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海 科 房 将

破 旧 的 上 海 辛 克

实 验 老 厂 房 改 造

为 半 岛 湾 时 尚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园 ，
不 仅 为 企 业 提 供

物 理 空 间 ， 还 为

其 搭 建 展 示 自 己

的平台。 袁婧摄

■本报记者 祝越

打造融合科创与文创的园区平台
借着“文创50条”发布的强劲东风，上海科房正积极谋划新的孵化计划———“小顾聊绘画 ”“日食记 ”“半层书

店”“彼此的茶”“天真蓝”……这些看上

去不沾边的词句，其实指向了不同的文

化创意企业，如今它们还有了共同的容

身之所———创意空间 。 提 供 这 个 能 够

激发灵感的 “空间 ” 的 ， 是一家曾经

的房地产企业 、 现在已转型为创意空

间服务商的上海科房投资有限公司。
将拥有 140 年历史的淞沪铁路火

车站旧址改建为大柏树集装箱创客走

廊；将破旧的上海辛克实验老厂房改造

为半岛湾时尚文化创意产业园……目

前 上 海 科 房 已 在 全 市 建 立 了 16 个 园

区，服务 1500 多家企业，拥有园区产业

孵化器共 20 个，在孵项目达 300 多个。
上海 “文创 50 条” 刚刚发布， 上

海科房就有了新的孵化计划———结合

各园区特点 ， 在相应的重点领域助推

文化创意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 努力

打造融合科创与文创的园区平台 ， 为

上海文化创意产业新的发展作出贡献。

老车站变身 “网红 ”创客
聚集地

一台 1988 年生产的老式蒸汽机车

及列车车厢被运回江湾镇站原址 ， 按

照当年车站原貌重新仿造了站台 。 改

建过程中 ， 复建方重新刷上红黑相间

的漆色 ， 修旧如旧 ， 还原蒸汽机车复

古格调 。 几座因施工而 “挪窝 ” 的铜

制雕像也已回归 ， 举信号旗的 、 扳道

岔的， 仿佛正在行使指挥列车的使命。
候 车 厅 上 方 竖 起 的 “江 湾 站 ” 站 牌 ，
伴着头顶轨道交通 3 号线列车驶过的

隆隆声 ， 让人恍若穿越到当年淞沪铁

路江湾站忙碌的场景之中。

去年 ， 上海科房对淞沪铁路江湾

站旧址进行改建升级 ， 使其变身为大

柏树集装箱创客走廊 ， 使用集装箱激

活闲置高架空间 ， 引进多家文化创意

和科技创新型创客企业 ， 使这一创客

走廊成为虹口区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

承载地。
负责遗址纪念地建设和运营的上

海科房总经理助理宋宇峰说 ： “创客

走廊特意引进一些和铁路有关的互动

体验型创客 ， 市民来到这里参观 ， 不

仅能看到历史 ， 还能体会到科技的发

展 。 在历史与现代科技的穿梭中 ， 人

们不但能了解中国铁路的百年发展史，
也能对创新发展对于中国的意义产生

思索。”
在历史遗迹上生长出来的创业园

区 ， 自然也有些与 众 不 同 之 处———老

车站变身而来的集装箱创客走廊已引

进多家众创空间 ， 国内著名众创空间

“蜂巢孵化器 ”、 火车模型展示体验中

心 、 以 铁 路 文 化 为 主 题 的 旅 行 书 吧 、
“日食记” 等多个 “网红” 创客都已入

驻 。 创客张子骅在这里开着一家名为

“彼此的茶” 的创客火车店： 开放式的

煮茶方式 ， 车厢内播放着与火车相关

的电影……张子骅说 ， 园区吸引了许

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来此创业 ， 他们

互相之间经常跨界合作 ， 让运营模式

变得更加多元。

园区服务不仅仅是提供空间

资金是不少企业遇到的难题 。 半

岛湾时尚文化创意产业园内的中版翻

译有限公司在小语种翻译方面有着自

身优势， 曾是 2010 世博会笔译口译项

目赞助商 ， 如今也为 “一带一路 ” 建

设提供翻译服务 。 今年 ， 他们有了开

发互联网新业态的想法 ， 让更多客户

利用手机客户端便捷地参与国际交流，
但苦于没有资金支持 ， 这一项目推进

缓慢。
园区负责人施雯雯得知这一消息，

第一时间通知园区服务部帮助查询相

关政策支撑 ， 在对应的文化基金中找

到了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扶

持资金 ， 但申请难度和过程比想象中

要大得多———项目需要通过园区 、 区

级、 市级三层考核。
“专注翻译事业的中版对如何做

好项目介绍并不在行 ， 跳不出翻译的

条条框框 ， 很难第一时间吸引到评审

人员。” 在园区进行初评时， 园区服务

部负责人陆琳就感觉到了企业的困难。
依托园区系统化增值服务及专业化服

务团队对中版项目进行重新提炼 ， 提

供专业辅导和精细剖析 ， 形成最后的

报告 。 令中版欣喜的是 ， 他们的项目

最终在全市 1800 多个申报项目中脱颖

而 出 ， 获 得 了 200 多 万 元 扶 持 资 金 ，
目前其软件开发已经起步。

施雯雯说 ： “我们要做的服务不

仅仅是提供物理空间 ， 更要为企业搭

建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半岛湾内设

有 一 个 名 叫 “艺 科 湾 ” 的 交 流 场 地 ，
并且经常组织各类活动 ， 就是为了让

园区内的科技类 、 文化类企业能够有

更多灵感碰撞的机会。
借着上海 “文创 50 条” 发布的东

风 ， 上海科房也在研究如何融合科创

和文创 ， 推动文创园区转型升级 。 宋

宇峰介绍， 不少人工智能、 智能制造、
3D 打印、 AR/VR 公司已经在智慧湾科

创园对接 ， 园区将积极调动各方面资

源 ， 着重将科技元素与文化创意相结

合， 充分体现文化创意产业的功能性，
进一步提升园区的经济创新力 、 产业

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 ， 孵化一批主业

突出 、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文化创

意企业。

上海文创典型案例

下一个全球艺术品交易中心，上海准备好了
在近年来相关政策的持续引航下，力求形成艺术品产业整体优势

今年入冬以来， 上海艺术博览会、
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上海廿一当代

艺术博览会、 上海城市艺术博览会、上

海青年艺术博览会等一连多个艺术博

览会于申城密集登场 ，不断升温 ，吸引

海 内 外 收 藏 家 打 着 “飞 的 ”前 来 “一 站

式”看展、选购艺术品。
同样提示着艺术品市场温度的还

有，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高桥 5 号门

附近，上海国际艺术品保税服务中心正

在紧锣密鼓建设中 。 中心建筑体量达

6.83 万平方米，预计明年年初建成并投

入使用， 届时将成为全球面积最大、设

施先进、服务专业的艺术品综合保税服

务体。
上海在朝着全球艺术品交易中心

不断迈进 ， 为前进步伐注入澎湃动力

的，是近年来相关政策的持续引航。 近

日，上海出台 《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

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

“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世界重要艺术品

交易中心之一”。 未来，人们将清晰地看

到这些目标成为现实：进一步优化艺术

品产业发展布局，完善艺术品产业发展

专业配套服务，积极培育和引入合格市

场主体……在专家学者看来，上海作为

国际化大都市 ，凭借城市建设 、技术创

新、金融服务 、区域辐射等方面的雄厚

基础，形成上海艺术品产业整体优势指

日可待。

优化艺术品产业格局
构建集聚优势，健全市场生态

2016 年，上海 426 家艺术品经营机

构创出 59.36 亿元的交易规模。 其中专

业画廊数量约 300 家，全年交易额约 12
亿元；艺术品拍卖机构 80 家，全年举办

专场拍卖会 293 场， 拍卖额为 34.26 亿

元； 全市举办艺术品交易展会 8 个，艺

术品交易额约 8 亿元；经上海口岸进出

口的艺术品数量 8450 件， 出口贸易额

5.1 亿元；艺术集聚区 3 个，总占地面积

10.1 万平方米，吸引 150 余家艺术机构

入驻。
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如今的上海艺

术品市场渐显 “国际范 ”，恰与 “海纳百

川”的海派城市气质契合。 国际拍卖巨

头佳士得落沪四年，保利联姻华谊成立

上海拍卖公司二度举槌，不约而同将西

方经典艺术品引介至国内———毕加索、
夏加尔、萨尔瓦多·达利 、弗朗西斯·培

根等西方一线艺术家作品在佳士得上

海拍卖会上轮番登场 ；“时光遗珍———
英国古堡秘藏西方经典油画”于保利华

谊 2017 上海秋拍创出百分百成交的佳

绩。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海艺术品产业

不仅需要发展，更需要优化、升级、形成

特色。 “优化艺术品产业格局”，被纳入

《意见》，可谓正当时———既包括构建集

聚优势的 “加快推进浦东外高桥 、徐汇

滨江艺术集聚区建设 ”“支持艺术类文

化创意园区发展 ”等举措 ，也涵盖健全

一级、二级市场生态的 “鼓励代理制画

廊发展”“支持各类画廊参加国内外知

名艺术博览会 ”“支持在沪发展的艺术

品拍卖机构做大做强 ”“深化朵云轩等

国有艺术品拍卖机构改革”等细则。
记者了解到，在徐汇滨江———上海

西岸，一系列前瞻性 、系统性思考正让

一个能对标国际、吸引全球目光的文化

新地标呼之欲出。 其中，艺术是浓墨重

彩的一笔 ：龙美术馆 （西岸馆 ）、余德耀

美术馆率先落子 ，筑巢引凤 ；吸引香格

纳画廊、艾可画廊等多家知名画廊入驻

的西岸文化艺术示范区正在发挥集聚

效应；不久之后建成的星美术馆 、油罐

艺术公园 、西岸美术馆 ，还将持续升腾

申城的艺术品鉴藏氛围。
在上海艺博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总经理顾之骅看来，对于艺术品产业的

优化，更应该是优化艺术生态环境。 “比
如，艺术家不能擅自卖画 ，画廊不能随

意给艺术品定价， 这些都将扰乱市场。
优化艺术生态环境，需要从扶持艺术家

的创作开始，遵循‘艺术作品-画廊-拍

卖行-藏家’ 的顺序。 各个环节各司其

职，有序自律，形成持续的健康循环，久

而久之才能让市场达到一个高度。 ”顾

之骅特别提到 “艺术品的自然流通、自

然变现”， 那正是他眼中健康的艺术生

态所具备的重要表征。

鼓励艺术品业态创新
借力互联网思维开启多

种发展可能的同时，还需破解
“痛点”

互联网风驰电掣的当下 ， 深度触

“网”正成为艺术品产业的新趋势，互联

网+艺术也正为艺术品产业的奔跑开启

越来越多元化、多样态、多路径的可能。
在上海， 人们已看到不少新锐的尝试：
“赵涌在线” 不仅成为国内最大的艺术

收藏品线上交易平台之一，也依托泓盛

拍卖将艺术品在线拍卖开展得风生水

起；“艺高高”诞生近四年来 ，做艺术的

全内容供应商 ， 把好的艺术推送给大

众 ； 最近上线的艺术品鉴赏选购平台

“艺品荟”，在全国首创艺术品交易 O2O
模式，让线下消费者避免因信息不对称

而遭受“价格蒙蔽”，线上消费者则实现

了“售前体验”……
“鼓励艺术品业态创新”，在《意见》

中被明确提出。 其中，“大力发展艺术品

电子商务， 重点培育在线艺术品展示、
交易、拍卖、定制等新业态 ”“支持艺术

品物流、仓储 、保险等专业配套服务发

展”等举措，都被视为重要的落点。
值得关注的是，堪称活跃的艺术品

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带来了一些不容忽

视的“痛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艺术

品产业的整体发展。 比如，近几年借金

融创新之名，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在很多

地方状况频出；虚高评估、交易不透明、
不规范等问题依然是艺术品交易市场

中存在的顽疾。 鼓励艺术品业态创新的

同时，有专家提出 “推进第三方鉴定评

估平台建设， 推动市艺术品行业协会、
市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协会建设”。 一

方面通过推动艺术品鉴定评估标准体

系建设，制定和推广科学的鉴定程序和

规则，引导理性消费 ；一方面发挥行业

自律作用，协会建成后将推动有利于艺

术品产业发展的行业标准建设与诚信

体系建设。 艺术品市场研究专家胡志祥

指出：“希望参照国际经验，尊重艺术品

规律，通过立法、执法 ，在规范 、诚信方

面优化艺术品市场，端正风气。 ”深耕细

作 、 稳扎稳打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硬道

理，增强专业水平、提高诚信度，才能真

正与国际接轨。

促进艺术品贸易便利化
开放的自贸区政策试点，

为艺术品通关、展示、交易架
起“绿色通道”

在业内人士眼中 ，进出便捷 、高效

流通好比打通了艺术品交易中至关重

要的“任督二脉”。 为海内外艺术品的交

流交易架起“绿色通道”，自会吸引越来

越多的国际知名艺术机构、 拍卖公司、
艺术博览会来沪举办展示交易 。 此次

《意见》即将“促进艺术品贸易便利化 ”
明确写入。 对于这条通道的探索，上海

可以说是国内的先行者。 2013 年 8 月，
国内首个专业艺术品保税仓库即在上

海自贸区建成并投入运营，推出了艺术

品“先进区、后报关 ”（不涉证前提下 ）、
“保税出区展示”等模式，通过与保税区

海关的协调，实现了艺术品通关、展示、
交易的便利化。

2015 年， 英国艺术家达明·赫斯特

一幅含蝴蝶标本的拼贴绘画如期 “飞”
抵境内拍卖，正是得益于自贸区的便利

化措施。 原本，拼贴绘画中的动物标本

因涉及动物材质需要全面查验， 最终，
“准入证”的发放时间大大缩短，只用了

三天。 这些都是最近几年自贸区相关政

策试点给艺术品流通、交易带来的实实

在在的便利。
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胡环中告诉记者 ：“日趋

便利的交易通道正给上海带来艺术品

产业的能级提升。2017 年通过上海自贸

区 进 出 口 的 艺 术 品 贸 易 总 额 近 70 亿

元，拍卖公司即便是带到北京交易的拍

品，依然有很多是通过上海自贸区进出

的。 ”据他透露，自贸区内还在酝酿更多

突破，比如继续推进先试先行外资拍卖

行拍卖文物。 胡环中预计，随着政策的

进一步开放 、流程的进一步便利 ，保税

仓库、艺术品展示交易厅 、艺术品保税

服务中心、 艺术岛等硬件逐渐齐备，上

海成为世界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的愿

景也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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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桃夹子》共赴“童话”之约
本报讯 （记者徐璐明） 作为上海

芭 蕾 舞 团 2017 冬 季 演 出 季 的 收 官 之

作， 芭蕾舞剧 《胡桃夹子》 上周末在

上海大剧院连演三场。 从 2010 年推出

至今， 上海大剧院版 《胡桃夹子》 已

然成为沪上观众认可的新年节庆演出

品牌， 今年三场演出票早在一个月前

就全部售罄。
《胡桃夹子》 是世界著名古典芭

蕾之一， 故事情节来源于德国作家霍

夫曼的童话 《胡桃夹子和老鼠国王》，
讲述了小女孩克拉拉帮助胡桃夹子战

胜鼠王后， 在魔术师琼斯梅亚的带领

下开启的一段奇幻旅程。
2010 年， 上海大剧院与上海芭蕾

舞 团 联 合 制 作 推 出 了 上 海 大 剧 院 版

《胡桃夹子》， 由上海芭蕾舞团驻团编

导、 英国国家芭蕾舞团前艺术总监德

里克·迪恩为上海芭蕾舞团量身订制。
迪恩在经典故事的基础上， 结合柴可

夫斯基充满儿童特色的音乐， 展示了

传统古典芭蕾之美， 更营造了甜美梦幻

的唯美意境。 同时， 他还巧妙融入了中

国元素以及风趣幽默的桥段。 据悉， 指

挥家张国勇执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
担任 《胡桃夹子》 的现场伴奏。

一版责编/张怡波 编辑/储舒婷
本版编辑/杨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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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经典值得更多更深挖掘
上交新乐季驻团艺术家洛尔蒂奏响丁善德钢琴作品

本报讯 （记者姜方）在新加坡青年

指挥家黄佳俊的执棒下， 上海交响乐团

昨晚携手 2017-2018 乐季驻团艺术家、
法裔加拿大钢琴家路易·洛尔蒂，在上交

音乐厅演绎中国作曲家丁善德的 《降 B
大调钢琴协奏曲》。这也是近年来上交积

极邀请外国艺术家演绎中国故事的又一

次努力， 乐团致力于以各种方式将中国

声音传扬到更广、更远的地方。
洛尔蒂告诉记者，这是他首次演绎

中国作品，为此他特意阅读了不少文献

去了解丁善德的生平，并认为其音乐作

品中有诸多细节值得挖掘。 在《降 B 大

调钢琴协奏曲 》中 ，他感受到丁善德生

命的脉动，也看到中法文化交融碰撞的

影子。
与洛尔蒂一样， 青年指挥家黄佳俊

也是首次执棒丁善德的这首钢 琴 协 奏

曲。在今夏获得乐谱之后，他便开始搜集

相关资料了解丁善德的创作生涯， 并和

上交音乐总监余隆共同分析乐谱， 还聆

听了先前上交演奏该曲时的录音。 即将

于 2018-2019 乐 季 接 任 纽 伦 堡 交 响 乐

团首席指挥的黄佳俊表示， 他希望能在

未来把丁善德等杰出中国作曲 家 的 作

品，带到德国进行演绎。

从 2010 年推出至今， 上海大剧院版 《胡桃夹子》 已成为沪上观众认可的

新年节庆品牌剧目。 （上海芭蕾舞团供图）

■本报记者 范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