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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文化产业园区“热发展”的“冷思考”
左伟楠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48）

摘要：21 世纪以来，我国各地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如火如荼，

文化产业园区对于推动区域文化经济发展也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但在文化产业园区“热发展”的背后，我们仍应当保持理性态度，

深切思考其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积极而主动地调整发展思路。

因此，本文通过对国内现有园区的观察与总结，重点围绕园区内

文化与经济的矛盾关系问题、旧区改造的文化再生问题以及园区

人才培育问题进行论述，试图使“文化产业园区”这种文化发展

形式在“规划论”的视角下探索出新的意义体系，创造更多元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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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园区蓬勃发展，成为文化企业集聚发

展、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平台，以及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力引擎。

据统计，至 2019 年我国已拥有各类文化产业园区三千多家。从“二

房东”到提供增值服务再到社区融入，文化产业园区对我国文化

发展、经济转型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从微观的视域来看，

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在产业集聚性、业态丰富性、文化社会效益等

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因此，在文化产业园区可喜的发展成果

面前，我们仍应深切思考其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积极而主动地

调整发展思路。

关于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批判性思考早已有之，并且始终伴

随于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不同阶段。综合来看，文化性与经济性

之间的平衡，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园区文化生成力不足之间的

矛盾是专家学者们讨论较多的问题。笔者对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

园区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发现其中需要注意的问

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谨慎看待经济效益增长，防止园区文化空壳化

文化产业化的概念始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最大的问题

在于文化是一种精神内容，而产业化意味着文化终将成为工业生

产线上的消费品。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至今，一直受到西方文化

经济的影响，始终追求外向的经济拉动，相对而言弱化了文化产

业园区发展带来的内部影响。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不同，它是一

种柔性产业，会体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历史性和文化根植性，其

发展模式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和经验，尤其是在我国市场和

政府双轮驱动的产业环境中，完全自由的市场化不适应于我国文

化产业园区的打造。因此，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应转变观念，

打破对 GDP 增长的崇拜，区分创造价值与创造产值的不同，以人

的精神需求为根本导向，注重文化价值创造，发挥文化最根本的

社会意义。进一步来看，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是城市规划的一个重

要部分，园区文化品牌塑造对城市文化生成的作用尤为显著。在

当今全球化的竞争语境中，城市文化是各地区、各国家对抗同质

化竞争的有力工具。

文化内涵的挖掘、文化价值的创造有利于文化产业园区实行

文化品牌战略。园区发展应注重以自身文化特色为依托，深入挖

掘当地文化内涵，同时以园区建设进一步带动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在文化呈现方面，很多园区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过度追求商业

化必将影响整个文化区域的生态、品位和形象。

例如，某艺术区承载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一度是阐

释中国开放、包容和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文化符号。艺术家、艺术

机构及其所创造的艺术环境、艺术氛围是其影响力的核心。但近

年来随着园区的快速发展，旅游、观光人次的激增，该艺术区已

呈现出过重的商业化氛围。各类与艺术无关的所谓的创意餐饮、

同质化严重的工艺品商店等充斥着艺术区，真正的艺术创意设计

产品却越来越少，曾经的当代先锋艺术高地已逐渐成为一个休闲

娱乐的商业区。

在这一问题上，横店的发展则为我们做出了较好的示范。横

店从上世纪 70 年代名不见经传的山村小镇到 80 年代乡镇企业的

标杆，到全国知名的影视城，再到全国第一家国家级影视产业实

验区，其“三级跳”取得了傲人成绩。横店影视城搭建起来的生

活文化设施是促进城市文化消费的载体，每天定时推出各具特色

的演艺活动，吸引多样化人群参与互动，最大化地实现了生活文

化设施的价值，也很好地实现了文化产业集聚区与社区、日常生活、

艺术时尚的融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气息，这是城市活力之所在。

如今的横店已成为当地经济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旧区改造应关注历史文脉的延续，注重园区再生

目前，旧区改建是创建文化产业园区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

即在旧有的工业区、居住区或市集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个商业和

文化的综合集聚区。旧区改建是当下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热门话题，

其中对历史文化遗迹的处理是最受争议的问题之一。从社会发展

的角度看，旧区改造是社会发展和历史更迭的必然选择，但如何

处理“历史记忆”成为了关键所在。

对待旧区改造既不能持保守立场也不能过度开发，要针对不

同园区的特征进行类化处理。若改建区是居民区或街区，就要考

虑改建过程是否会对在地居民的生活造成干扰，开发的过程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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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而行，尽量保持其原本的文化生态；若改建区是工业旧厂房等，

则可以在保留文化符号和真实历史建筑遗迹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补

建或扩建。

近些年，很多建立在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创意街区均出现了发

展的瓶颈。主要原因就在于过度商业化且发展形态较为单一，以

小商品经营、工艺作坊、餐饮等为主导的产业样貌使整个区域在

创意开发、渠道建立、整合传播等方面表现得极为薄弱。从根本

上说，这些街区其实和观光旅游区已无大异，与真正的文化创意

产业园区的理想模式相去甚远。以某园区为例，其原本是承载着

当地特定时期历史文化记忆的典型建筑代表，在建筑外形上独具

风格，但也是后续发展乏力。在完整保留建筑风貌的基础之上，

园区开发方引进了原创设计、动画制作、休闲餐饮企业，并建立

了影剧院等文化设施，并且因为《小时代》《奔跑吧兄弟》等影

视剧的拍摄宣传，令此地一时间很是红火。但是现在此园区已几

近荒芜，入驻企业寥寥，变成了一个网红拍照地。由此可见，旧

区改建项目的后期投入、服务非常重要，如何丰富园区的发展业态，

使园区的发展迸发出较强的活力是难点所在。

在处理“历史记忆”的问题上，上海德必则表现得较为成熟，

补建、扩建了若干工业旧厂房，并使之焕发出了新的文化魅力。

德必外滩 WE 位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旧址，该园区改造由世界

著名意大利设计师博埃里完成，本案改造设计方案秉承“修旧如旧”

的宗旨，复原 1934 年旧貌，展现上海风情，将经典的历史印记与

浓厚的时尚氛围相结合，成功吸纳了一批国际文化创意企业入驻，

并经常举办时尚创意活动，形成了饱满的生态体系，市场号召力

极强。此外，长宁德必易园、德必运动 LOFT 创意基地等都有不

俗表现。

总之，针对文化产业园区再生问题，应平衡好经济效益与历

史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强调文化产业经济产出的同时也应该关注

历史文脉的延续，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能够保持一定的文化和历

史审美，而非沦为消费主义的符码。因为城市化会产生过度的商

品刺激和反应，将文化简化为冰冷的等价物，从而丧失文化园区

最根本的文化内生力。

三、在人才培育上，应激发生活者的主观能动性

人才是目前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关键环节。从全国申报的国

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园区能够重视人才这

一关键要素，不仅采取各种方式引进创意人才，并且能够设立长

期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管理项目，例如利用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为引

进的人才提供优越的办公条件、经济补贴，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建

立长期的培养计划等。但现实的矛盾是，大批人才被引进或培养

后流失到更大的外部市场，因为在各个园区争相引进和培养人才

的同时，有一个问题始终被忽视，即园区怎样建立并维持对优秀

人才的持续吸引力。

例如，近些年某艺术区由于商业化严重，其面临的最核心问

题就是园区内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正在被边缘化并且不断减少。

早年间艺术家们自发地在此集聚，使该地区成为了著名艺术圣地，

但是从 2008 年开始，带有较强商业性质的文化机构、画廊，乃至

一些商铺不断入驻园区，严重挤占了艺术家的生存空间。艺术家

的边缘化，带来的不仅是该艺术区生态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园

区艺术特性的消失。一个失去了艺术家的艺术区，其魅力要大打

折扣。若要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优越的政策条件和福利保障是

必不可少的。

当然除此之外，为文化创意人才提供一个和谐、自由的园区

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环境不仅是一个工作、交流、学习的

平台，更应该是一个广泛综合的生活空间。在具体的文化产业园

区建筑形态上，可以打破常规的生产生活分离的模式，建设创意

商业街、LOFT 办公生活区和创意生态居等，使生活融于文化、文

化寓于生活。景德镇陶溪川国际陶瓷文化产业园便是一个典型的

综合性创意集聚区，它以设计、投资、建造、运营为一体的“DIBO

模式”为整体框架，全方位打造场景式文化园区，宣扬“为生活

而生产”，将文化园区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功能性、生活性和业态

延续性的综合场景，将园区内的每一个生活者作为一个独立的、

有思想的、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成为一代人的造梦平台。

归根结底，文化产业园区属于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城市文化

学者索菲·沃森认为，公共空间更可能是由差异组成的，其内在

是不稳定和流动的区域。因此，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并非需要统

一的人才模式。文化产业的目标之一是文化的全民化，这种全民

化并非集体的文化供给，而是体现在文化活动人人参与、文化产

品人人共享、文化内容人人创造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广泛地

调动群众参与。当下协同创意的时代更需要发挥全民的主动性和

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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