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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千亿级规模艺术品交易市场，上海准备好了
北京的艺术爱好者兼新晋藏家梁

先生刚刚确认了11月中旬周末的机

票， 准备打个 “飞的” 来上海 “一站

式” 看展， 同时期待选购一两件 “唯

上海可见” 的当代艺术品。 那个周末

的行程单上， 他要逛的艺博会就有三

个———西岸艺博会、 ART021、 上海青

年艺博会； 排上 “必看清单” 的艺术

展览包括 “日出·光明———莫奈 《日

出·印象》” “时间的形态———蓬皮杜

中心典藏展” 等， 是他从遍布全城多

达数十个展览中精选出的， “从外滩

到西岸， 沿黄浦江走一遍”。

梁先生这张“高效又专业”的行程

单， 透着申城艺术鉴赏购藏一体化平

台的便利， 更得益于正在举办的第二

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所带来的集

聚效应。 正如上海文化艺术品研究院

院长孔达达所指出的： 整合艺术品领

域上下游要素资源， 也恰可被视为上

海近年来朝着千亿级规模艺术品交易

市场奋力迈进的缩影。

构建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

是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三年行动计划

中的重要抓手之一。 从艺术品交易多

呈散点分布，到艺术品交易的“上海时

间”“上海地标”“上海平台”集结亮相、

全产业链元素全面激活，三年的努力，

让这幅绚烂辽阔的蓝图渐渐照进现

实。人们能切实感受到的，还有申城美

术馆及艺术展览影响力的提升、 能见

度的打开，其中既有一批内功深厚、在

全国性评奖中捧获殊荣的， 也有一批

具备创新型经济与流量型经济模式

的， 由此交织的艺术氛围令越来越多

的人们拥有获得感， 为上海跻身国际

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创造出绝佳的先

决条件。

艺术品交易画出的
漂亮上扬曲线背后 ，是
“全周期 ”服务与 “全要
素”生态的逐步构建

三年间申城艺术品交易规模的变

化轨迹， 统计数据最有说服力。 多年来

致力于上海文化艺术品产业大数据研究

的孔达达告诉记者， 2017年， 上海的艺

术品交易总成交金额为123亿元； 到了

2018年 、 2019年 ， 这个数字分别攀升

至212亿元 、 271亿元 。 尽管今年上半

年受疫情影响 ， 交易有些停滞 ， 但就

第三季度的数据而言， 复苏势头明显。

据他预测 ， 眼下?着第二届上海国际

艺术品交易月举办 ， 交易形成集聚效

应， 成绩单定将格外耀眼。 这份信心，

可以说正是近年来数据画出的漂亮上扬

曲线给予他的。

这一引人注目的曲线何以画出？ 孔

达达以多年来深入的行业观察给出分析：

“2018年以前， 上海的画廊、 拍卖公司多

呈散点分布， 各大艺博会的举办时间大

多相互错开。 近三年来， 政府牵头， 市

场自主， 上海艺术品交易的各环节越来

越集中、 完备， 逐步构建起 ‘全周期’

服务与 ‘全要素’ 生态， 由此迸发出的

能量不容小觑。”

去年11月 “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

月” 的创办， 可谓加快落实打响 “上海

文化” 品牌三年行动计划的 “组合拳”。

首届交易月举办的一个月间， 本地及国

内外艺术品机构联动形成 “内外循环”，

的确在激活艺术品交易市场活力方面初

见成效。 当时， 总计百余场艺术展示、

销售 、 拍卖活动于申城此起彼伏 、 交

相辉映 。 规模化效应形成了强大的艺

术磁场 ， 吸引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藏

家 、 艺术从业人员 、 艺术爱好者们竞

相而来 。 仅境外艺术品累计货值已突

破100亿元， 四大艺博会累计参观人数

已突破50?人次。

眼下， 受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影响，

第二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的举办

在业内看来尤显意味深长 ， 或许不仅

仅成为风向标 ， 也将成为里程碑 。 它

所受到的瞩目程度 ， 看看本届西岸艺

博会的参展阵容便可略知一二 ， 在全

球旅行受限的情况下 ， 仍吸引17个国

家 、 36个城市的近百家国内外顶尖画

廊参展， 海外画廊占比超过55%。 ?交

易月揭幕而启用的文化新地标 、 全产

业综合体———西岸艺岛Art Tower更是

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 集齐产业落地整

体配套服务 ； 迎来中央美术学院教学

实践基地 “西岸科技与艺术创新实验

室 ” 入驻 ； 吸引富艺斯拍卖行 、 大田

秀则画廊等全球顶尖艺术品行业机构

“抢滩登陆 ”； 汇聚 “艺岛———来自西

岸保税库的艺术精品 ” 等三大重量级

展览……

美术馆及艺术展览影
响力的提升、 能见度的打
开， 为艺术品交易的促成
创造了基础条件

与上海艺术品交易市场活力升腾交

相辉映的， 是整座城市艺术氛围的愈加

有序、 多元、 浓烈。 不断涌现的新美术

馆， 渐成申城亮丽的风景线。 2018年、

2019年这一增量分别为8家、 11家， 其中

既有程十发美术馆、 西岸美术馆、 上海油

罐艺术中心之类的地标性美术馆， 也不乏

可·美术馆这样地处青浦练塘镇的乡村美

术馆。

但细心的专业人士都知道 ， 在全城

全年平均每天有三 、 四个艺术展览开幕

的红红火火背后 ， 近三年来申城美术馆

总数基本维持在80余家 。 这是由于2018

年8月上海推出首个省级美术馆行业管理

规范性文件之后 ， 对美术馆年审加强把

关 ， 对艺术展览则不求数量但求质量 。

由此辐射出的效应 ， 全城全年美术馆累

计接待的观众人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

考维度———2017年至2019年 ， 这个数字

依次为617?、 677?、 841?。 上海市美

术馆协会作为长三角地区首家省级美术馆

行业组织的正式成立， 更标志着申城美术

馆正以提升的公共文化服务能级， 进一步

擦亮 “上海文化” 品牌。

国际知名艺术家、 艺术机构的首展首

秀纷至沓来， 以及展览在国字号评奖中屡

获殊荣 ， 共同标刻着申城艺事的高

度 。 阿根廷知名 “错觉 ” 艺术家莱

安德罗·埃利希首个中国个展、 殿堂

级美国摄影师辛迪·舍曼首个中国个

展 、 法国蓬皮杜中心在亚洲的首个

合作项目 、 20世纪美国艺术大师亚

历克斯·卡茨在中国的首个美术馆级

大展……都是近三年来登陆申城的

著名艺术展览 。 即便眼下处于疫情

防控常态化阶段 ， 世界 “顶流 ” 艺

术真迹依然于上海集结 ， 莫奈被誉

为 “印象派开山之作” 的 《日出·印

象 》 与蒙克家喻户晓的 《呐喊 》 主

题作品都来了 ， 分别领衔这两位世

界级艺术大师的特展 。 而 “全国美

术馆优秀项目评选” 中 “全面开花”

的成绩单， 是对美术馆 “上海方阵”

深厚专业内功的肯定———2019年度

的这项评选中 ， 上海共有十个项目

入选 ， 共对应十多家美术馆 ， 这份

成绩单稳居全国第一。

申城艺事的广度， 则不妨借由蓬

勃的流量型网红展生态和无限延伸的

社区美术馆实践来一探究竟。 流量型

网红展在申城的艺术生态中尤为突

出 ， 屡屡催 生 文 化 消 费 新 热 点 。

“TeamLab无界上海 ” 展 、 “三体 ”

时空沉浸展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 以

声、 光、 电等多媒体手段营造或梦幻

或炫酷的浸入式体验， 吸引观众忙不

迭地打卡、 自拍， 火了展览票房， 也

“带货” 与美学接轨的品质生活方式。

形形色色的社区美术馆， 从中心地带

到市郊乃至乡村， 正全面渗入申城的

肌理， 亦很难不引起注目。 刘海粟美

术馆发起于2018年的 “粟上海” 就提

供了一个范本， 成为大众可参与、 能

认同、 有温度的 “家门口的美术馆”，

目前已开到第四家 ， 足迹遍布愚园

路 、 虹桥商务区 、 江川路 、 控江街

道 ， 未来还将在更广泛的区域持续

“生根发芽”。

在业内专家看来， 当艺术之于大

众越来越触手可及， 并且生成越来越

强大的吸引力， 包括艺术品交易在内

的艺术消费习惯的形成可谓水到渠

成。 这同样意味着上海迈向国际重要

艺术品交易中心， 指日可待。

交通工程建设提速，出行更便利

昨天：黄浦江上可供行人“慢行”的昆阳路越江大桥通车
首条穿越浦江的市域铁路机场联络线进入全面建设

昨天，昆阳路越江大桥（即闵浦三

桥）主线建成并开放交通，这标志着闵

浦二桥和松浦大桥之间长达10公里黄

浦江岸线无越江通道的情况成为历史。

也在昨天，上海首条穿越黄浦江的市域

铁路机场联络线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十三五”收官之年，上海交通工

程建设不断提速， 市民出行越来越便

利———今年， 纳入市重大工程计划的

交通工程共计57项（60个），计划开工9

个，完工8个，有序推进43个（含推进全

面开工 4个 ）， 占全市重大工程的

36.7%。今年底之前，备受市民关注的

轨道交通18号线一期南段 （航头—御

桥）、10号线二期、15号线等也有望建

成通车， 全市轨道交通将再度增长约

67公里。

一座人可行走的越江大桥

昆阳路越江大桥是黄浦江上第13

座越江大桥。 记者昨天驱车从位于奉

贤区的庄行镇端出发， 经昆阳路越江

大桥，5分钟后就抵达对岸闵行区的马

桥镇。以往，这段路需绕道走沪闵公路

跨越黄浦江，费时40多分钟。

值得一提的是， 昆阳路越江大桥是

一座可供行人通行的黄浦江大桥。 设计

初期便考虑到行人与非机动车通行过江

需求， 主桥的整体式箱型主梁采用了独

特的“错层布置”设计，上层供机动车辆

通行，双向6车道；下层供行人和非机动

车通行， 可通过两岸16部垂直电梯到达

主桥的下层桥面， 实现过江。“人非慢行

交通越江系统” 在确保运行调试和运营

保障的前提下， 力争于12月底对社会公

众开放。

机场联络线建设按下加
速键

根据规划， 机场联络线将于2024年

建成，届时浦东、虹桥两大枢纽间预计中

转运行时间在40分钟之内。此次，机场联

络线全面开工的时间大大早于计划。其

背后是“放管服”改革的助力。

在各方协调配合下，该建设项目3个

月内完成了东段征地、 征房和劳动力保

障签约。9月底， 市规划资源局在短时间

内完成农转用的联审及批复， 这也是上

海首个承接国家用地审批权试点后的农

转用批复。

机场联络线建成后将有效缓解部分

线路客流压力，丰富上海轨道交通层次，

进一步增强浦东和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对

长三角区域乃至世界的辐射作用， 为提

升上海全球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落

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提供有力

支撑。

地铁三线有序推进

备受市民关注的轨道交通建设正有

序推进———18号线一期南段 （航头—御

桥）、10号线二期、15号线的试运行演练、

装饰安装、 机电系统调试和信号列车调

试等各项工作稳步进行。

18号线一期南段工程包含航头站至

御桥站，共8座车站，运营里程15公里，包

括航头站、下沙站等共8座车站。

10号线二期为10号线一期工程的东

延伸段， 起于10号线一期新江湾城站，终

点为基隆路站，经过杨浦区、浦东新区，线

路全长9.5公里， 其中高架线约6.32公里，

敞开段约0.60公里，地下线约3.17公里。

15号线起自宝山顾村公园站， 途经

宝山、普陀、长宁、徐汇、闵行5个行政区，

止于城市西南部的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该线对加强城市西部内外环

线之间的服务、带动沿线区域发展、汇集

并转换沿线相交轨道线路客流、 均衡网

络客流有着疏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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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三年行动计划成果系列之四

申城绿道总长已达 1093公里

今年：2 ?绿道外环绿道实现浦西段 55 公里基本贯通
3 ?绿道苏州河绿道中心城段年底将基本贯通

如今， 在上海， 可供市民游客漫

步的绿道越来越多。 春夏如绿链， 秋

冬似彩带， 这些绿道点缀在都市间，

不仅彰显出区域特色 ， 更承载着文

化内涵 。 市绿化市容局昨天透露 ，

上海已建成绿道 1093 公里， 全面完

成了 “十三五” 时期上海绿道规划建

设目标 。 并且 ， 绿道还将不断 “生

长” ———“十四五” 时期， 申城将再

添 1000 公里绿道。

年增200公里绿道 ，生
态空间可居可游

每年增长 200 公里， 持续拓展的

申城绿道让城市绿色生态空间不仅看

得见， 更能走得进。 比长度更重要的

是， 上海通过以滨水空间为代表的绿

道系统建设， 对标国际一流水平， 推

动形成绿色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经过近三年的规划建设， 苏州河

普陀段绿道建设步入尾声， 与 “苏河

十八弯” 美景以及沿河两岸的近代工

业遗存遥相呼应， 既满足了周边居民

健身休闲的需求， 又完美呈现了苏州

河的多样风情。 半岛花园小区附近的

绿道刚刚完工， 这段长约 940 米的绿

道上， 灯光、 路面焕然一新， 增设的

廊架可供行人休息， 爬小山、 钻小洞

等儿童娱乐设施也一应俱全。

据了解 ， 苏州河在普陀区有 21

公里岸线 ， 根据实际条件将打通 19

个断点、 6 公里长的苏州河绿道。 目

前， 苏州河南岸 （半岛花园段）、 真

如港沿线合计 3.75 公里已建设完成；

苏州河南岸 （武宁路—曹杨路段 ）、

苏州河北岸 （宝成桥—武宁路桥段）

仍在推进中 。 同时 ， 沿河老绿地也

将改造提升 ， 苏州河岸线公园加快

建设。

起始于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的

黄浦区苏州河东段绿道上月底竣工，

全长 768 米的绿道串联起周边的街心

花园、 公共绿地和口袋公园。 市民漫

步绿道， 不仅可以移步换景， 还能观

赏到四季不同的风光。 绿道材质采用

马赛克水磨石混凝土， 不同于传统绿

道的沥青， 体现了老上海风貌特色。

大手笔泼绿 ， 更多色彩
和文化底蕴支撑

今年是 “十三五” 收官之年， 也是

绿道建设连续被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的

第四个年头。 上海大手笔泼绿， 让绿道

依托绿带 、 林带 、 水道河网 、 景观道

路、 林荫道相伴相生， 诞生了一个个风

格鲜明的生态休闲空间。 尤其是市级绿

道中， 1 号绿道黄浦江滨江绿道 45 公

里于 2017 年贯通开放 ， 2 号绿道外环

绿道今年实现浦西段 55 公里基本贯通，

3 号绿道苏州河绿道中心城段将于今年

底基本贯通。

在绿道的营造上， 只有绿意是不够

的 ， 还需要更多色彩和文化底蕴的支

撑， 有足够吸引人亲近的亮点。

苏州河普陀区段绿道从三个景观层

次进行谋篇布局。 在滨河植物的品种选

取上， 紫薇、 玉兰、 樱花等花树烘托苏

州河畔的无限风光； 在步道沿线的植物

布置上， 挺拔的乔木增加了遮阴性， 搭

配樱花、 鸡爪槭、 红枫、 紫薇等精品观

赏苗木， 形成独具特色的植物景观； 在

节点植物的营造上， 首次在绿道景观中

尝试种植金叶满天星、 矾根、 多花筋骨

草等新品种， 使之成为人们进一步亲近

自然的载体。

黄浦区九子公园绿道以八仙花为

特色， 凸显老上海传统游戏的趣味性。

河南路桥往东段以蓝紫色系植物为主，

栽种着鸢尾 、 百子莲 、 紫娇花 、 翠芦

莉 ； 四川路桥往西段布置了金娃娃萱

草 、 金叶石菖蒲等黄色系植物 ； 樱花

谷段种植着早樱 、 松月晚樱 ， 展现粉

色浪漫情趣 。 除此之外 ， 徐汇区桂江

路的浪漫樱花绿道， 闵行区老沪闵路、

莘庄立交的傲雪梅花绿道 ， 静安区彭

越浦的月季花墙绿道 ， 都已是响当当

的 “网红道”。

绿道为轴、 江河为脉。 “十四五”

时期， 上海将新建绿道 1000 公里， 厚

植绿化 、 彩化 、 珍贵化 、 效益化的

“四化” 特色； 将率先启动 “上海大都

市圈绿道网络 ” 计划 ， 实施长三角示

范区绿道建设 ， 依托生态廊道及张家

浜 、 淀浦河等滨水绿道 ， 构筑 “三环

一带 、 三纵三横 ” 绿道骨干网络并串

联成网。

荩昆阳路

越 江 大 桥 主

线 昨 建 成 并

开放交通 ，奉

贤 庄 行 镇 与

闵 行 马 桥 镇

之 间 车 程 由

40 多 ? 钟 缩

短为 5 ?钟。

（上海城投
集团图）

苏州河普陀段鸟瞰。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①近日启用的文化新地标 、 全产业综合

体———西岸艺岛 Art Tower 外景。

②上周末落幕的 2020?一带一路”艺术上海

国际博览会现场。

③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以莫奈《日出·印

象》为代表的世界?顶流”艺术真迹依然于上海集

结。 （均馆方供图）

制图：冯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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