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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文化金融融合新體系築文化金融融合新體系
育文化科技融合新業態育文化科技融合新業態

黨的十九大提出 「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創新生產經營機制，完
善文化經濟政策，培育新型文化業態。」作為首都功能核心區，北京市西城

區既是中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核心承載區，亦是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重點地
區。長期以來，西城區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澱與優質的時代文化資源，為區域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下一步，西城區將着力加速建設文化金融融合新
體系，發展文化科技融合新業態。

薈萃新集群 培育新業態
本報從西城區相關部門了解到，西城區將大力發展文化金融創新業態。完善政

策支持體系，建立順暢有效的信用風險分擔和補償機制。建立文創企業上市掛牌
儲備庫，加快推動並支持文創企業上市掛牌。

西城區還將大力鼓勵和引導文創企業借助各類平台，支持文化金融服務與大數
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進行深度融合，為文創企業提供精準融
資服務。

未來，西城區將大力發展文化科技融合發展新業態。目前，西城區已開始大力
發展數字出版、數字傳媒、數字娛樂、虛擬會展、藝術品網絡交易等文化創意產
業新業態，加大技術創新在歷史文化傳承、古都風貌和非遺保護等方面應用，並
積極引導文化創意產業與科技、金融、旅遊、體育、商業等多種產業融合發展，
激發新業態。還積極引進國內外知名的技術專利代理、投資諮詢、財務、法律、
孵化器等中介服務機構，為企業提供專業化服務。

建設高端設計創新中心
近年來，西城區文創產業規模總量逐年擴大，收入和利潤穩步增長，目前已經

成長為區域重要產業之一。截至2018年6月底，西城區共有規模以上文化創意產業
法人單位677家，實現收入同比增長5.3%；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33.0%。

本報從西城區相關部門獲悉，下一步西城將着力做大做強 「設計之都」核心
區，建設高端設計創新中心。具體方面，將支持提升 「中國創新設計紅星獎」的
國際參與度和權威影響力的，吸引國內外知名的設計企業和機構入駐，建成具有
一定全球影響力和知名度的設計產業發展核心區。此外，着力推進IP資源、文化元
素、時尚元素等在創意設計中的應用，形成集交流、創意、設計、展示、投資、
交易於一體的創意設計產業集群，構築設計產業領域綜合競爭力。

未來，西城還將打造全國演藝引領區。具體以天橋演藝區為依託，吸引創作、
生產、票務、演出等演藝產業鏈的核心環節重要實體，實現集聚發展。培育多元
優秀演藝市場主體。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演藝聯合體機制，鼓勵國有演藝機構引
入社會資源，形成優勢互補。大力推進特色文藝精品創作。深入挖掘古都文化、
紅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創新文化，支持鼓勵打造個性突出、京味十足原創力作、
品質內容過硬的文化精品，鼓勵開展重大題材藝術創作生產。

吸引獨角獸打造小巨人
未來，西城區還將着力吸引文化創意領軍企業落戶。據了解，西城區將實施文

化創意型領軍企業引進計劃，着重吸引文化金融、文化科技、設計服務、文化演
藝等領域的領軍企業落戶西城。

在引進與培育 「獨角獸」型文創企業方面，西城區將跟蹤建立文化創意 「獨角
獸」企業數據庫，挖掘潛在優質獨角獸文創企業。在文化金融、文化科技、設計
服務、文化演藝等領域，着力引進和培育一批引領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向、有實
力和競爭力的 「獨角獸」文創企業；加強資源、服務和政策保障等三大要素支
撐，積極構建孵化獨角獸文創企業的獨特生態鏈，支持其在技術創新、應用方式
創新、應用領域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等各方面的創新活動，助力 「獨角獸」企業
快速發展。

在培育打造成長性強的 「小巨人」中小文創企業方面，西城區將引進培育一批
具有核心技術，極具發展潛力和培育價值處於成長初期的中小企業文創企業。發
揮資源和服務優勢，加大對 「專精特新」中小文創企業培育力度。鼓勵區屬國有
文創企業與中央、市屬及民營文創企業強強合作，實現多向協同創新，促進活力
提升，增強企業競爭力。

近年來，西城區堅持以文化為內核、以金
融為動力、以科技為支撐，抓機制、建平
台、強服務，全力推進區域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經過勤力耕耘，西城區的文化創意產業
已呈現出頂層設計有力、政策體系完備、人
才機制完善的可喜局面。

在頂層設計領域，西城區圍繞落實北京市
新總規、圍繞全國文化中心建設，分析研究
西城文創產業發展現狀，面對 「文化＋」的
產業融合發展趨勢，從政策、資金、要素市
場建設、重大項目等方面積極跟進推動文創
產業發展。進一步明確西城區文創產業發展

定位、發展目標、重點任務及保障措施。同
時，定期對園區和企業進行座談交流，從政
策扶持、政府職能服務、園區發展規劃、招
商引資等方面拓展工作思路和規劃，並與相
關單位建立園區選商和 「騰籠換鳥」的聯動
機制，做好園區高端企業入駐的服務工作。

在政策扶持領域，西城區不斷加大對文創
產業的支持和引導力度。目前正在研究編製
相關空間資源產業發展政策，進一步鼓勵和
引導高度融合。

在人才培養領域。西城區更是舉措頻出，
成效斐然。具體包括：組織西城區文化創意

產業園區管理人才工作培訓會、西城區文化
創意產業促進工作高級研修班；積極推薦企
業參加北京市有關人才培訓和參加首都文化
創意產業投融資培訓班、2017北京文化創意
產業高級人才研修班等培訓。通過北京坊
會、文博會、北京市文化創意創新創業大
賽、惠民文化消費季等活動平台為人才發展
搭建平台。積極推薦人才爭取有關獎勵、資
助及扶持，推選區內文創人才參評 「首都文
創傑出人物」；推薦有代表性的園區、企
業、人才申報2017年度西城區優秀人才培養
資助。

政府搭台 文創唱戲 澆灌文創繁榮之花

西城區在北京市率先啟動街區整理的，近
日完成街區劃分工作。全區50.7平方公里被
劃分成101個街區。西城區將在各街區採取
優化功能配置、業態調整升級、空間布局整
理等措施，改善人居環境，全面提升城市品
質。今年年底前，至少有15個街區完成生態
重塑，與市民見面。

劃分101個街區 優化功能配置
西城區的街區劃分從今年年初開始，由各

街道辦事處根據街道整體規劃，按照不同類
型街區的功能定位、業態聚集、傳統風貌等
特點，將轄區劃分為若干個街區。遵循空間
規模適度的原則，1個社區可以被劃定為1個
街區；也可以多個社區組合成1個街區；或
者以主次幹道、背街小巷、特色街區為界
線，劃分成街區。

從最後劃定的101個街區來看，西城15個
街道平均每個街道包含約7個街區。牛街街
道包含街區最少（3個街區），廣外街道包
含街區最多（13個街區）；平均每個街區的
面積大小為0.5平方公里。

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測算，101個街
區平均的人口數為1.22萬人。西城全區共有

259個社區，平均每個街區包含2.5個社區，
單個街區最少包含1個社區（12個街區），
單個街區最多包含8個社區（前後海街
區）。

建街區整理項目庫 依據民生民意立項
各街區面積大小、人口數量不一，在後期

的生態重塑中，也會採取不同的措施。先逐
一進行診斷，建立街區整理項目庫。在診斷
環節中引入專業的設計單位，重點研究街區
內無序停車、違法建設、生活性服務業不均
衡等問題。針對街區現狀存在的問題，專業
單位開展街區的整理設計方案，並建立起街

區整理項目庫。項目庫涵蓋眾多改善提升措
施，通過民生民意立項機制來確定具體實施
方案。

各街道的街區整理設計方案，以體驗館的
形式向公眾公示。目前，鼓樓西大街、阜內
大街、廣內街道的街區整理展示中心已經落
成開放。選址在廣陽谷城市森林附近的西城
全區的街區整理展示中心正在進行方案設
計。如果居民或者社會公眾對街區設計方案
有好的想法、建議，可以通過留言的形式，
反饋給相關街道或部門。

街區整理設計 個性與傳統協調
雖各街區都有個性特徵，但在整理過程中

還要符合老城區的功能定位，並與傳統的古
都風貌相協調。為此，西城區出台了街區整
理設計導則，將一般建成區分為政務活動、
金融商務、金融科技、繁華商業、交通樞
紐、公共休閒、生活居住7類；把傳統風貌
區分為政務活動、特色商業、文化休閒、生
活居住4類。

對每一類型的街區，道路系統怎麼規範、
街道胡同公共空間營造，具體到建築用材，
選擇配色等，都有明確指導要求。

率先啟動街區整理 再塑老城生態

近年來，西城區區委區政府高度重視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把文化創意產業作為推動區
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之一。因此，隨着首
都功能核心區疏解騰退工作的推進，許多老
舊廠房也隨之得到了科學利用，很多轉型為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為西城區構建 「高精
尖」產業結構提供了新的空間資源支撐，這
其中已經納入文化產業園區改造範圍的有18
家，如華電（北京）熱電有限公司天寧寺廠
區、北京市有機玻璃製品廠、北京京儀敬業
電工有限公司等，總建築面積將近50萬平方
米。其中已經完成全部或部分改建的9家，
如北京唱片廠建成 「中國音樂產業園」、新
華印刷廠建成 「新華1949文化金融創新中
心」等；正在籌劃改建的有9家。同時，西
城區全面梳理老舊廠房資源，對區域內登記
用途為廠房、倉庫等生產性用途的老舊廠房
資源進行摸底調查，建立完整的資源信息台
帳（位置、規模、建築情況、權屬關係、利
用條件、使用現狀、業主意向等數據）。目
前梳理出適宜改造拓展文化空間的項目105
個共計53.6萬平米，重點篩選出45個重點項
目，共計33萬平方米。

天寧1號文化科技創新園
「天寧1號」文化科技創新園（以下簡稱

「天寧1號」）原址為北京第二熱電廠，總

佔地面積為7.9萬平方米。 「天寧1
號」園區已列入了西城區 「十三
五」規劃，規劃要求園區的發展要
適應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需求，
符合首都核心區功能定位，同時具
備更大的開放性和市民融入度，解
決好周邊歷史遺留問題，並充分利
用好園區的標誌性、獨特性元素，
將園區建設成為經典示範園區。

目前，天寧1號由中國華電集團發
電運營有限公司下屬的北京天寧華
韻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
寧華韻）負責建設和運營，力圖將
原二熱打造成為一個有行業創新和
前瞻特點的文化金融科技融合發展的園區。
「天寧1號」項目改造分兩期施工，目前一

期項目已於2016年10月施工完畢，並於開園
即承辦了第十一屆北京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
覽會西城分會。

「天寧1號」一期項目位於園區東側和東
北側，佔地面積約3.2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約2萬平方米，共計25個單體，單體面積為
30-3500平米不等。在一期招商工作中，重
點引進能夠突出 「文化＋科技、文化＋金
融」核心內涵的，具備一定影響力和品牌效
應的企業，截止目前，園區已入駐企業共計
6家，包括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新華網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珠江鋼琴文
化藝術有限公司等。
據了解， 「天寧1號」二期項目擬通過對佔
地面積10900平方米的主廠房及西側附屬建
築物進行改造，創造空間豐富、功能多樣的
空間場所，為多領域文化科技企業成長打造
發育溫床，同時開發地下空間，使附屬建築
及地下空間可以作為圍繞文化科技產業發展
的需要，並配合多種服務行業，形成與靈活
建築空間相配套的綜合服務中心。通過地上
建築改造升級和地下空間的開發利用，以留
白增綠的方式提升周邊區域環境，使園區成
為北京高端文化科技創意產業園的典範。

西城區老舊廠房變文創園區 天寧1號神奇化身記

■■北京市西城區什剎海北京市西城區什剎海

■■天寧天寧11號號

■■天橋演藝中心天橋演藝中心 張鑫攝張鑫攝

■■西什庫西什庫3131號號

■■昔日勸業場昔日勸業場，，今日北京坊今日北京坊

■■磚讀空間磚讀空間 于于志強攝志強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