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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角色介入下重庆黄桶坪501 仓库的更新

T he R egeneration of 50 1 W are house U 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Stakeholders in H uan幻uePing ,

C ho ngq ing

刘 靖 许剑峰 LIU Jing , X U Jianfe ng

摘 要 本文从政府 !艺术工作者 !企

业三方关系的角度出发 , 对50 1仓库的更

新模式进行了分析, 并讨论了在重庆黄确

坪5() 1仓库更新过程中不同角色的利益需

求和角色作为, 其中艺术工作者作为直

接的获益者时物质空间的更新起了主导

作用"本文主要从外部环境 !建筑整体

空间和室内空间三方面研究了50 1仓库的

更新过程 , 分析了更新前后企业和艺术

工作者的角色博弈和角色局限性 "政府

的介入匡正了角色关系, 角色之间走向合

作"5( )1 仓库更新过程中角色关系的变化

表明, 只有多重角色共同合作才能保证旧

工业建筑的可持续更新"

关键词 角色关系;利益相关者;工业建

筑更新; 5()l 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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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关系研究在城市更新中的运用比较广泛 , 一些文章把城市更新中公共部门

和私人部门等各种团体之间复杂多变的相互联系与作用称作角色关系I.]"国内相关

研究大多针对单个角色定位 , 例如李莞的 5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关系研究 6以及周雨

的 5地方治理视野下中国民间组织与政府关系研究 6等 "近年也出现了对具体城市

更新中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的研究 , 如华中科技大学陈煊的博士论文研究了武汉汉正

街更新过程中地方政府 !开发商 !民众的角色关系[2] "本文试图运用角色关系理论对

重庆黄桶坪501 仓库更新过程中政府 !企业 !艺术工作者的角色介入及其相互关系进

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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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角色关系, 旧工业建筑的更新模式可大体划分为三类 :政府主导的集中式

更新 !企业主导的市场更新以及艺术工作者主导的自发更新"政府主导的模式是政

府联合开发商 !企业 !建筑师在各种角色共同控制和管理下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更

新 , 其特点是注重更新后建筑功能的合理性 !建筑形象的整体性以及相关配套设施

的建设 , 改建后采取整体出租与统一管理的方式 , 项目多强调公益性 "企业主导的

更新在后工业时代的背景下产生, 大量闲置厂房不能再产生任何经济利益 , 企业必

须另寻出路 "部分企业在工业厂房的功能基础上进行转型 , 以迎合市场需求 , 获取

更多利益 "这种更新模式的缺点是企业往往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 , 较少考虑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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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租金下调为8元 , 并签订了三年的

协议 "在初期的二者角色关系中, 企业

处于被动状态, 同艺术工作者主动的协

商和改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4 更新与角色关系的变化

3 .3 政府的政绩价值需求

随着重庆市对创意产业的逐步重

视 , 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1996年,

重庆市政府成立了重庆市创意产业发

展领导小组 , 出台了相关文件 5重庆市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创意产业发展的意

见 6和 5重庆市创意产业 /十一五 0发

展规划 6"2007年 , 重庆将501 仓库设定

为创意产业基地 , 华袁储运公司和市文

资公司分别为业主单位和主管督促部门

151 "同年 , 在市创意办的组织下, 四川美

术学院和九龙坡区政府联合打造了黄

确坪涂鸦艺术街 , 与此同时举行了中国

涂鸦艺术节"20 09年 , 重庆市政府又组

织了第一届黄桶坪新年艺术节, 并将501

艺术基地作为艺术节的展览区之一 , 之

后艺术节几乎每年都会举行一次 "

由5 0 1仓库等一系列旧工业建筑

改造而成的艺术仓库建筑及人驻的艺

术家所组织的各种活动共同构建了特

有的文化资源 , 这些资源的独特性和

稀有性可以作为 /城市文化资本 0, 在

一定条件下可转换为经济资本 "艺术
区看似直接经济效益微不足道 , 但原

创艺术家可以带动本土画廊的发展 ,

且每年黄桶坪新年艺术节都能增加艺

术品的交易量 , 同时还能吸引一定数

量的游人参观 , 带动周边餐饮 !住宿

等配套产业的发展 "一个运营良好的

艺术区会使城市更具魅力 , 促进周边

土地升值 , 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创意经

济的杠杆 "政府要挖掘 /城市文化资

本 0 !塑造城市形象 , 这两者在城市发

展中又相互影响 " / -城市文化资本 .

动力机制是现代城市文化与城市经营

的新增长点 , 是城市全面创新和 -经营

城市 . ! -营销城市 . 的最新创造与运

用 "016]

4. , 50 ,仓库的更新

在501 仓库的更新过程中, 从同企

业方商议租赁到建筑的整体空间划分,

再到内部空间和外部环境的改造都由艺

术工作者完成 , 企业方没有参与具体的

改造过程 , 只负责建筑的维护和管理 "

这场自发式更新使得旧卫业建筑在新时

代的背景下被赋予了新功能, 从而重新

焕发出生机 "旧工业建筑与艺术活动相

结合, 形成具有特色的城市场所, 带来了

社区文化和活力, 并可能推动城市文化

产业的发展川"

4 ., ., 501 仓库大楼的整体改造

在改造过程中, 艺术家们用砖墙

对通层的大空间进行了水平划分, 隔出

面积70一30 0m Z不等的工作室 (图2) :

工作室的租赁者则对墙面进行了简单

粉刷 , 自行安装了电线 !水管和相应的

灯具 !水槽等"

对大楼的改造体现了艺术工作者

对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追求 , 他们充分考

虑到未来更换工作室的可能性 , 因此并

不花费过多资金在租用工作室基础设

施的改造上 , 选用的改造材料多数不耐

用 , 需要管理方花费较多费用来维护 "

在改造时, 水表和电表被安装在了工作

室内部 , 造成公摊水电费用高 , 给监管

带来了不便 "同时 , 部分租赁者在终止

租赁后把自己安装的灯具 !电线等拆除

带走 , 需要企业重新安装 , 这些情况也

给企业带来了额外的经济负担 "

4 ., .2 工作室室内空间的改造

工作室内部是属于租赁者的私密空

间, 是艺术工作者改造的重点 "每个艺

术工作者对工作室室内空间的风格有不

同的喜好, 并且各种类型的工作室也有

具体的功能要求 , 所以不同工作室的室

内空间呈现出鲜明的个性 "另一方面,

旧工业建筑的独特魅力使工作室的空间

改造呈现出某些相似性:结构暴露 , 可

以清晰地看见空间中原有的梁和柱 , 改

造中增加的管线也暴露在外;人口空间

经过简单处理 ,形成公共空间与工作室

的过渡空间(图3 );空间划分灵活, 可变

性强 , 采用砖墙 !办公用品 !帘子等进行

功能分区; 由于空间层高足够大 , 大多

数工作室加建了部分二层 , 作为艺术工

作者的私密空间或储藏空间(图4卜

图5和图6是501 仓库中的两个工作

室 , 一个是 /进部摄影 0 工作室 , 另一

个是作为展览之用的 /器 #空间 0 两

个工作室的室内空间均由艺术工作者自

己改造 "根据功能要求 , /进部摄影 0

工作室的内部空间被主要划分为办公

区和摄影区两部分, 四周有一些配套

. . . . .. .
走. 搜. 目肠

图2 5 0 ,仓库空间的水平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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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进部摄影 0工作室实景和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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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器 #空间0工作室实景和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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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其它角色的限制 !单方血考虑自身

利益而产生的; 如果企业或政府主导

501 仓库的统一改造 , 则会更多地考虑

到管理的方便性和发展的长期性 , 相对

于艺术 I.-作者的自行改造 , 所顾及的问

题会更加全面

随着501 仓库的改造完成和艺术

氛围的逐渐增强 , 越来越多的艺术 l-

作者希望人驻.市场供求关系发 .I f改

变, 进而影响了企业和艺术 l几作 者双方

的角色关系一企业逐渐成为角色关系中

的 L 位 !双方关系中的 /强势者 0 (图

7 ).其 /强势 0 在租金的变化 -!,得到体

现: 20 09年 , 仓库租金 卜调为10一11元

(不同楼层的租金有差异); 2 01 1年至

今, 租金更进一步卜调为15一18元 (图

8 ) 77不断 1几涨的租金导致 了部分艺术

7作者的离)I= -

5 501 仓库的发展与政府的介入

加16141218功468

782co图ooS

服务空间, 如化妆室 !储藏间 !卫生间

等 不同功能的空间通过加建的墙体

和一些置物架分隔与组织 , 空间划分灵

活 (图5 ) /器 #空间 0位于501 仓库一

层 , 作为展览空间 , 这里定期举办一些

活动 , 为年轻的艺术家提供展示平台

该空间川隔墙在人lJ 处进行简单处理 ,

形成了室内外的过渡空间;并在一角加

建了一个阁楼 , 也作展览之用 , 使得观

展路线富于变化 (图6 )

4. 1.3 外部环境的改造

501 仓库的外部空间中保留了一些

具有强烈 I一业风格的元素, 如生锈的管

道 !由废旧机器改造的小品等, 墙上画

满了各种涂鸦 "场地中没有专门划分出

停车位 , 车辆比较随意地靠着周边的

楼房停放 人 l:J 附近的墙面上挂着各艺

术一l一作室的名称和对应门牌号的展示

牌 , 宣传栏上贴有各种艺术活动的宣传

海报 "艺术工作者们对仓库的入口进行

r 重点 处理 , 生锈的管道成为大门的

装饰 , 管道土挂着 /501 艺术基地 0几个

大字

4.2 更新前后的角色变化

更新前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态度使

他们赢得了改造501 仓库的主动权 , 成

为博弈的胜利者"但由于其片面强调个

人的空间利益 , 改造后的空间呈现出

一定的局限性:比较强调内部空间的改

造 , 外部空间改造则进行得不够充分;

缺乏公共空间) 整栋大楼的70多个

工作室中只有两间作为展示空间对公

众开放 , 其它艺术工作室的开放程度不

高 这些局限性是由于艺术 r几作者没有

20 世纪80年代 , 纽约S()H ()的艺

术氛l神吸引 J.许多中产阶级来此居住,

开发商也!下资投入.导致租金猛涨 , 艺

术家只好搬迁到布兽克林区或纽约 上

州}8} 若501 仓库的租金不断上涨.未来

可能会和纽约附)H O 一样面临商业化趋

势 , 这似乎是自发形成的艺术区先天存

在的一个问题 l日工业建筑是不可再

生资源 , 数员有限.越来越多的艺术工

作者来此租赁 !几作室导致供不应求 , 则

-叫卜- . 离租金

. 低租金

仓库更新一自发更新 仓库更新后一市场主导
2 00 9 2 0 1 1

图7 5 0 1仓库更新前后的角色变化
F一9 7 eh ang in g role of w a re h ou se b efo re a nd

aft er th e u Pd a te

50 1仓库租金变化图
F 一9 .8 rent eh an ge 一n o f 50 l w areh ou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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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品交易场所少, 艺术作品大多

在外地进行交易 , 艺术生态系统脆弱;

宣传的欠缺使了解501 艺术仓库的市民

较少"另外 , 黄确坪的艺术仓库分布零

散 , 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 政府应考虑集

中改造和开发 , 并给予优厚的政策支

持, 以吸引更多的艺术工作者"

注释:

¹ /黄漂一族 0特指漂泊于黄捅坪地区

的艺术工作者"

门月|习术境持一一库保环艺一5一誉声

/ 一~\ ~ / 一 !\

四 竺巴
6 总结

图9 政府介入后的角色关系

F ig 夕 eh an ges in th e ro le re lat ion sh iP s

un de r go vern m e ni a lin terven tion

租金必然上涨 "与此同时, 区域的兴旺

会吸引酒吧 !咖啡馆 !画廊等文化消费

商业的入驻 , 这些具有商业性质的空

间更容易生存下去 , 最终将形成恶性循

环 , 导致该地区商业化程度的不断加

深 , 从而使艺术工作者因无法支付高租

金而被迫迁移到其它地方"

政府是501 仓库改造完成后介人的

角色 , 是仓库发展到具有一定影响力和

效应 !存在影响城市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之后介人的 "政府希望企业保持501 仓

库的使用功能 !打造501 艺术基地 !做

好城市的艺术人才储备并吸引外地人

才, 同时使仓库成为市内各种艺术活动

的重要载体 , 形成城市的文化资本 "作

为利益交换 , 政府补助企业一定数量

的资金 , 并将5 01 仓库作为创意产业基

地 "艺术工作者与政府没有直接的博弈

关系 , 政府通过补助仓库租金使艺术

工作者受益 "政府清楚地认识到 , 艺术

工作者是城市文化资本的根本 , 他们给

城市创造了良好的艺术文化生态 , 推动

了城市的多样化发展和间接经济价值

的获取 "政府角色的介人暂时减缓了市

场对脆弱艺术生态的冲击 , 使三者重新

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图9) "

相对于北京 !深圳 !上海等大城

市 , 重庆市政府对艺术产业的介入才刚

刚开始 , 目前给予的实质性支持较少"

艺术工作者主导的自发式更新目前存

在的一些问题仍需政府引导, 主要表现

更新后的角色关系最终走向了合

作关系, 各角色在博弈中得到了不同的

利益 :501 仓库给艺术工作者提供了良

好的工作空间和展示平台;华袁储运公

司从中获取了租金和知名度;政府则获

得了发展创意产业的政绩"

然而 , 艺术工作者和企业方角色的

局限性以及政府在改造初期的 /让位 0

使501 仓库的自发式更新目前仍面临着

一些问题 "艺术工作者对大楼的改造
欠缺总体上的考虑 , 盲目的改造可能对

有价值的旧工业建筑造成破坏 , 鉴于

此 , 企业应聘请专业人员对建筑进行

整体的规划和改造 , 并留出弹性空间由

租赁者自发改造 "另外, 在自由市场下,

企业的开发也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 需要

政府和专家的匡正 "政府还需提供相

应的政策和资金 , 以保证艺术工作者的

利益 "

/自我生产型住房被看作是绝望

的象征 , 因为它意味着市场没有能够满

足普通人民基本的住房需求 "0[9] 同样

的看法也适用于501 仓库的更新 , 这种

/ 自我生产 0的艺术工作室说明政府对

艺术工作者的工作环境还不够重视 "因

此 , 政府应努力扶持脆弱的艺术群落,

为更多市民创造体验艺术的机会和场

所"艺术工作者主导的更新只是501 仓

库整个改造过程的开端 , 在未来的发

展中 , 如何调动并发挥各个角色的作

用 , 使整个艺术社区更具活力, 以及如

何更好地运作城市文化资本 , 是值得

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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