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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原创，大芬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孙亚菲

大芬油画村是油画生产基地

和交易市场，是联系艺术与市场、

才华与财富的纽带。近年来，大

芬油画村已经开始从单一的油

画加工产业向多元化产业方向

发展。从做行画起步的大芬油画

村以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在政府的

政策引导下，开始往原创转型，向

更广阔的产业链延伸。

核心区域面积只有 0.4 平方

公里的大芬油画村现有 40 多家

规模相对较大的油画经营公司，

1200 多 家 画 廊 、工 作 室 以 及 画

框 、画 布 、颜 料 等 绘 画 材 料 门

店 ，形 成 了 以 油 画 为 主 附 带 书

画、刺绣、雕塑艺术品及其他工

艺品经营、上下游产业链条较为

完善的文化产业基地。2004 年

以来，大芬油画村被文化部命名

授牌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文化（美术）产业示范基地”，目

前是全球重要的商品油画集散

地之一。

从低端行画向高端原创转

型，是所有大芬人的美好期许，

但是否切合实际，又或者，是否

必然只有转到原创一个方向，还

是有更多的可行路径去尝试，大

芬美术产业协会会长栾立银对

记者说，大芬油画村除了向原创

转型，还应该向艺术和创意衍生

品方向转型。大芬油画村早期

同其他行业一样通过来样加工、

复制名画，形成了全国乃至世界

最 大 的 油 画 生 产 和 销 售 基 地 。

虽然大家对此有争议，但总的来

说，大芬油画村的早期发展模式

是确有成效的模式。但这样单

一的模式，随着世界大环境的变

化，急需转型升级，“艺术引领消

费”不能再是单一的被动复制模

式 。 通 过“ 大 芬 原 创 ”“ 艺 术 衍

生”“版权的合法保护授权”的方

式可以拉长并拉宽大芬油画的

产业链条。基于这种想法，本届

深圳文博会期间，大芬油画村将

举办大芬艺术衍生品创意展，挑

选大芬部分画家的原创作品，让

他们不仅仅只是靠卖出作品获

得收益，还可以将自己作品中的

绘画元素或某种符号与日常消

费品完美地结合，再通过授权的

方式让生产厂家和经销商去做

艺术衍生品，让每个人都能体验

到“艺术改变生活，创意引领消

费”的观念。这样一来，原创作

品所创造的价值就可以达到利

益的最大化，大芬油画产业的发

展通过这种方式，在规模和产值

上也可以得到更大的发展和提

升空间。

栾立银表示，大芬未来不应

该只是发展油画，因为卖完一张

画，与画家就没有关系了，如果

做艺术衍生品，则可以让画的生

命得到延续，这样大芬的美术产

业生命力将更强，价值将更大。

从今年深圳文博会开始，

主要面向大芬油画村美术工

作者的深圳市绘画职业技能

鉴定考试和绘画职业技能竞

赛，将每年在大芬油画村举办

一 次 。 届 时 ，深 圳 市 的 美 术

工作者将通过参加竞赛及考

试 ，获 得 由 深 圳 市 人 力 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职业技

能资格证书，并获得相应入户

积分。

据介绍，为方便大芬油画

村广大美术工作者落户深圳，

首届深圳文博会后，深圳市政

府专门为画工出台了“入户”

考试政策。2005 年至 2007 年

共举办了 3 次入户考试，共有

68 名大芬画工成功入户。从

2010 年 开 始 ，深 圳 市 推 行 积

分入户政策，而大芬的画工们

通过积分入户很难解决其入

户问题。在深圳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的大力支持下，

大芬管理办会同深圳市职业

技能鉴定指导办 公 室 决 定 ，

从 2013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

深圳市绘画职业技能鉴定考

试 ，并 在 此 基 础 上 每 年 开 展

绘 画 职 业 技 能 竞 赛 ，对 通 过

考 试 者 和 在 竞 赛 中 获 奖 者 ，

分别给予较大分值的入户积

分，特别突出者仅通过一次考

试 就 能 获 得 入 户 所 需 的 100

分积分。

据悉，目前大芬油画村共

有以油画为主的各类经营门

店 1100 余家，云集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画家、画工达 1 万多

人，其中 75%以上为自由绘画

职业者，非深圳户籍、无固定

工作单位。根据深圳市社保

局相关规定，非深圳户籍人员

不能以个人名义购买深圳社

保。而社保是保障居民生活、

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

度，更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为非深户籍的自由职业者

渴望获得社会保障，但在大芬

工作的美术工作者，在深圳参

保政策上存在难以逾越的现

实困难。缺乏保障使得大芬

美术工作者多年来一直缺乏

归属感和“我是大芬人”的认

同感。近年来，大芬油画村出

现了人才流失现象，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社保问题未得到及

时解决。

为解决大芬美术工作者

多 年 来 的 社 保 问 题 ，大 芬 管

理 办 经 过 多 方 努 力 ，终 于 探

索出一条适合大芬美术工作

者的参保途径，即按照“三步

走 ”的 方 式 解 决 其 在 深 圳 参

保 的 问 题 ：一 是 对 于 在 大 芬

产 业 链 上 的 公 司 ，社 保 部 门

要求其必须为其所雇用的员

工购买深圳社保；二是对于已

拥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

大芬油画村内现有门店、画廊

经营者，社保部门要求经营者

本人必须购买深圳社保，同时

必须为其雇用人员购买深圳

社 保 ；三 是 对 于 占 大 芬 美 术

工 作 者 主 体 的 自 由 职 业 者 ，

则通过注册个人工作室的方

式解决在深圳的参保问题。

在 本 次 深 圳 文 博 会 期

间 ，大 芬 油 画 村 分 会 场 将 举

办 参 保 手 续 说 明 会 ，向 美 术

工作者详细介绍具体参保形

式 和 办 理 手 续 ，并 在 现 场 集

中办理参保手续。

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核

心是版权，如何保护大芬油画

村的自主知识产权，关系到大

芬 企 业 的 生 存 与 发 展 ，也 关

系到大芬美术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由于美术作品的特殊

性 ，部 分 画 家 之 间抄袭现象

时有发生，不正当竞争屡禁不

止。这种现象使得部分美术

产品经营者蒙受严重的经济

损失，相关从业人员无法安心

创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

美术产业的健康发展。作为

首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广东省版权兴业示范基地的

大 芬 油 画 村 ，多 年 来 一 直 在

探索解决美术作品的版权备

案问题。

2004 年，大芬油画村作为

首届深圳文博会的唯一分会

场亮相，它以文化产业植入，

带动城中村经济发展，带动城

市单元新旧更替的模式，吸引

了 全 国 媒 体 的 关 注 和 报 道 。

当年大芬油画村即被文化部

授牌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但大芬的产业中临摹复制

经营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一经

营模式是否会侵犯他人的知

识产权，大芬画家、企业又该

如 何 保 护 好 自 己 的 知 识 产

权？“大芬如何跨过知识产权

这道坎”成为媒体、管理层和

研究机构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10年来，大芬油画村在业

界的注视下“摸着石头过河”，

据大芬油画村管理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在经营管理中他们

采用多部门联合巡查制度、以

大芬管理办为主体进行原创

画 廊 和 作 品 登 记 、加 强 企 业

和美术工作者版权意识等探

索版权保护有效可行的做法，

但是有的做法难以形成长效

机制或在侵权问题的界定上

存在困难，有的做法由于管理

主体权限范围受限，难以真正

推广。

大芬油画村管理办公室、

大芬美术产业协会，积极争取

到深圳市知识产权局、市版权

协会的指导，研究出妥善、合

理 的 美 术 作 品 版 权 保 护 方

案。企业或个人可通过网上

备案申请 TSA 可信时间戳获

得版权保护。

TSA 可信时间戳是一个

具 有 法 律 效 力 的 电 子 凭 证 。

根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著 作

权法》，作品产生即拥有著作

权。作者只需在创作过程中

或完成后登录 TSA 版权保护

系统，简单几步操作，就可以

立即拥有一个属于这个作品

的“时间戳”，从而解决作品

在 著 作 权 保 护 中 存 在 的“ 电

子 身 份 ”问 题 。 在 第 九 届 深

圳 文 博 会 期 间 ，深 圳 市 版 权

协会的专家将在大芬美术馆

学术报告厅举办版权保护讲

座 ，并 现 场 演 示 数 字 版 权 备

案登记的流程。

原创力促大芬文化产业升级
本报驻广东记者 孙亚菲 通讯员 朱晨然

版权数字备案护航原创

政策扶持解画工后顾之忧

艺术衍生品做大产业链

2008 年突然而至的国际金

融危机，致使大芬油画村国外订

单锐减，不少画商出口转内销遇

阻，资金链突然断裂，行画业表

面的繁荣被打破，大批油画店铺

濒临倒闭。随之而来的是社会

上对“大芬模式”的反思之声，部

分学者直斥大芬村过于依赖复

制，迫切需要改变思路。痛定思

痛，大芬村决定重新调整发展模

式，油画村中具有收藏价值的原

创作品逐渐被提升到价值链的

最高端。

2009 年起，政府推出了多项

鼓励原创的政策，组织原创画家

外出采风，在保障房分配和积分

入户上给予倾斜。在政府的引

导下，大芬村的画家们开始纷纷

转型。仿佛一夜之间，大芬村搞

原创的人多了起来，但原创市场

并没有如想象般火爆，大芬卢浮

宫就是典型的例子。开业 6 年

来，由于租金比大芬村内便宜好

几成，这里曾先后云集了百余名

原创画家，但因为市场冷清，又

渐渐地流失了大半。如今，在大

芬村的 1 万多外来人口中，现有

300 多名原创画家如同“星星之

火”，代表着大芬转型升级的前

进方向。他们所盼望的，是政府

能够给真正的艺术创作者营造

一个充分自由的原创生态，让他

们茁壮成长。

2010 年，大芬画家马英良的

作品《香巴拉春雪》拍出了 105 万

元的天价，轰动一时。但同样风

格的一幅画，大部分原创作品的

售价只在三四千元，何以有如此

巨大的差别？一方面在于艺术

水准的迥异，另一方面在于大芬

原创艺术平台不够宽阔。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是大芬

村觉醒的一个契机。它加快了大

芬村向多渠道迈进的步伐，但并

没有改变大芬村发展的根本规

律。未来临摹与复制油画还会是

大芬村油画产业的主体，应提升临

摹与复制油画的水平、创造品牌效

应。大芬村的未来在于找到一条

适宜的原创油画与临摹复制油画

相结合的路子。原创画家的最终

目的就是走入市场，体现他们的艺

术价值，大芬村这个平台的作用，

在于把艺术转化为经济成果。

任何市场行为都必须遵循市

场规律，卖画也一样，之所以不可

能完全走艺术化路线，也是由国

人的经济水平和消费能力决定

的。从我国的现实层面来看，艺

术品无论是鉴赏还是产业化都还

在起步阶段，需要一个普及的过

程。行画既然有这么多订单，就

证明有市场需要。需求摆在那

里，因此必须走产业化的道路，这

不完全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

毋庸置疑的是，政府将会在

政策扶持上给予原创画家更多空

间，强调让“原创”与“行画”两条腿

走路。没有人能否认培养原创思

维和氛围的重要性，但艺术氛围和

原创画家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之

功。原创画家的实际生存问题，是

大芬村应首先解决的问题。

2012 年以来，龙岗区政府积

极推动大芬油画产业基地的规

划建设，并成功将其纳入深圳市

首批 9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的

范围，联合中国美协成功举办首

届全国中青年油画展，以加快大

芬村向原创转型的步伐。在 108

位入选画家中有 13 名深圳本土

中青年油画家，其中还有4名是大

芬油画村成长起来的油画家。在

深圳市人力资源、版权保护等相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对困扰大

芬多年的版权保护问题、画工入

户及参保问题，在现有政策框架

内分别采取数字化版权登记、职

业技能鉴定考试以及人力外包等

创新途径进行解决，为他们在知

识产权保护和养老、医疗、入户等

方面解决很多困难，从而为大芬

转型升级留住人才。通过政府和

行业协会的共同努力，2012 年大

芬油画村在欧债危机持续影响国

际市场的情况下，全产业链国内

市场占有率同比增长 10%以上。

大芬是国内油画市场的风

向标，当地政府给予画家的优惠

政策，是国内绝大多数地方所不

能企及的。在未来的漫长岁月

里 ，会 有 一 些 人 无 法 坚 守 而 离

开，但也会有很多新的画家不断

涌入。绘画是制造还是创造，该

走向复制的批发化之路，还是继

续原创的独木桥，这是大芬村需

要不断探索的问题。如今，政府

扶持原创油画，目的是把大芬油

画村做成一个金字塔的产业结

构，以行画复制做基底，原创作

品为塔尖，艺术化的思维遭遇产

业化的规则虽痛苦，但并不是非

此即彼的选择。如何让原创和

复制成为互补而不是矛盾的关

系，是大芬管理者下一步要着重

思考的深层次问题。绘画职业技能竞赛每年都在大芬油画村举行。

5月15日，中国油画第一村——深圳市龙岗区大芬油画村将举行版权数字备案及授牌仪式和社保签约仪式。这是由龙岗区人民政府、大芬油画村管理办公室、大芬美术产

业协会等部门及行业协会共同主办的，作为第九届深圳文博会龙岗区分会场的重头戏之一，大芬油画村将在文博会期间推出多项惠及民生的措施，充分展示龙岗区政府对大芬

美术产业升级的重视。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大芬油画村在国内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大芬发展到今天，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如何吸引越来越多优秀的艺术家进驻大芬、推动大芬原创再升

级，如何解决在大芬工作的美术工作者存在的民生问题、为其搭建一个宜居宜业的发展平台带动深圳乃至全国的原创油画创作的发展，这是龙岗区委、区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

也是作为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大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记者手记

大芬画家卢伟旋笔下的大芬美术馆。

大芬油画村引进高端画展，给画家提供了许多交流学习机会。

原创作品逐渐被大芬油画村提升到价值链的最高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