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刘妮丽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 718 传媒文

化创意园（以下简称 718），占地 3 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园区所

在地的前身是始建于 1957 年的北京

石棉厂。

便利的交通、低廉的房租，718 自

创立以来成为很多文化创意企业青睐

的办公场所。目前，园区已经有 70 余

家企业签约入驻，出租率超过 50%。如

设计、广告、影视公司占 1/2。其中，音

乐公司就占 1/6。这个主打“传媒类”文

化创意的产业园区，已走出了一条特色

化、差异化的发展道路，成为京东高碑

店地区又一文化产业新地标。日前，记

者专访了 718策划总监杜建峰，请他分

享集聚类文化产业园的经营之道。

文化财富：据了解，718 在发展初

期是想打造一个“广告创意集聚区”，后

来为何改为主打“传媒类”的文化园区？

杜建峰：2007 年我刚开始接手 718

管理时，我把这块地整租给了一个广告

公司，于是，做广告创意集聚区的念头

也油然而生。于是，开始改造旧厂房，

把附属设施做得文化味儿十足，然后陆

续开始招租。无奈的是，我发现广告公

司不愿意集聚在一起，因为担心相互之

间争抢客户。

因为该园区紧邻传媒大学，西边毗

邻 CBD，北边毗邻传媒大道，具备发展

传媒产业的氛围。于是园区重新定位

为“传媒类的文化创意园”。

文化财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哪

些困难？

杜建峰：最初做创意园区时，没有

组织，非常茫然。因此 718就模仿竞园

和 798，取 名 也“山 寨”了 一 把 ——

718。之前我也参与过北京其他城区文

化园区的前期规划及调研，但总觉得缺

少些什么，而且北京市除朝阳区外其他

区目前均没有知名的层次较高的文化

及艺术集聚区，有的只是一些古玩、休

闲、民俗等商业集聚区。当时非常渴望

有经验的策划人才和集聚区组织，通过

组织让政府知道我们的需要和呼声。

于是，我找到北京某著名创意产业

园的策划人。根据其策划，到 2008 年

底，“传媒”的定位逐渐得到 718领导的

认可。但由于经验不足，没有充足的资

金后盾，也没有基金会的支持，718 一

边要打文化牌，一边还要盈利，一段时

间内我们忽视了将文化牌置于发展前

沿。当时，还由于房租定位过高，“吓跑

了”杨伟光、崔永元等名人。现在想来，

其实免租两年给这些名人完全是可以

的，因为可以形成名人效应，带动集聚

区的发展。

后来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副院长陈少峰建议，718 应该形成自

己的风格，做一个“提升”，与整个朝

阳区传媒资源对接，引入品牌企业，

同时举办一些活动，培育一两家有特

色的、品牌知名度高的企业为龙头，

带动其他企业的发展。

文化财富：718较之其他文化创意

产业园有哪些优势？

杜建峰:在选择入驻企业时，718

除了以“传媒类”为主打，还精心配搭

产业链条，让设计、广告、公关等不同

类型的公司“互相借力”，使入驻企业

形成产业的横向联合，相互合作产

生最大利润。园区还邀请与文化创意

有关的各方人士进园，与企业负责人交

流，不仅衔接市场，还衔接思想。对于

入驻企业，除提供一定的免费办公区

外，还为他们“量身定制”合适的工作环

境。所以说，我们不再仅是收取租金的

“房东”，而更像是一个“管家”。比如我

们有著名的音乐人和歌手经纪公司，一

个歌手演唱会的所有环节包括唱片出

版都可在园区内完成。从几位著名摄

影师、摄影棚的艺人定妆照，到毛戈平

的形象艺术设计学校的化妆师、青年导

演，到著名的 THE.ONE 壹空间小剧场

的演出，以及大型活动策划公司，5个专

业录音棚直至唱片出版公司，一条完整

的音乐产业链是园区典型的产业模

式。无论是园区内部企业的业务配合，

还是园区外企业都可提供一站式服务，

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了交通成本。

另外，文化公司的管理者思想活

跃，不愿意局限在写字楼中规中矩的办

公环境里，因为 718 是旧厂房，大而空

旷的厂房更便于打造影棚、音棚、演播

大厅等。

文化财富：集聚类产业园怎样才能

健康发展？

杜建峰：集聚类产业园区一定要在

传媒、影视、音乐、动漫、出版等领域形

成产业链，使某个行业的上、中、下游产

品均衡得到排列，从上中下链接到产业

的中高低端产品服务及产业最高端名

企及名人带动，形成真正的产业链才能

使聚集区健康发展，逐步形成“不入驻

该集聚区就不是内行”的概念。

近两年我观察了国内包括北京的

一些新建园区，不具备以上条件的园区

基本上搁浅或经营平淡，甚至根本就没

有任何起色。不具备条件盲目的效仿，

草率的建设是很不理智的。

文化产业集聚区形成和发展几年

来，真正能够产生一定影响并持续发展

的并不多，原因是有些地产商为了盈

利，将一些写字楼改变成所谓的文化产

业集聚区和文化产业孵化基地，其实就

是变相的写字楼出租，根本达不到文化

企业集聚的目的，更谈不上文化产业链

的形成。

文化产业园区经营者的责任，也并

不是简单的收租金，要保证园区得到健

康持久的发展，就应给入驻客户提供良

好的服务。

要持续发展，文化产业园区除了需

要自身经营，优胜劣汰之外，还需要政

府相关政策的扶持。比如，政府有关部

门应加强监管，保证将部分扶持基金消

化在基础租户上，集聚区没有相关企业

入驻，何谈集聚区？所以减免税收、房

屋补贴等基金要落实在租住企业身上

才能真正使入驻企业得到实惠。

老工厂改造的集聚区房产性质多

未改变，但又有需求和自然存在，这些

企业每年给地方政府缴纳的税收数额

也不小，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如工商、税

务、劳保、城管、公安等部门为企业开启

绿色通道。集聚区所在地区的相关地

方政府部门应关注园区动态，将配套服

务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如协调银行、餐

饮、停车等配套服务的支持。

集聚类文化产业园切忌跟风

718718传媒文化创意园区目前已有传媒文化创意园区目前已有 7070多家文化企业入驻多家文化企业入驻

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外景

□□ 本报记者 孔德

从 4月 15日到 23日举行的第三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可谓给北京市民带

来了巨大福利，来自 48 个国家和地区

的 260 部影片在北京 30 家影院展映，

对影迷来说，这着实是一顿饕餮盛

宴。但因电影节排片密集、放映分散，

又多在工作日白天放映，在这近 100个

小时的光阴里，观众注定要顾此失

彼。在抱怨分身乏术的同时，市民纷

纷提出，怎样在平日也能观看到这些

独具视野的杰作呢？

其实，电影爱好者早已找到看商业

片之外电影的好去处——艺术影院。

相对于商业院线，艺术院线所播放的艺

术电影主要包括低成本的独立制作影

片、有定向目标的小众型影片、手法前

卫的先锋电影等。其特点是相对投资

少、回报率低、无明星撑场、表现形式较

为另类，电影票定价通常在 50元以内。

目前国内运作比较成熟的 3家艺术影院

都在北京，分别是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

影院、当代 MOMA 百老汇电影中心和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的艺术影

院（以下简称“尤伦斯艺术影院”）。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3 家艺术影院虽然都放映艺术电

影，但风格各不相同。

因为是国家文化机构，中国电影

资料馆艺术影院（以下简称“资料馆”）

并不做商业放映，所有的放映均属学

术观摩性质，目的是开阔学术研究的

眼界，促进电影工作者提高创作水

平。这里常规放映的都是国产老电影

和没有进入国内商业院线的国外电

影，其中既有艺术电影，也有优秀的商

业电影。

有 50 多年历史的资料馆，早在

1996 年就对公众开放了电影资料放映

厅，为了给影迷提供更好的观影环境，

2008 年资料馆对放映厅进行了重新改

造，把原来能容纳 900人的单厅影院变

成了现在“一大四小”的多厅影院，目

前最大的放映厅能容纳 600人左右。

当代 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影院

有 3 个放映厅、一个超过 300 平方米的

咖啡书店及会员区域的一个小型电影

图书馆和迷你放映室。影院不定期举

办不同主题、不同国家的电影展映，同

时举办定期讲座、讨论等活动；与资料

馆和尤伦斯艺术影院都是单个影院不

同，隶属香港安乐影片有限公司的当

代 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拥有自己的

商业院线分布，它的艺术影院虽然在

内地只有北京一家，但有在全国形成

院线的可能性。

尤伦斯艺术影院是该中心的一

个组成部分，通过艺术片首映、主题

策划放映、影人对话沙龙、经典影片

回顾、电影图书出版等活动，比较关

注独立电影以及国内艺术电影。该

影院全年放映 200 多场电影，但只有

一个放映厅，最多容纳 139 人。这个

艺术影院的独特之处在于建立了电

影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经常去看艺

术电影的一位网友说：“因为尤伦斯

集中做国内原创和独立电影的展映，

会吸引大量的电影从业人员前往，作

者一般会亲临现场。独立电影更多

地指向社会现实，讨论也有别于纯影

像的东西。”

主流院线的有益补充

因为坐拥“国库”，凭借两万部的

馆藏电影，资料馆经常举办国内早期

电影演员的个人影展。该馆节目策划

沙丹介绍，从 2011 年 11 月起每周三晚

上影院增设国产片专场，去年 7月侯孝

贤作品回顾展是较具有代表性的个人

影展，影展集中放映了 7部侯孝贤的电

影，并请到了导演本人到场与观众交

流。今年二三月有夏梦回顾展，4 月有

张国荣作品纪念放映。今年还将有台

湾纪录片的展映。现在“国片专场”是

资料馆的一个重点项目，小型影展每

月都有，大型影展每年有四五个，并已

形成固定观众群。

沙丹告诉记者，因为目前国内商业

院线上映的电影种类比较单一，所以资

料馆在选择影片时，力求达到与国内主

流院线形成一种默契。“比如，今年好莱

坞大片《云图》在国内商业院线上映时，

我们会选择该片导演之一安迪·沃卓斯

基的其他影片来放映。我们是主流院

线的有益补充。”

尤伦斯艺术影院负责人谢萌说，现

在尤伦艺术斯影院已经有一批固定观

众了，这些人不只是艺术青年和大学

生，还有普通市民。这也正是他愿看到

的。谢萌还说，艺术影院能在商业院线

之外提供给观众另一种选择，激发关于

电影艺术价值的思考、探索和实践。

小众市场还需培养

3 家艺术影院尽管经营模式不同，

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不盈利或者

盈利困难。

沙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资料

馆最大的放映厅来说，7000 多瓦的放

映机一开，一场电影的放映成本就在

1000 元以上。而资料馆的一张电影票

只卖 10 到 20 元，每场至少要卖 100 张

以上才能收回成本。现在大型影展需

要版权运作，通常一部外国电影放映

一场的授权费用在六七百美元以上，

有时请嘉宾来北京，加上人工、车马费

用，花费更加不菲。成本难以保证，更

不用说盈利了。

当代 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其实

并不是纯粹的艺术影院，因为当季大

片都能在这里找到。影院负责人员吴

婧说：“从绝对时间来看，商业片的放

映占到 90%，不过周末、晚上这样的黄

金时间会留给艺术电影。”而艺术影院

运营至今，尽管依然处于赔钱状态，但

票房一直在提升。难能可贵的是，有

些艺术电影还出现了场场爆满的情

况。另外，通过开设自己的图书馆供

会员免费借阅等方式招募会员，当代

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现有会员 7000

余人，会员制使得观众的黏合度比较

高，这也是艺术影院留住观众的方法

之一。

尤伦斯影院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尤

伦斯创办人基金的赞助，所有项目均

免费或低价向公众开放，商业收入微

薄。中心会举办大量的展览、沙龙，尤

伦斯影院仅仅是组成部分之一。尤伦

斯副馆长崔峤表示，目前尤伦斯得到

的赞助百分之百来自国外，本土企业

对艺术项目的赞助太少了，“以后能不

能有改变，还不知道”。

只有把艺术影院当成公益来做它

才能生存和发展吗？关于未来，沙丹

还是充满希望。沙丹透露，资料馆将

从 6月开始增加周末放映场次，给上班

族提供方便，票价也将根据运作成本

进行阶梯分化。“我们希望在给观众带

来好的文化产品的同时能够保证不赔

钱，社会效益和收入能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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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MOMA 百老汇电影中心艺术影院的会员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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