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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成为国际艺术机构最青睐的城市
孔达达

“上海文创 50 条 ” 发布近四年
来 ， 上海已经在艺术品市场的国际化
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 国际画廊纷
纷入驻西岸和外滩等区域 。 ART021、

西岸艺术和设计博览会以及影像上海
艺术博览会吸引了高比例的国际画廊
参展。 2019 年， 三家博览会的国际画
廊占比分别为 72%、 45%和 51%， 成
为国内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艺术博览会。

上海已然成为国际艺术机构登陆中国
内地的首选城市。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2020 年上海
市艺术品进出口额达 52.47 亿元， 占
全国艺术品进出口总额 （92.88 亿元）

比重高达 56%， 是北京市的 7.38 倍；

其中， 出口额为 20.86 亿元， 全国占
比 44% ； 进口额 31.61 亿元 ， 占比
69%， 上海实现了中国内地一半以上的
进出口额 ， 是名副其实的国内艺术品
国际贸易中心。

上海是如何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异
军突起 ， 成为国际艺术机构在内地最
青睐的城市？

首先 ， 明星级的国际艺术活动发
挥了良好的宣传作用和带动效应 。 上
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连续两年成功举
办 ， 已形成强势品牌效应 ， 在此期间
举办的四场艺术品博览会 ， 吸引了大
量艺术品买家和爱好者 ， 各项艺术活
动辐射全城近 40 家美术馆及城市空
间,联动起整个上海的艺术生态， 产业
带动效应明显 ， 成为近年来国内最具
影响力的艺术市场活动之一 ， 知名度
逐年增加 ， 对长期关注中国艺术市场

的国际机构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 交易
月期间， ART021 和上海西岸艺术和
设计博览会强劲的销售能力 ， 也增加
了国际参展商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大型国际活动的成功举办促进了
国际商品的流通 ， 事实上 ， 在 2019

年首届国际艺术品交易月举办之际 ，

上海市已经在艺术品跨境贸易中独占
鳌头 。 这一年全市艺术品进出口总额
翻了十番。 2020 年中国艺术品进口总
额整体下跌 21%， 而上海的跌幅则只
有 11%。

庞大的高净资产人群和他们所拥
有的强大购买力是艺术市场成长的核
心动力 。 在这一点上 ， 上海本身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 。 贝恩公司和招商银
行联合发布的 《2021 中国私人财富报
告》 显示， 2020 年上海可投资资产在
1000 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数占全国的
17%， 达 44.54 万人， 与浙江省基本
持平 ， 位列国内前茅 。 高净值人群的
资产总额占全国的 20%， 达 16.8 万
亿元 ， 仅次于浙江省 （21%） 。 2020

年中国高净值人群人均持有可投资资
产约 3209 万元。

外滩和西岸艺术区以其独有的地
理环境优势和政策利好 ， 吸引了众多
国际知名画廊入驻 ， 成为中国内地国
际画廊最集中的区域。

外滩地区交通便利 、 人群集中 ，

遍布地标性的历史建筑 ， 成为首选 。

在设计展厅时画廊将外景与室内装饰
相融合 ， 突出建筑本身的文化特征和
美感 。 例如 ， 国际画廊贝浩登 、 里森

画廊、 阿尔敏·莱希入驻虎丘路的 “琥
珀大楼”； Edward Ressle 则选择了
上海银行旧址， 这些西方画廊的落户，

与外滩沿岸的美术馆和文化地标交相
辉映 。 近年来久事美术馆 、 复星艺术
中心和外滩美术馆等 ， 不断推出热门
国际大展， 人气暴涨， 渐成气候。

徐汇区大力支持艺术产业开发 ，

徐汇滨江成为上海乃至全国闻名的艺
术区 。 龙美术馆 、 余德耀美术馆 、 西
岸美术馆 、 乔空间 、 油罐艺术公园 、

teamlab 等知名艺术机构， 以及知名
艺术家 、 设计师工作室竞相入驻 ，

徐汇滨江艺术区的兴起 ， 吸引了一
批国内外画廊入驻 ， 渐成国际艺术
聚集社区 。

近年来持续下调的增值税和关税
也为国际艺术品交易创造了良好的政
策环境 。 根据 2019 年发布的 《关于
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我
国进口货物的增值税率下调至 13% 。

对于企业购买行为 ， 还可以凭增值税
发票依照相应的税务制度进行抵扣 。

艺术品的进口关税则根据作品媒介的
不同分别有所下调 ， 下调后摄影作品
的税率为 6% ， 油画和雕塑作品仅为
1%， 装置艺术 （Installation） 为
0%。 事实上， 无论购买的是境内艺术
品还是境外艺术品 ， 都需要缴纳 13%

的增值税 ， 而关税水平的降低 ， 则大
大减少了进口商品的综合税率 ， 缩小
了艺术品的区域性差价 ， 对进口艺术
品的销售起到了利好作用 ， 加强了对
国际画廊的吸引力。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召开无疑
也对吸引国际机构产生了正面影响 。

2020 年 10 月 12 日 ， 财政部 、 海关
总署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 《关于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展期内销售的进口展
品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 其中将文物
类展品纳入优惠政策支持范围 ， 规定
在进博会展期内 ， 每个展商销售文物
类展品可享受 5 件免征进口关税 、 进
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上海自贸区利用政策优势 ， 引
进国际优质艺术资源 ， 实行艺术品
先进区 、 后报关 ， 并实现了以保税
的方式出区展示 ， 降低了流通成本 ，

促进进口商品高效流转 。 无论是从
展览还是交易角度 ， 都能够让海外
优质的艺术标的物便捷 、 快速地入
关流转 。 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还与 ART021 共同打
造 “FTZART+ART021*365” 全年艺
术品展示及交易平台 ， 力求为艺博
会的参展商提供包括国际物流通道
服务 、 保税展示 、 布撤展 、 外汇结
算等在内的 “一站式 ” 专业服务 。

此外 ， 参展商还可获得上海自贸区
提供的优惠费率方案 ， 包括作品展
出后 6 个月免费保税存储 ， 可降低
其运输及清关成本 。

政策的利好直接体现在了画廊对
合作艺术家的选择上。 2021 年 3 月雅
昌艺术网对上海 30 家画廊进行了抽样
调查 ， 结果显示 ， 有 11%的画廊代理
的国际艺术家占 90%以上 ， 另有 33%

的画廊代理同样数量的中国和国外艺

术家。 在关税直降为 1%之后， 相比较
国内艺术家的作品来说， 性价比较高，

藏家更容易接受 。 画廊引入有市场竞
争力的国外艺术家 ， 促进了艺术品进
口 。 对于艺术市场密切关注的国际画
廊们 ， 观察到上海藏家对西方艺术品
越来越高的接受度 ， 加强了入驻上海
的信心。

可以说 ， 经过近四年的努力 ， 上
海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的蓝图已具雏
形 。 在艺术品跨境贸易 、 艺术博览会
的发展和吸引国际艺术机构入驻等方

面成绩斐然 。 海纳百川的文化传统 ，

开放的商业氛围 ， 得天独厚的营商环
境 ， 与国际接轨的专业人才 ， 高效的
政务水平 ， 优惠的税收政策 ， 具有国
际视野的买家群体 ， 以及完善便利的
跨境贸易服务体系 ， 共同缔造了上海
艺术品产业的国际化特征 。 上海市民
良好的审美品位 ， 对新事物的包容和
接纳能力都是艺术市场得以长足发展
的基础。

（作者为上海文化艺术品研究院
院长）

1851—1852 年由约翰·埃弗里特·米莱创作的 《奥菲莉娅》， 在浦东美术馆

陈列。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一根根不起眼的“艺术线头”，
牵出社区文化未来的无限可能

有着 34 年楼龄、13 层高的东昌大

楼， 呈 L 型伫立于浦东南路东昌路路

口，灰黄色外墙有些笨拙 ，与不远处高

耸入云的陆家嘴 “三件套 ”形成鲜明反

差。 近日，这幢“老”楼里推出上海首个

“楼道美术馆 ”———陆家嘴记忆系列展

之“瞭望塔上下 ”，居民参与布展 ，志愿

担任艺术展讲解员，小小展览登上了同

城热搜榜单。

艺术给城市带来的一点点微小改

变，已是令人欣喜。 事实上，就在这座城

市，就在身边熟悉的社区 ，艺术正以形

形色色的方式连接日常生活。 它们或许

以不起眼的方式存在，未必营造出一道

道显见的亮丽景观，却像一根根充满生

机的线头，牵出从社区到城市未来的无

限可能。

推开家门，在“楼道美
术馆”同一高度回望昨天，
其中有件特殊展品改了六
次，充分调动起居民创作
积极性

东昌大楼承载着无数老浦东人的

温暖记忆 ，而大楼变身上海首个 “楼道

美术馆”———七楼连接一户户住宅总计

50 余平方米的公共走廊，孵化出首展陆

家嘴记忆系列展之“瞭望塔上下”。 这是

一个与周边居民颇有“连接感”的展览。

此次首展的主角，是 1951 年建成、1999

年又为了配合世纪大道工程而被爆破

拆除的东昌路消防瞭望塔。 东昌大楼对

面，恰是当年这座瞭望塔的所在地———

高约 24 米的它，曾是浦东的制高点，消

防战士无数次站在这里第一时间发现

火情。而展览所在的东昌大楼七楼楼道，

高度几乎与从前瞭望塔的高度持平。

20 张精选的老照片汇集于此，它们

均为曾经的东昌消防中队瞭望兵赵解

平拍摄， 记录下瞭望塔与周边风貌、瞭

望塔爆破消失的瞬间、消防员工作与训

练时的情形，也记录下浦东高度不断被

刷新的过程。 历史和现实在同一取景框

内交叠，将居民们的回忆带到今天。

值得一提的是 ， 展览中还有一件

特别的展品 ， 充分调动起居民们的创

作积极性 ， 也让这个展览真正属于他

们自己 。 那是东昌路消防瞭望塔的复

刻模型 ， 以历史照片为底本 ， 根据居

民的回忆不断推敲细节 ， 前后总共修

改了六次。

69 岁的叶芝英， 1990 年起就住在

东昌大楼七楼。 说起这个推开家门就能

到达的美术馆， 她很是自豪， 主动请缨

参与布展全过程， 还自愿担起楼道里影

像设备日常播放和展品日常维护的工

作。 “30 多年了， 我慢慢变老了， 陆

家嘴慢慢 ‘长高’ 了！” 叶芝英坦言很

乐意为走进展览的人们导览 ， 说说自

己的故事 ， 也说说这座城的故事 。

近一年来，包括东昌大楼在内的东

昌路片区———陆家嘴中心区域中唯一

的老旧片区 ，都在艺术的催化下 ，经历

着可喜的微更新。 大半年前，东昌新村

非机动车棚经由专业团队改造，变身整

洁的“星梦停车棚”，迎来上海大学博物

馆 “三星堆 ”特展的图片展———每当居

民推车出门或是回家停车时，便会与艺

术相遇。 令策展方意外的是，居民的热

情赋予这个展览持续的活力与影响力。

不少居民自发担任起展览的导览志愿

者，其中就有 75 岁的老居民陈国兴。 他

的讲解很是接地气 ， 不时切换成上海

话，眉飞色舞掌控全场。 并且，展览在这

里竟然是可传递的。 一位居民带着小孙

子前来参观 ，回去后 ，这位小朋友从网

上找来三星堆的漫画， 重新排版分享，

社区里更多小朋友由此得以了解文物

的故事。

激起百年顺昌路更多
的记忆涟漪，凝结为一枚
时光胶囊，给这片区域的
转身与前行带来更多动力

7 月一个周末的上午，20 余位小伙

伴相约在中共一大·新天地地铁站 ，朝

着不远处的百年顺昌路出发，开启了以

“顺昌饮食”为主题的行走与漫游。

以“嗅觉”为引领，位于合肥路近顺

昌路的 “华业饮食店 ” 成为此行第一

站———豆浆 、油条 、麻球等早餐麻溜地

买起来！ 主营馄饨和汤团，仅收现金，一

到下午五点就关门，没到饭点等位也成

问题……尽管有着诸多限制，30 平方米

左右、仅能放下四五张小桌的百年老店

盛兴，还是不容错过之处。

跟着领路人武林帕克、怂儿以及顺

昌路上的老居民倪阿姨，这条路上不少

已经远去的饮食故事在他们充满回忆

的讲述中回来了。 合肥路顺昌路路口的

凹凸大厦， 其前身便是创立于 1923 年

的天厨味精厂 ， 中国第一家味精生产

厂。 前不久歇店的“阿姨排骨年糕店和

点点”，上海但凡关于排骨年糕的榜单，

它都榜上有名。 在顺昌路开了近 20 年

的这家店，一直只卖两样东西———排骨

年糕和春卷，价格非常感人。 店名中的

点点，一只胖乎乎的猫 ，是名副其实的

店宠，它的照片在店里随处可见。

这样一次寻味之旅，是随顺昌路城

市更新项目推进而启动的 “记忆市

场———粟上海顺昌路艺术项目”中的组

成部分。

北至太仓路 ，南至徐家汇路 ，不算

太长的顺昌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完好

地保存着这座城市的烟火气———点心

店、百货店、食品店、影楼、鱼档 、菜场 、

剧院……应有尽有。 隐匿于这条小马路

上的上海美专旧址， 更曾见证中国艺术

教育改革。 新一轮城市更新使得它们不

得不面临转身，而“记忆市场”则以对于

区域文化的挖掘与梳理， 联结这条路的

过去、 现在及未来， 为其开启 “文化焕

新”。

这其实是一个非典型的社区艺术

项目———在这条路上，人们看不到艺术

家在墙面上进行涂鸦，或是搭建雕塑与

装置进行展览，取而代之的是以行走与

漫游、放映与讨论、实景沉浸剧场、播客

和众筹出版等方式， 建立从市民生活、

社区记忆到历史文化三条轴线进入百

年顺昌路的契机。

每一次相关活动 ， 都像丢石子 ，

激起越来越多的涟漪 。 有人发现这条

路上有一幢建筑 ， 对外呈西洋式 ， 对

内则是徽派 ， 这是否与主人的思想观

念有关 ？ 有人惊讶于这条路上颇有年

代感的人民照相馆依然具有感召力 ，

一对金婚夫妇执意携手回到当年拍下

结婚照的这里 ， 重拍一张结婚照……

很多来自个人的记忆碎片彼此重叠 、

交错而后互相碰撞 ， 形成交换机制 ，

拼凑成一种更为多元的关于顺昌路的

认知与理解。

未来， 这些记忆碎片将汇集办展，

甚至永久留存在或将选址顺昌路的“粟

上海”社区美术馆中 ，凝结为一枚能够

为人们细细品味的时光胶囊，给这片区

域的转身与前行带来更多动力。

工人新村里，隐藏着
神一样的未来生活原型
街，居民们的品质生活与
创客们的前沿实验碰撞出
奇异火花

四平路上一处不起眼的白色拱门

里，隐藏着一条神一样的小弄堂 ，长约

200 米的“NICE2035”未来生活原型街。

弄堂两边是老旧的工人新村，沿街普遍

却是早餐店、烟酒行、洗烫店、菜市场等

与科技、设计、玻璃、声音等高尖端实验

室的混搭。 当小区居民晾晒的衣被和阿

斯顿·马丁与同济合作的全球首个海外

设计实验室里的百万级跑车“同框”时，

不免产生奇异的张力。

曾经 ，这是一条 “脏乱差 ”的小弄

堂。 三年前，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在

此用设计创意的力量撬动起一系列关

于未来生活方式的实验，并由此探路社

区治理和城市更新,让科学家、艺术家与

居民共同参与创新实践，让科技、创新、

艺术更接地气。而今，从这条小弄堂向周

边辐射开来的一整片社区已然日新月

异，从“消费末端”进阶为“创新源头”。

显而易见的改变，首先在于周边一

整片街区美了起来：花坛披上彩色的外

衣，围墙有了斑斓的点缀 ，树坑变身镜

面不锈钢展台……但事实上，这绝非一

个传统意义上的风貌整治工程，而是支

撑着上海“五型经济 ”“四大品牌 ”向杨

浦聚集全球人才、让环同济知识经济转

型升级。

赤峰路上焕然一新的公共电话亭，

在设计的力量下获得了重新定义。 其形

体元素保留了城市记忆要素以及引发

人们情感共鸣的符号，同时更具现代性

与交互性， 集合实体展示与虚拟 AR 体

验，激发起市民的参与性和探索感。 既

能发挥应急通话功能， 又是 NICE2035

信息查询亭以及街头迷你艺术馆。 这样

的城市老旧“零部件”的转身，呈现出智

慧社区背景下对于未来城市街头公共

信息服务厅的探索。

去年这条小弄堂上增加的 “新成

员 ”———NICE Commune 好公社 ， 则是

在测试人与人、 人与美好生活的相遇，

还有怎样的可能。300 平方米的空间里，

既有私密的会议室，也有开放的瑜伽房，

还有颇具互动性的共享厨房和咖啡吧

台。 冥想音乐会、瑜伽练习课、职场加油

站、斜杠青年分享、手作 DIY、家庭园艺交

流派对……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使得这

方空间成为名副其实的“公共会客厅”。

社区是一个天然的跨学科场所，无

论什么项目都可以在这里试错。 而当老

旧社区逆龄生长 、活力满满 ，对于这里

的居民来说，何尝不是品质生活带来的

莫大幸福感。 他们也在参与和组织活动

过程中，从服务对象变成了给予服务的

人，这又成了另一种满足感。

①“NICE2035”未来生活原

型街。 ②陆家嘴记忆系列展

之“瞭望塔上下”。 ③《顺昌

路：一个对话的机会》。

艺术将如何赋能社区，值得进一步思考

“艺术介入环境空间和社区， 逐
渐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城市软实力。”

长期致力于研究以艺术手段激活城市
空间的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设计系
教授程雪松告诉记者。 艺术的能量为
何这样惊人？ 在他看来， 这一方面与
艺术的可显示性相连， 使得它们能够
成为快速传播、 产生影响力的有效载
体。 另一方面则与艺术追求个性、 拒
绝套路的天然属性有关。 艺术自带高
浓度的情感和文化信息， 使得它们介
入社区时格外鲜活， 能够赋予所处环

境以意义和内涵。

程雪松说 ， 艺术之于城市的更
新， 从前大多指的是物理空间上的改
变， 带来景观上的美化， 形象上的改
善。 如今， 这种更新更是全方位且有
着更深层次内涵的， 有的带来业态上
的改变， 有的探索社会治理， 有的实
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 有的促成生
活方式的变化， 有的提高当地居民对
于城市进步的价值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 很多时候艺术手
段的使用， 不仅是解决问题， 更是解
答问题。 程雪松举例， 崇明此前很长
一段时间发展相对滞后， 而当年轻的
创客们来到这片土地， 以稻田为媒创
作公共艺术， 吸引了人气， 当地老百

姓开始渐渐关注起自己的家乡。 以往
被遗忘的地方， 有更多的崇明籍青年
创客回来开办民宿 、 开展文化创业 ，

这片土地也由此获得了更多社会资本
和文化资本。 又如近年上海北外滩街
道商铺店招改造中， 美院师生倾听小
业主心声， 把他们的诉求转化为门窗
和墙绘的艺术设计， 在精细化的美学
表达中传递城市的温度和文化的认
同。 再如前段时间上海美术学院设计
系参与的 “福州路青年创想计划 ”，

以文教结合方式将 “打造福州路未来
式” 引入课堂， 调动起学生们的奇思
妙想， 有人以金宇澄 《繁花》 中的故
事情节作为组织外文书店空间布局的
线索， 有人将独具海派建筑风格的弄

堂建筑结构引入古籍书店空间， 还有
作品以新形式的视听语言重构书店销
售空间， 这些都是为了吸引 Z 世代更
频繁地来到福州路上众多老牌书店 ，

推动传统文化街区的复兴。 “艺术迸
发的这种能量或许未必立竿见影， 在
新媒体的推动下， 却能带来一些新的
思考， 建构出新的场域， 给城市带来
更新的动力和契机。”

正因如此， 程雪松认为， 艺术该
如何服务基层 、 重塑社区 、 更新城
市， 怎样发挥更多积极正面的作用 ，

值得进一步观察和思考。 并且， 这已
经不仅仅是艺术界的事， 而是需要将
政府、 高校、 民间、 社会等方方面面
的力量聚合起来。

①

②

③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