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硬件与服务软件并重：

全球影视创制中心探索前行

去年12月 11日至 12
日，中共上海市委举行学习讨
论会，市委书记李强在会上强
调，上海要打响上海服务、上
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
四大品牌，上海文化位居四席

之一，足见文化在上海城市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地
位。而其中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
是上海的宝贵资源。在过去的一年中，上海的文化
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推出了具有纲领性文件地
位的“上海文创50条”，为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的上海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和其他的领域一样，
上海文化建设也在引领全国风气之先，“上海经
验”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上海经验”就是，
既讲建设，又讲氛围的营造和政策的扶持；既讲硬
件，又讲软件；既讲保护，又讲传承。青年报记者 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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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建设与政策扶持共举 技术硬件与服务软件并重 史迹 保护与“红色”传承兼顾

抓住机遇开启“加速跑”让上 海文化建设引领全国风气之先

日本著名设计师安藤忠雄操
刀的“光的空间”书店2017年12
月末在上海虹桥爱琴购物中心一
亮相，就立刻惊艳到了无数读
者。这家书店果然名副其实，不
仅光彩绚烂，而且非常好地烘托
了书的主题。这家书店与楼上的
明珠美术馆融为一体，也是安藤
忠雄首次在商业体中打造的一个
以阅读为灵魂的文化艺术空间。

当然这件事情最让人惊叹的
还不仅仅是“光的空间”的那个炫
丽的外壳。如此美妙的书店竟然
是一家新华书店！这一举打破了
新华书店以往给人留下的传统、
陈旧、不那么时尚的印象。据悉，
安藤忠雄在上海有过很多建筑作
品，但细究起来，这些酷炫的作品
都属于民营机构，和新华书店这
样的国有老牌书店似乎是沾不上
边，但这次却是一个意外之喜。

其实，去年已经庆祝过成立
60周年的上海新华书店近年一直
在尝试转型。过去的老的一套，包
括书店装饰和图书销售的方式，都
越来越不能满足当代人对于购书
的需求。于是，人们会发现身边的
一些老旧的新华书店关闭了，而一
批全新面貌的新华书店不断出
现。上海书城总经理江利说，“光
的空间”是新华书店转型的探索样
板，“上海新华”的连锁门店遍布全
市，还将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一步
优化网点布局。2017 年 12 月，

“上海新华”旗下的文峰店、上海书
城五角场店、新华书店日月光店、
新华书店港汇店先后新装开业，开
业伊始就人气高涨，既满足了读
者，也顺应了市场。

此次上海新华书店一系列新
动作的背景是，上海在2017年12
月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推出了
《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

新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上海
文创50条”）。这被认为是指导上
海文化创意产业未来几十年发展
的纲领性的文件。根据“上海文
创50条”提出的发展目标，未来五
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
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5％左
右；到2030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
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8％左右，基本建成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到
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文化创意产业中心。

实体书店建设是上海文创产
业的重要一环。实体书店一直被
认为是照亮城市文化的一盏明
灯，实体书店发展好不好，直接关
系到城市的整体文化素养，关系
到市民的精神追求。具体到实体
书店建设，“上海文创50条”就提
出要构建出版产业新格局，推动
实体书店升级发展。落实《关于
上海市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
意见》，加快建立布局合理、结构
优化、业态多元、充满活力的新型
实体书店发展格局。推动本市高
校校园实体书店全覆盖。

事实上，上海的书店能够如
此活跃，与2017年出台的《关于
上海市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
意见》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意
见》对书店的布局（ 达到8万人的
居住小区，预留不少于200平方米
的书店面积）、财政扶持、税收优
惠等都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应
该说，现在这批活跃的书店，都受
到过《意见》的惠及。上海很多关
于书店的实践和实验，给全国书
店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随着

“上海文创50条”贯彻的深入，随
着上海扶持实体书店各项政策的
落实，实体书店的“上海经验”会
迅猛增长。

这几天开车行驶在沪杭高速
上，经过松江段时就能看到“松江
科技影都”的广告招牌。全国很
多地方的很多影视城就叫“影
都”，但叫“科技影都”的唯有松江
一地。让人觉得松江一定在发生
着什么。

“科技影都”，顾名思义要有
“科技”。松江的水下摄影棚便是
这高科技的集中体现。据了解，
这水下摄影棚建于2015年，负责
人王林告诉记者他自己也是干摄
影出身，特别了解剧组的实际需
求，“我们的池子不大，12米乘8
米大小，深5米，但我们做了很好
用的升降系统，旁边还装了起吊
机方便剧组装拆道具。”

松江现有胜强影视基地、车
墩影视乐园、盐仓影视基地，距这
些影视基地半小时车程的这一水
下摄影棚的建立，填补了松江影
视基地水下摄影的空缺。一年多
的时间里，已经有《那片星空那片
海》、《追梦者》、《老男孩》等影视
剧前来取景拍摄。这一方小小的
水池，可以说见证了中国影视产
业不断跨越式发展的脚步，“从电
影，到电视，再到网络自制剧，这
两年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剧组
都愿意拍得更好看，未来的市场
一定会越来越大。”

在“上海文创50条”里，有关
推动影视创制的表述占了重要的
部分。“上海文创50条”明确提出，
上海要建设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其
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升影视产

业链发展能级。要打造“1+3+X”
发展格局，即建设松江大型高科技
影视基地这个“1”，构建人才培养
孵化类、影视制作投资类、影视取
景拍摄类等3类特色影视摄制服
务功能区这个“3”，“X”的意思，就
是要把零星分布在徐汇、闵行、普
陀、宝山、嘉定、崇明等地的拍摄和
制作工作室资源，加强沟通联动，
形成互补、协调发展的整体格局。
虽然松江的水下摄影棚投资不过
700万，但其作为影视产业链上的
重要一环，其意义是不可小觑的。
这也可以看出，高科技在整个产业
链中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
电影票房位于全国城市第一，同
时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已成为亚
太地区极具影响力的重大影视文
化活动。所以上海提出要建设全
球影视创制中心是很有底气的，
也很合适。

但是有一些问题仍然值得关
注，中国产业信息网的数据显示，
自2009年以来中国人均观影次数
持续攀升，2016年中国观影人次
13.7亿，人均1.7次，但对比电影
发达国家依然差距巨大，如韩国
的年度人均观影次数为4.34次，
且2015-2016年中国观影人次的
同比增长从50%下跌至不足10%。

国人电影看得还是不够多，
并且观影人次增长放缓，这说明
在中国放映的电影还不够精彩，
不足以吊起人们的胃口。而事实
上，现在一些电影在制作上是不

惜工本的，世界上一切可以利用
的影视高科技，在中国的电影中
都可以找到，但问题是，中国的影
视内容还是不够精彩，各种豪华
制作的“烂片”也比较多。

因此，在此次“上海文创 50
条”所提出的各项要求中，除了一
些硬件建设要求之外，其实更多
的是一些软件建设方面的要求，
通过机制的建立，扶持手段的推
出，服务水准的提高，来为高质量
影视作品的创作提供催生的条
件。事实上，现在一些大片的制
作方在选择拍摄地的时候，不仅
仅看这座城市是否有大型的影视
基地，也要看是否有更好的配套
机制和服务。比如现在很多大片
都是在拍摄地直接后期制作，这
就需要当地有优秀的后期制作公
司跟进。

这正如上海市文广局局长于
秀芬所说，凡是影视产业发达的
城市都有大型的影视基地，影视
基地比的并不仅仅是有多少摄影
棚，搭配多少高科技特效棚和置
景车间，还要看影视基地能够为
影视制作机构提供哪些服务。比
如是否集聚了科技含量较高的后
期制作团队，同时影视基地的运
营团队和配套设施也有能力和资
源吸引剧组入驻，提供国际化标
准的住宿、餐饮、娱乐、健身等生
活服务，这些都值得上海借鉴。

当然，这也是上海在迈向全
球影视创制中心的道路上，需要
重点培育和关注的。

创新建设与政策扶持共举：

新实体书店发展“充满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