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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集群+新技术+文化贸易

上海：文化名城打造文创新高地
本报记者 李 哲 沈则瑾 李治国

上海，历来是梦想家的乐土。如今，
一股新的创业热情又从上海市文创产业
中迸发。据统计，2015 年末，上海市文
创产业总产出和增加值从“十一五”末的
5499 亿 元 和 1673 亿 元 ，快 速 增 长 至
12074 亿元和 3020 亿元。文创产业增
加值已占全市 GDP 的 12.1%，“十二五”
期间年均增长率均高于全市GDP增速。

高企的发展速度让人咋舌，文创产
业为何如此青睐这片热土？围绕上海文
创产业的面貌、特征、内在动力机制等主
题，记者进行了深度调研，一探究竟。

特色文创集群遍地开花

傍晚时分漫步于苏州河畔的莫干山
路50号——上海M50创意园区，城市晚
高峰的拥堵被一道涂鸦墙隔离在外，充
满艺术养分的空气让人沉醉。十多年
前，这里本是一片被遗忘了的旧厂房和
破损不堪的老式民房所在地，其破旧与
古老似乎已与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格
格不入。随着艺术家们的自发集聚，艺
术气息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随后，
建筑设计、服装设计、家具设计、艺术书
店、音乐商店等文化创意产业的活跃赋
予了这里别样生机，M50 也就成为了上
海最为知名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之一。

上海木马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就
坐落其中。“公司早在 2002 年就在这里
创立了，目前已经在全球布局了 6 个分
部。在上海做设计，产业环境好，政府很
重视，从政策到资金都有较大的扶持力
度。同时，上海的设计产品市场需求量
比较大，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也较
强。”木马设计联合创始人之一梁嵩说。

据悉，在生长于 M50 的十几年间，
木马设计公司完成了千余项产品设计，
服务超过 50 家世界 500 强客户，荣获德
国红点奖、美国 IDEA 设计奖、中国红星
金奖等超过60项国际重要奖项。

城市洼地摇身变为文化创意的时尚
高地。类似于 M50 这样的华丽转身在
上海比比皆是。M50、8 号桥、田子坊等
各具特色的文创园区都有着清晰的产业
定位；德必易园、越界等品牌文创园区已
经走向全国并走出国门；锦和、德必等企
业已进入上市程序⋯⋯经过了初期的自
发生长阶段，目前这些园区正朝着专业
化、连锁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活跃的园区会吸引优秀文创资源的

聚集，实现示范效应和乘数效应。“文创
产业怎么搞？一定要抓住牛鼻子，园区
就是牛鼻子。”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进
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跃华说，“截至
目前，上海共认定 128 家市级文创园区，
其中 10 家为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
区，此外还有 100 多家区级文创园区。
接下来，还要培育千个文化创意楼宇或
众创空间，最终完成‘十、百、千’的产业
载体建设，构建基地、园区、楼宇、众创空
间等互为补充的产业载体布局，进一步
提升文创产业集聚发展效应”。

特色文创集群遍地开花，让人充分
感受到了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生
机盎然。陈跃华认为，“上海要成为卓越
的全球城市，文化创意必须发挥引领作
用。我们不仅要将文化创意产业打造成
为支柱产业，还要用文化、创意、设计来
提升传统产业的品质，进而将上海打造
成为创新之城、人文之城”。

新技术催生新业态

用户数突破 3 亿，活跃用户日均使
用时间超过111分钟，公司创立3年估值
增长超过 300 倍⋯⋯作为一家音频分享
平台，有“音频淘宝”之称的喜马拉雅FM
的成长速度只能用惊人来形容。目前，
用户不仅能够下载喜马拉雅 APP 软件
用手机听音频节目，从去年开始，比亚迪
等多家车厂的车载系统全部内置了喜马
拉雅软件。手机、汽车之外，通过智能设
备内置的方式，喜马拉雅还将全方位打
造“让声音无处不在”的音频生态圈。

平台上超过 400 万位主播的生产能
力让传统生产方式无法想象，传统广播
的生产力和发展速度已无法与新兴的音
频分享平台同日而语。究其缘由，海量
内容的背后是全新业态和技术在支撑。

“喜马拉雅 FM 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我们自己几乎不生产内容，公司的 500
多名员工中，一大半都是技术团队。我
们现在更多地是通过大数据技术为每一
位用户自动形成用户画像，通过千人千
面的呈现，真正实现定制式服务。”喜马
拉雅FM的PR总监叶健平告诉记者。

站在喜马拉雅办公楼上向四周眺
望，周边环绕着国际领先的图像识别和
增强现实技术供应商“亮风台”、成功打
造智能摄像机和运动相机的“小蚁科
技”、教育细分类目产品的领导电商“沪

江”、中国最大的网络内容阅读平台“阅
文集团”、以漫威为目标的本土3D与VR
技术应用动画企业“河马动画”⋯⋯在张
江文化园区内，几乎无一例外，每一家成
功的文化创意公司都是前沿科技的创造
者和使用者。

“上世纪末，陈天桥、朱骏等先后
在这里创业，可以说，张江是先有了大
量的软件、互联网等高科技企业，才进
一步出现了文创企业的集聚。”上海张
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韩露对记者
说：“相较于传统文化产业，我们更关
注文化和高科技融合的产业，例如数字
出版、网络视听、互联网教育、高科技
文化装备等。”

正是这样的前沿定位，让张江文化
园区实现“风景这边独好”。“2015 年
我们实现了 346 亿元的产值，连续多年
保持着 15%以上的年增长率。”韩露自
信地说。凭借着高企的业绩和独特的定
位，张江先后被评为全国首家国家级数
字出版基地、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首批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
基地”、“中国文化产业园区 100 强第一
名”等。

放眼整个上海：上海洛可可的“黑玛
瑙”高密度 LED 拼接屏等 9 个作品荣获
IF 产品设计大奖、木马设计的普罗娜智
慧路灯等 7 个作品荣获红点奖、全国
60%的第三方支付业务量和54家持牌企
业汇聚上海、网络文学占全国市场 90%
份额、网络游戏占全国市场 1/3 份额、网
络视听占全国市场 1/4 份额⋯⋯“我们
的首要举措就是推进文化创意产业与科
技融合发展。”陈跃华告诉记者，为了实
现《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16—2018 年）》目标，上海市制
定了十大重点举措，其中第一条就是“推
进文化创意产业与科技融合发展”。具
体而言，上海将建立健全文化创意与科
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工作机制，加强文化
生产、传播、展现、消费等环节的技术攻
关力度，把握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

（AR）产业发展机遇，大力发掘文创产业
大数据应用价值。

文化贸易面朝世界

不用走出国门，只要走进上海自贸
区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所在的森兰国际
展厅，国内观众就可以一睹外国名画的

真容。在上海自贸区这块国际贸易热土
上，艺术品交易的热度正在持续升温，继
上海自贸区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开业不
到一年之后，全球最大的、安防水平最高
的艺术品专业保税仓库也进入了紧张的
施工阶段。

“以后大家不用再跑纽约、跑伦敦，
国际艺术品在咱们自贸区就能够买到。”
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胡环中向记者描述了他的愿景。
目前，围绕艺术品贸易，上海自贸区可以
提供通道服务、金融服务、交易服务等全
方位的专业服务。

“2010 年，我们被认定为国家对外
文化贸易基地，预计到 2019 年整个基地
将实现 1000 亿元的贸易额。”胡环中介
绍，艺术品交易之外，这里还是诸多国际
文化装备、影视、动漫、游戏等企业的聚
集地。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大大小小的
23000 场演出的设备保障全部都由基地
来承担，而通过保税区采取设备租赁的
形式，为主办方节省了一半的预算支出。

在苏联式老机库厂房的基础上，由
著名日本设计师担纲整体设计规划，以
印尼华裔藏家的名字命名，展出来自全
球的当代艺术品⋯⋯在黄浦江畔的余德
耀美术馆身上，这一切国际元素完美融
合在一起。9 月中旬，记者在这里观看

“波普之上”当代艺术展的时候，发现馆
内观众有三分之一都是外国人。

在文创产业发展过程中，“引进来、
走出去”在这里频繁交流，利用自贸区政
策优势，上海举办了自贸区海外新书展、
文化授权展，吸引大量国外出版商和文
化创意企业参会；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
地牵头组织上海企业参加洛杉矶艺术
展、香港国际影视展、德国科隆游戏展等
12 个国际知名展会，进一步拓展国际文
化贸易渠道。今年 5 月 28 日，被称为全
球设计界年度盛事的“IFI 国际室内设计
日”首次将主会场设在了上海，同期在纽
约、东京、中国香港等地设分会场。

“我们要围绕‘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国家战略，依托自贸区建设
契机，集聚外向型文化创意企业，展示
上海全球创意城市的国际形象。”陈跃
华说，上海还将支持本市文化创意企业
组团参加海外重要展会，拓展对外贸易
渠道，支持文化创意企业通过资本运
作、海外收购、系统集成、全球布局等
方式走出去。

“ 小 ”政 府 有“ 大 ”智 慧
敦 临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热潮涌动上
海，随处可见的文创项目和园区如雨后
春笋般生长着。笔者走访发现，这巨大
的创业热情是内生的，是自下而上的，并
非来自于政府一厢情愿的“宏大规划”。
因此，上海文创产业的发展格外扎实，每
一分增长都实实在在。能够保持热度却
不过热的喜人态势，与政府“顺势而为、
服务至上”的定位密不可分。眼睛向下、
尊重市场的“小”政府真正拥有促进产业
健康发展的“大”智慧。

财政支持也要尊重市场规律。放眼
全国，在各地政府的产业支持政策中，财
政资金支持恐怕是最为实惠的一条，有
不少企业抱着“不拿白不拿”的心态去争
抢财政资金。而在上海，财政资金却回
归了资本应有的价值与效用。数据显
示，近 5 年来，上海市每年投入文创产业
财政扶持资金 2.8 亿元，累计撬动社会投

入160多亿元，如此显著的带动效应源自
财政资金的市场化运作。据悉，利用政
府资金，上海市设立了文创母基金，母基
金会寻找优质的专业文创投资基金，以

“同股同权”的市场运作方式进行投资，
政府并不指定钱的具体指向，而发现企
业、发现项目的具体事宜全部都是由市
场化的投资基金来完成。对于企业而
言，市场的钱可不是好拿的，压力之下，
享受到支持的企业就必须干出点成绩
来。与此同时，财政资金也体现出了四
两拨千斤的效应，让有限的财政投入实
现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放大。上海模式
给人启发，财政支持不是唐僧肉，其目的
不是“花钱”，而是“挣钱”。只有按市场
的路子来，才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
实现其撬动市场、培育产业的目的。

先播“企业种”，后结“园区果”。十、
百、千，上海的文创园区真可谓遍地开

花，在城市的角角落落都可以看到文创
园区的存在。细细看来，每一个园区的
外观、规模、主业都不尽相同，各有千秋，
显然是自发成长的结果。对于上海市而
言，如何支持文创产业的发展？园区就
是政府的抓手。然而，上海并没有大笔
一挥，划出土地，兴建园区，然后再满世
界地招商引资。相反，在上海，总是先有
企业自发聚集，后才形成园区，充分体现
出了政府对市场的尊重。那么，政府作
为如何体现？一靠评定、引导，二靠公共
服务平台的建设。政府通过带有政策导
向的分级评定，引导园区向专业化、品牌
化方向发展。政府通过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降低产品开发和市场拓展成本，吸引
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增强园区对企业吸
引力。

环境规范+服务到位，增强了企业黏
性。新产业老企业的现象在上海比比皆

是，在不少文创园区内都可以见到比园
区年龄更长的企业，它们往往是在这里
创立，在这里成长，从未想过离开。上海
的经营成本显然不低，财政支持资金也
没那么好拿，但是，为什么企业来了就不
想走？通过走访，笔者发现，营商环境规
范、政府服务到位是上海获得企业青睐
的两大要素。例如，上海市不断创新土
地、技术、资金等要素的供给机制，力图
降低民营文创企业市场的准入门槛；大
力引进各类天使投资、创业投资机构，提
高文创领域创新成果转化率；着力为中
小文创企业提供全方位、更为便利的发
展支持，为企业营造宽松的创新创业环
境；实行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探索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为了营造更
为公平、开放、透明、便利的营商环境，上
海市政府服务创新的步伐一直在不断
前进。

定位精准 产业生态良好

神奇的“数字张江”
本报记者 李 哲

网络文学占全国市场90%份额，网络视听占全国1/4
份额，网络游戏占全国市场 1/3 份额⋯⋯这一串数字让
人感慨，上海的数字出版行业发展势头如此之猛。更加
令人称奇的是，这些数字几乎都来自同一个园区，这就是
全国首家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张江文化产业园区。

“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的企业身上仿佛都带着
光环。”上海张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韩露这样描
述。上世纪末，陈天桥、朱骏、丁磊等一批IT人士在这里
开始创业，先后诞生了盛大、土豆、酷 6、PPTV 等品牌。
随后，越来越多的网络游戏、影视动漫、互联网+企业在
这里聚集，其中不乏各个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

从 2005 年的产值 15 亿元，到 2015 年产值 346 亿
元，10 年间，张江文化园区的年产值增长了 22 倍！到底
是什么支撑着张江文化园区如此高速增长？韩露分析认
为，原因有二：一是张江文化园区的定位准确，二是这里
为企业营造了良好的产业环境。

2012年底，张江被国家认定为全国首批文化和科技
融合示范基地，这准确描述了张江文化产业的定位。“相
较于传统文化，我们更关注于文化与高科技融合的产
业。”韩露认为，张江的前沿定位恰好赶上了当时的风
口。他说：“随着移动技术的快速发展，2012 年，移动端
的在线时长首次超过了 PC 端，年轻人开始养成了网络
付费的习惯。也正是在这一年，阅文集团的前身盛大文
学开始展示其产业前景，沪江网开始了新一轮大发展。”

如今，站在“互联网+文化”最前沿的张江，越来越多
的明星企业在这里诞生。阅文集团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中
文原创内容生产平台、全国最大的网络内容阅读平台；

“音频淘宝”喜马拉雅FM用户数已经接近3亿，3年时间
内估值增长 300 倍；亮风台成为了国际领先的图像识别
和增强现实技术数字出版解决方案供应商；作为教育细
分类目产品的领导电商，沪江已拥有两亿用户。

除了定位准确，张江文化产业园区良好的产业生态
是吸引越来越多优质企业入驻的重要条件。“什么样的园
区能吸引好企业？发展到今天的张江文化园区，政策和
资金固然不可或缺，但产业环境有时候更为重要。”韩露
如是说。以数字出版领域为例，产业链的上下游都能够
在张江找到合作机会，这给企业带来了极大便利，也降低
了整体运营成本。韩露的论断在企业得到了印证，“我们
看中的是这里的生态圈”。喜马拉雅 PR 总监叶健平抬手
指着窗外说：“这边的阅文集团、那边的河马动漫，都已成
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大家联手针对某一个IP进行开发。”

“张江文化控股给自己的定位是文化园区的一体化
服务供应商。协力众创、共筑生态是我们的发展理念。
为此，通过开展很多线下对接活动，在企业和企业之间、
企业和政府之间、企业和国际市场之间搭建桥梁，开展创
新服务。”韩露告诉记者。例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是
张江的一大服务内容。“国外称文化产业为版权产业，在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我们还有差距，还要努力推动。”据韩
露介绍，张江文化控股建成“数字作品版权登记保护应用
平台”，目前已累计登记版权60多万件，全国排名第二。

方糖小镇创新众创空间微环境：

给 创 业 加 点 糖
本报记者 李 丹

“创业很苦，我要给你加点糖。”这是方糖小镇名称的
由来。CEO万里江还给自己设计了很有趣的头衔：首席
梦想官。他说，做这个众创空间的目的，就是帮创业者实
现他们的创业梦想。“在方糖小镇之前，我在网上建立了
一个创业社群，许多成员都反映想要一个能共同办公的
场所，这给了我创办方糖小镇的灵感。”

为什么叫小镇？万里江笑着说，因为小镇意味着安
宁的环境、互相帮助、彼此信任和归属感，最终形成良性
互动的生态微环境。走进小镇，记者首先感受到的就是
如糖果般甜蜜的办公环境：纯白墙面搭配原木色护墙板，
宁静温馨；简约跳脱的艺术品和随处可见的绿色植物，又
让人眼前一亮。“到这里创业的人，来了就不想走。他们
还介绍了不少客户来这体验。”设计师周光明说。

方糖小镇的室内设计，全部由这位设计师亲手操
刀。他的设计理念，既参考了美国 WEWORK 众创空间
风格，又兼顾了东方人对私密性的要求。开放工位只占
不到15%，其余都是面积不同的隔间。2400平方米的空
间被分成三大办公区域，每个区域都配备独立的“氧气
包”，卫生间、储物间、水吧、复印机等一切公用设施都能
在“氧气包”找到。“这些‘氧气包’就像城市里的小广场，
给创业者们一个相遇、闲聊的空间，许多人甚至可以在这
里碰撞出思想火花。”周光明介绍。

谈到创办方糖小镇的缘起，万里江笑了，“其实咱们
是同行呢！我也曾做过10年财经记者”。在财经媒体的
从业经历让他了解到，创业初期，许多小微企业都会面临
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难以租到合适的办公地点，“交通
便利的地方租金太贵；偏僻的地方人气又不行；高档写字
楼都是 100 平方米起租⋯⋯于是我想，为什么不能专给
小微创业者设计一个一起办公的空间呢？”

西方 WEWORK 的联合办公模式给了万里江以启
示。“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起创业让创意成倍增
长，还给他们带来“团购”的便利和实惠。“方糖小镇能提
供法律、财务、版权等一般意义上的第三方服务，还能在
技术、营销、人力资源等方面进行团购，形成商业社交平
台。”万里江说，这样就把许多小公司拧成一股绳，就具有
了能与大公司谈判与抗衡的力量，也能享受到与大公司
同样的实惠和尊严。

截至目前，方糖小镇已在全球签约众创空间 18 家，
入驻率均在 90%以上。万里江透露的秘诀之一就是：要
选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小镇选址要靠近地铁，最好能在
地铁上盖。这对初创时期的企业很重要，甚至关系到能
否招到员工。”

本版编辑 梁剑箫

上图：上海电影博物馆一角，通过场景模拟再
现上世纪老电影拍摄现场。

左图：龙美术馆展览大厅一角。龙美术馆西
岸馆位于上海市徐汇区黄浦江滨，是在老运煤
码头基础上改造再建的。

右图：LKK上海洛可可商业咨询顾问公司总
经理连振在演示最新设计的产品。

本报记者 李 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