博物馆结合省市重要的文化纪念日、传统节庆、四季

旅游和汉文化旅游节项目，先后推出徐博·金鹰“花神节”文化活动、

新馆开放系列活动；继续做响做亮“博物馆之夜”品牌文化惠民活动，

吸引更多的社会公众走进博物馆；推出“5•18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

“徐博仲夏夜”中国文化自然遗产日系列文化惠民活动、“中秋祭月”、

十一“祖国我爱你”大型创意绘画等活动。结合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徐州博物馆建馆六十周年，推出“盛世华章·歌唱祖国”市文广旅系

统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专场文艺演出，

举办博物馆奇妙夜文化惠民活动“国潮汉风·徐博之夜”实景演出和

徐州市第三届“爱家乡 爱徐州”争做文明小导游大赛初赛等。其中

“国潮汉风·徐博之夜”实景演出制作了专项观众调查，由志愿者在

活动现场邀请观众扫描二维码进行手机填写。

此外，开展了丰富社会教育课程活动，分众化推出系列文化教育

品牌和研学教育项目；继续做精做优“古彭寻踪”“徐博讲坛”等系

列品牌教育活动。邀请西北大学特聘教授焦南峰、故宫博物院研究馆

员王光尧、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苏伯民、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欧亚考古

中心主任伊琳娜、北京著名织绣品收藏家李雨来、河北省非遗传承人

朱江、徐州刺绣非遗传承人席建勋、徐州汉服非遗传承人李红莲等来

馆讲座；策划举办了“汉家日常”青少年系列教育课程、徐州市青少



年书画作品展主题活动。2019 年以大马路小学为示范点，举办“古

彭寻踪”徐博文化使者进校园系列课程 13 期，由馆内研究馆员和教

育员组成授课团队，每周在大马路小学进行全校范围的文化授课。结

合“穿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古埃及文物特展”策划系列社教互动课程

和摄影征文比赛。全年举办各类社教课程活动 70 余场。

并持续做好数十家共建单位的学习参观、文化讲座、讲解培训、

展板展示等工作。举办“相约远方”研学项目、“国潮汉风·两汉三

孔”研学项目等，组织徐博之友前往沛县博物馆参观交流。其中馆校

合作“大马拉小马 一馆连三校”系列课程被评为 2018-2019 年江苏

省博物馆十佳青少年教育案例，《弘扬民族精神 继承传统文化》被

评为江苏省社会教育品牌案例。

（二）观众能够了解到徐州博物馆的媒介越来越多

近几年来，博物馆的信息传播能力随着新媒体内容的丰富日益增

长，数字化时代已经来临，从近几年调查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观众

正逐渐喜欢并习惯通过网站浏览、搜索引擎、微信及时信息推送获知

徐州博物馆的任何信息，从数据显示，电视广播占比 25.1%，微信微

博占比 22.3%，“旅游公司”占比 15.5%，官方网站、口口相传、

报纸杂志书籍分别占 13.8%、12.1%、11.2%。



电视广播的占比较大，这与 2018-2019 年徐州博物馆与徐州广

播电台合作策划制作的文博探索节目《徐州宝藏》密切相关。《徐州

宝藏》第一季共推出 80 期节目，在徐州广播电台五套频率同时播出，

在腾讯新闻、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期发布，荣获

2019 阿基米德声音盛典全国“十大传统文化节目”第一名，取得了

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积极影响。同时徐州博物馆在九月份微博阅读量进

入新浪文化类微博影响力月榜前 20 名，月发博 282 条，月阅读量达

到 510 万+。

2019 年，徐州博物馆在国家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协会、江苏省

文化厅、省文物局等国家、省市级政府网站发布信息 50 余条；在徐

州日报、都市晨报等本地新闻媒体发布信息 40 余条；微信平台、网

站等自媒体平台发布信息 200 余条。接待央视科教频道、央视《国

宝发现》栏目、江苏卫视、新华网、人民网等国内重要媒体采访报道

徐州博物馆。以“徐州博物馆汉代精品文物研究”为专题，在《文物

天地》杂志上进行专题宣传；以“徐州博物馆汉代精品文物研究”为



专题，在《文物天地》杂志上进行专题宣传。

（三）全新展览解读徐州历史，观展观众满意度高

2018 年市委市政府将徐州博物馆提升改造项目列入市城建重点

工程，总投资约 3200 万元，2018 年 3 月全面启动工程建设，在完

成设计方案审定、设计与施工一体化招标的基础上，于 11 月 26 日

全面闭馆改造，历时 5 个月的施工与布展，完成了五个展厅及公共空

间约 3000 平米的改造工程，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以崭新姿态重新

对外开放，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展厅的综合满意度达到了 99.2%，

各展区的综合满意度达到了 93.8%。观众认为每个展厅和展区都具有

特色，可以让人们更加全面了解徐州的历史文化。

展览呈现了“四个全新”。一是全新的展厅。按照国内一流博物

馆的建设标准，综合使用环保材料、大型通柜、低反射玻璃、特效灯

光、恒温恒湿系统等。改变原有展陈格局，努力将展厅内部空间让位

于展陈空间，在扩大展陈面积的同时，有效提升观展环境和展示效果。

二是全新的展览。打破原有展览格局，综合运用复原式、组合式、仓



储式及密集型陈列方式，展出文物总量由改造前 2000 件增加至近

5000 件，精心重构了“历史基本陈列＋汉代特色陈列＋兵器陶俑专

题陈列”为一体的全新展陈体系，全景展现了徐州独特的地域文明和

璀璨的历史文化。三是全新的服务。新建了游客服务中心，打开了乾

隆行宫大门，形成游客双游览流线；同步完成了碑园地下功能性改造、

东门改造、乾隆行宫大殿坡道改造，安装使用智能入馆系统、智能停

车系统、智能导览系统。增设休闲座椅、茶吧、书吧，调整更新自动

售卖设备，扩展游客休闲服务功能。四是全新的体验。在主陈列楼的

公共空间、展厅的内部空间充分植入多媒体数字化展示，在一楼大厅

安装了多媒体互动系统、LED 大屏，在三楼开辟了数字体验区，成为

吸引游客近距离感知文物、体验汉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步推出文创生

活馆，在功能布局、产品结构、展销体系、运营管理等方面推陈出新，

极大地满足了游客将博物馆“带回家”的文化需求。新馆对外开放以

来全年接待观众 63 余万人，预计到明年 4 月 28 日，博物馆的年接

待总量将突破百万人，必将有力发挥博物馆的公共服务职能、提升徐

州博物馆的区域竞争力和影响力。

另外，今年为期三个月的“古埃及文化遇见大汉文化·穿越时空

的文明对话——古埃及文物特展”是徐州历史上举办的首个境外文

物展览，也是纪念徐州博物馆建馆 60 周年这一喜庆时刻的特别展览。

此次古埃及文明和中国的大汉文明相关联不仅是具有楚风汉韵的徐

州古代文明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而且埃及文明在徐州这个浓厚的汉

代文明文化的熏陶下，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和诠释。徐州博物馆在



展览筹备上下足功夫，建立策展人团队，在展品选择、展陈设计、文

物诠释、社会教育、文创研发、广告宣传等方面同步并进，展览没有

开幕就引发了媒体和观众的高度关注，进一步增强徐州大汉文化的国

际影响力和知名度。此次古埃及文物特展是推动古埃及文明、中国汉

代文明交流互动的一次具体实践，也是促进不同文明融合发展的一次

大胆创新，更是引导创意文化，实现旅游价值的一次创造和体验。展

览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桎梏，完成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徐州

博物馆与杭州博物文化公司合作推出了语音导览小程序，并嵌入专项

观众满意度调查。

乾隆行宫展区自今年新馆开放后，设置了专门的出入口，并将游

客中心建设在乾隆行宫大门西侧，方便游客有选择地进出。乾隆行宫

明成为了游客入馆的第一站，人气也比以往旺了很多。同时，徐州博

物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

意见》中“大力发展夜间文旅经济。鼓励有条件的旅游景区在保证安

全、避免扰民的情况下开展夜间游览服务。”将乾隆行宫建设为“国

潮汉风”体验馆，培树“国潮汉风”文旅品牌，将汉舞、汉乐、汉韵、

汉赋等汉文化符号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到徐州旅游，可以亲身

领略“楚韵汉风”的文化魅力。2019 年 6 月、9 月和 10 月，徐州

博物馆持续每周六晚在乾隆行宫和碑园举行“国潮汉风·徐博之夜”

实景演出。今年为大力培树“国潮汉风·徐博之夜”项目品牌，推动

文化旅游场景创新，打造传统与现代、文明与时尚、包容与开放兼具

的新时代博物馆。丰富文化活动，活化文物资源，顺势而为，顺时而



动，进行品牌化创新，成为徐州博物馆实践文旅融合的一次全新尝试。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参与进来。

（四）公共服务质量全面提升，观众赞誉度高

公共服务水平满意度达到 97%以上。尤其是在公益教育活动和

讲座服务方面，参与活动的观众对活动评价较高，徐州博物馆不仅在

馆内举办系列教育活动，也请馆内专家走进学校、社区去公益讲座，

扩大了教育服务的范围；其次在环境卫生方面，徐州博物馆广泛种植

花草树木，观众们来到博物馆就能感受到鸟语花香；还有预约服务、

讲解服务、 展厅人员服务、前台人员服务、 志愿者服务、会员服务、

营销人员服务、参观氛围、车辆管理服务和票务安检服务等方面，徐

州博物馆都在不断提档升级，使观众获得更加优质的服务体验。

2018 年成立徐州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整合

藏品、考古、陈列、文保、科研、文创等业务部门优势力量，集聚全

馆资源开展社会教育工作；并在馆内选调具备博士学历、副研究馆员

职称人员 1 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区别于一般讲解员的社会教育员 2



名，专职从事社会教育工作。

2019 年建设新的游客服务中心和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发埃及展

语音导览和观众调查小程序；增加智慧化票务门径系统，使观众得到

更加便捷优质的服务，并使用大数据分析观众构成，更加精准化服务；

增加微信语音导览和青少年语音导览服务，使观众能够更加自助选择

参观内容。

编制出台《徐州博物馆讲解员星级管理办法（试行）》《徐州博

物馆免费开放及公共服务运行管理办法》《徐州博物馆推进文明旅游

工作职责》，有力地推动博物馆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2019 年新馆开放后建成新的志愿者之家，增强了志愿者的凝聚

力和归属感。规范化管理志愿者，根据志愿者的服务时长，参与各项

文化讲解、讲座等具体服务情况，编写文稿资料，参与馆内其他部门

志愿工作，给予相应的积分奖励。同时，每年年终评选年度优秀志愿

者、优秀志愿者服务团队，并在全馆年度大会上进行表彰颁奖。目前

徐州博物馆注册登记志愿者已达到 800 余名。

积极吸纳学者、热心公益事业、热爱地方历史文化和优秀志愿者

加入“博物馆之友”，同样由专人负责管理，组织共同参与博物馆建

设、公众考古、文物保护、实地考察等。进一步实现博物馆服务于公

众的职能，提高区域文化发展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推动徐州公共文化

事业融合发展。

目前徐州博物馆正在争创国家一级博物馆，这就要求我们不仅仅

在原有工作基础上进行优化升级，还需要在服务理念和思路上不断转



变和创新，构建出更加符合公众文化需求的服务形式和内容，真正使

博物馆做到“以人为本”，“观众满意”成为博物馆人努力的根本方

向！



Visitor Survey Annual Report of Xuzhou Museum
徐州博物馆观众满意度调查报告

Visitor Satisfaction is the Fundamental Direction Which

The Museum Staff Devote 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