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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工业、企业的迁出，留
下了大量的老旧厂房，如何结合
北京市疏解整治工作，在保留城
市工业文明印迹的同时赋予新
的生机，提升厂房新的价值，成
了需要解决的一大重要问题。

中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余俊生表示，北
京要将腾退出来的空间建设好、
利用好、发挥更大作用。而利用
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既可
以为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重要支撑，也为城市文明复兴注
入了全新活力。

政策红利频出
今年4月，北京市发布《关于

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
间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保护利
用原则和相关政策及保障措施，
指出“保护利用好老旧厂房，充
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和再生价值，
兴办公共文化措施，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建设新型城市文化空
间”。这也是北京首个保护利用
老旧厂房的专项政策。

据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

中心的调研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北京市腾退老旧厂房达 242
个，总占地面积超过2500万平方
米，其中已经转型利用的老旧厂
房占地面积 601 万平方米，正在
转型改造的占地138万平方米。

此外，在过去五年，北京文
化产业增加值都接近或超过10%
的增长，超过同期北京市GDP的
增速。北京市“十三五”规划中
明确提出，到 2020 年，文化创意
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力
争达15%左右，产业支柱地位更
加巩固。

6月份，北京市发布的《关于
加快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
建设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示
范园区建设运营管理机构将现
有老旧厂房、特色工业遗址等存
量设施资源改造为文化创意产
业园区，建设分园。

国家文化创新实验区管委会
主任丰春秋表示，保护利用好老
旧厂房，充分挖掘文化内涵和再
生价值，兴办公共文化设施，发
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新型城市
文化空间，有利于提升城市文化
品质，推动城市风貌提升和产业
升级，增强城市活力和竞争力。
近 20 年来，以 798 艺术区为标

志，北京老旧厂房的文化再造经
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探索和提
升转变过程。

在中央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
的政策指导下，北京的部分老旧
厂房在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
下，也转身变成了更加时尚的图
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实
体书店等等，成为了更有价值的
为市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空间。
这样既可以省去拆旧建新的高成
本费用，还可与城市定位相匹配。

老旧厂房迎来春天
在北京，提到工业与文化的

结合，最具代表性、发展最为成
熟的代表之一就是 798 艺术区。
它的前身是 718 电子元件联合
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已
经是北京时尚文化地标。

与 798 相似的还有“77 文
创”，它的前身是鼎鼎有名的北
京胶印厂，这也是北京第一家采
用胶印技术的工厂。由于印刷
技术的不断提高，北京胶印厂整
体业务迅速下滑，厂区的环境也
不符合北京文化核心区的定位，
于是在2012年初，北京胶印厂将
原胶业务迁出。

“77文创”负责人王雷表示，
“文创园区不仅是文创产业发展
的物理空间和办公空间，同时还
应承载北京文化传承、建筑历史
记忆、公共文化服务等多元化的
功能，对于核心区的文创园区，
还应紧密结合北京历史文化名
城风貌保护的整体要求，彰显古
都风貌。”于是，王雷在改造中，
利用工厂园区的空间特点，在三
栋环绕着的楼宇中间建造了园
区中最有特色的小剧场，他认
为，通过整体的设计，产业的引
入、园区的管理，原来荒芜的厂
区变成了大家愿意置身其中的
空间。整个项目还获得了“2016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金奖”。

除了转身变为文创园区，还
有众多电影产业园由此诞生，铜
牛电影产业园就是其中之一。
铜牛其实是一个内衣品牌，据产
业园董事长刘国宁介绍，由于老
国企淘汰落后产能，公司的生产
环节转移到河北、山东、江苏甚
至缅甸。园区随即也从铜牛京
纺物资有限公司库房转变为电
影产业园，并于2016年开园。

“2017 年，入园企业产值达
20亿元，远高于园区此前产生的
经济价值。”刘国宁说道，“我们

的定位是做国内最专业的电影
产业园。如今园区已基本满租，
入驻园区的 50 多家电影类公司
涵盖了电影产业链上下游各个
环节，比如电影策划、投资、制作
及发行，艺人工作室、明星经纪
等。”

“这里有杜比全景声影院，
可以举行首映式、发布会和看片
会。”刘国宁继续介绍到，为了让
园区国内影视企业更好地交流
互动，电影产业园将园区自有的
艺术空间开放，每年为园区企业
提供免费使用机会。

此外，针对目前实践中存在
的对保护老旧厂房价值认识不统
一、资源底数不清楚、规划引导不
清晰、改造利用不规范等深层次
问题，北京也将制定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的政策。北京市国有文化
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赵磊表
示，“接下来北京市文资办将会同
政府其他部门，加紧推进保护利
用的基础工作，积极推动达到一
定规模和符合建筑标准的老旧厂
房资源向文化创意产业园转型，
对接导入高端项目资源，实现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争取
在短时间内打造一批高质量老旧
厂房改造利用典型。”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及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强贸
易往来，跨境园区逐渐成为中国
企业走出去，境外企业走进来的
重要枢纽。与此同时，中国企业
出海的风险也逐步暴露，在此背
景下，跨境园区所发挥的平台作
用将更加明显，为走出去的企业
和走进来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源
对接、风险规避、政策解读成为跨
境园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重要
责任和使命。

中小企业出海
需多方合力
中国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

数的99%，经济总量占了60%以
上，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国家技术
创新的生力军。但因为市场、资

金、人才等各方面存在瓶颈，即使
产品已经遍布全球，中国中小企
业本身“走出去”的占比却很低。
能否通过跨境产业园区提高中小
企业走出去的几率和成功的几
率，成为政府部门和企业、社会资
本、产业园区直面的重要课题。

境外产业园区不仅为当地创
造税收，还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
就业，还代表了非常重要的中国
形象。然而在海外建设产业园
区，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政策
风险大，更加需要多方合力才能
够办好。

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跨境产
业园的建设充分发挥已经走出去
企业的经验优势和资源优势，将
相关的资源加以整合，正在成为
抱团出海、海外互助的生动实践。

中澳商业产业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局主席韩凯然表示，中国
中小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太需

要海外的推动力了。企业不要单
独出海，单独出海太危险了，太乏
力了，太孤独了，企业需要“抱团
出海”。

当然，企业走出去也是一个
多方合力的过程，中澳商业产业
园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丁强表
示：“希望政府帮助我们一块儿对
接中国的中小企业，媒体在宣传
方面助力，多方合力共同打造跨
境商业产业园。”

跨境产业园区多角度
带动企业落地海外
中澳商业产业园坐落于澳大

利亚的文化与工业中心墨尔本，
占地超过26万平方米，是斥资近
10亿澳币（约合49.4亿人民币）打
造的跨境服务平台。旗下设立

“三大中心，两大联盟”，分别为中
国中小企业(澳大利亚）国际办公

中心、展览展销国际推广中心和
海外仓储中心以及行业国际服务
联盟和媒体国际服务联盟，为中
国中小企业落地海外提供全方位
服务。

与别的跨境园区最大的不同
是，中澳商业产业园除了实体园
区还设有虚拟园区。虚拟园区是
更为开放，打破边界的，通过互联
网的辐射效应可以服务更多的园
区内外的企业，整合更多的资源。

在韩凯然看来，“互联网+”为
跨境园区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变化，
实现了便利性，实现了开放性，实
现了非局限性，这就是“互联网+”
的概念，这是实体+互联网。

新的形势下，跨境园区运营
更需要创新。韩凯然表示，要想
运营好跨境园区，就要实现实体
园区与虚拟园区的有效结合，还
要实现园区的硬件设施与软件设
施的双驱动。

“中澳商业产业园区在境外，
最需要的是境外硬件环境让企业
有落户的概念，软环境就是行业
联盟，行业服务联盟是保证中小
企业走出去的联盟，软实力保障
了，技术问题都可以解决，成为中
国中小企业走出去的重大保障。”
韩凯然进一步解释。

而在跨境产业园区带动企业
走出去的探索实践中，吉林省长
春市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2017
年9月，长春市总商会和中澳商业
产业园举行了签约仪式，签署了
战略经贸合作协议。长春最近几
年遭遇了发展的天花板，东北老
工业基地的没落与重新崛起，东
北经济的萧条与重新复苏，都将
影响着东北的企业是否能够走出
去。与中澳商业产业园区的深度
合作，无疑为这个老工业基地上
的城市所面临的发展难题提供一
个可借鉴的发展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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