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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封面故事

(上接B01版)

世博效应遐想

168天，累计入园游客逾6300
万人次。世博会的如此人气，怎能
不引人遐想？

在上海人的期望中，上海世博
园区有望成为下一个“陆家嘴”。

早在世博中心建成之日，承建
方世博集团董事长戴柳就向媒体表
示：“世博中心将会成为上海的标志
建筑之一，和外滩、陆家嘴的建筑一
样，是上海最经典的建筑。”

他断言，“在上世纪的头十年，

黄浦江畔逐渐形成了被誉为‘万国
建筑博览’的外滩这一上海标志建
筑群；上世纪的最后十年，同样在黄
浦江畔的浦东陆家嘴又形成了高楼
林立的又一处上海标志建筑群。我
们相信，在本世纪的头十年，还会有
一处新的上海标志性建筑崛起，这
就是世博中心，它无疑有资格引领
今后一段时期的建筑风潮。”

上海市建筑学会受上海市委
托承担了“后世博策划”项目。虽然
不肯透露这一规划的具体内容，但
学会秘书长曹嘉明并不讳言：这一
届世博会对形成新上海格局将产
生重大影响。
历届世博会表明，相比筹办期的

投资效应和展期的需求效应，世博会
的后续效应更大。而就目前的情况来
看，它正在影响的远不只上海。

虽然世博各场馆最终花落谁
家暂无定数，但曹嘉明之前获得的
信息是，“很多兄弟省市都想搬一
个场馆回去”。

2010年是世博年，也是“调结
构、转方式”的紧要关头。显然，当
发展旅游业、提升服务业作为拉动
区域经济发展、谋求绿色GDP的
有效途径日益被认可，借力世博在
某种程度上也正成为一些地方政
府的共识。

世博山东馆目前就已基本确
定，在展会结束之后搬回济南。山
东馆综合联络部部长张忠杰告诉
记者，根据目前的方案，山东馆将
于11月31日拆完，然后运回位于

济南西部新城区长清的园博园，满
足当地群众的参观愿望。具体重建
方案则由济南市和山东工艺美术
学院协商。

这也是各省世博馆的普遍选
择。云南馆负责人透露，尽管在沪
的一些云南企业家也曾设想把云
南馆留在上海，但目前已基本确定
的方案是：搬回昆明，在昆明世博
园按原貌恢复。

有地方政府人士向记者坦言，
之所以想迁建世博场馆，是因为在
他们看来，这不仅可以借力世博打
造特色旅游品牌，在后世博效应中
分一杯羹，而且可以作为不同文化
的一条纽带，在招商引资中形成一

种无形优势，从而吸引更多外企落
地，直接拉动投资。

不仅是为了友谊

9月28日，北京产权交易所和
北京金马甲产权网络交易有限公
司共同启动的“上海世博园区场馆
资产网络处置专题”正式上线，其
中“金马甲”已经获得上海世博园
区瑞士国家馆的正式授权并成功
签约，成为其场馆资产处置指定的
网络交易平台。
“金马甲”世博业务专员徐女

士告诉记者，目前除了授权处理瑞
士国家馆资产之外，与布拉格城市
案例馆、加拿大国家馆的合作也已
基本确定。此外，还有一大批世博
馆项目正在洽谈。
“前几天就有山东方面与我们

联系，咨询泰国馆的购买事宜。”徐
女士说。

据徐女士了解，几个热门场馆
中，像自开园以来平均入园排队时间
超过8小时的沙特馆，“目前已有较
为明确的意向”不再通过竞价拍卖。
对挪威馆，徐女士则称“潜在买家比
较多”，目前同样已有较为明确的意
向。还有韩国馆，也是如此。此外，可
口可乐快乐工坊也有意出售。

徐女士一再提到“此外还有很
多场馆可选”，但具体到都有哪些
场馆，她则以“目前尚未签约”为由
表示暂不能告知。

场馆方面的谨慎与“金马甲”

相似。连日来，记者多次联系各场
馆新闻官。对方虽不否认有机构与
他们接洽相关善后事宜，但目前的
结果一概不便对外透露。唯一确定
的是，先行拆除，再另谋重建或其
他处理方式。

相比上述审慎的态度，一些已
经公开的合作意向则显高调。

与卢森堡颇有渊源的武汉，就
有意引进卢森堡馆。位于世博园C
片区的卢森堡馆，展馆设计如一块
巨石雕刻，外立面由棕红色钢板建
成。尽管不大，却是“亦小亦美”。馆
内一张照片，揭示了它与武汉的渊
源——— 1890年，清政府在武汉筹建
汉阳铁厂，当时钢铁强国卢森堡曾
派出20人的技术队伍参与建设，汉
阳铁厂的总工程师就是卢森堡人
欧仁·吕贝尔。1994年汉阳钢厂纪
念投产100周年，卢森堡再次派人
赴武汉，举办“武汉——— 卢森堡卓
有成效之百年合作纪念展”。

如此深厚的友谊，促成了武汉
与卢森堡馆的对接。据悉，武汉市
还将为卢森堡馆的落户配套筹建
“中卢友谊园”。

场馆的争夺战，不仅仅是为了
友谊，有的城市则是瞄准了他们的
人气。旨在“建设浙江新浦东”的杭
州湾新区欧洲工业园，目前已有超
过20家西班牙企业入驻。其管委会
主任周江勇向媒体证实，他们有意
留住西班牙馆，希望以此吸引更多
的欧洲企业。

此外，苏南重地苏州工业园区
作为中国和新加坡的成功合作项
目，据称目前也正与新加坡国家馆
洽谈。与苏州相邻的无锡人则对瑞
典馆兴趣颇浓。

安徽合肥方面也传出消息，他
们对世博园区内最小的场馆很感
兴趣。这就是总面积仅330平方米、
开放区域仅约150平方米的“德中
同行之家”。据称，合肥滨湖新区已
经将这一合作项目通过报告送至
合肥市政府。该区同时也拟进行一
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配套规划，
同时配套中德合作交流项目平台，
延续世博的商机与人气。

民意还是冲动？

“全部拆掉！”10日晚7时许，
世博园内华灯初上，摄影爱好者、
浦东居民吴先生拎着两台单反相
机、扛着三脚架，第6次入园拍摄各
场馆夜景。谈话间，他清楚地转述
官方通过媒体发布的信息：除了
“一轴四馆”，其余的全部拆除，包
括42个自建馆。“所以嘛，我拍这
些，就是历史的纪念！”

在他的相机里，夜幕下的各国
自建馆美伦美奂。但吴先生坦言，
这些场馆，他一个也不曾进去过。
“排队时间太长了！”

的确，类似沙特、日本、西班牙
馆等迅速成为热门场馆，由于排队

人数众多，诸多游客很难入内一览
精彩。如果这些展馆能够在世博闭
幕后予以保留，无疑可以满足诸多
民愿。

比如中国国家馆，在上海世博
会闭幕后便将休整一个月，然后于
12月1日启动为期6个月的续展。
作为世博园内的热门场馆，平均每
天接待4万至5万名游客，最高峰
为5 .6万人次。

10月11日，游客在蓝色“油立
方”石油馆前的排队等候时间超过
了10小时，打破了8月23日创下的
9小时20分钟的排队纪录。馆方就
此明确，石油馆“油立方”的海蓝色
外壳将被拆分，标上序号，挪到新
的地址再重新组装。重建后的石油
馆在外观及面积等方面不会改变。
除原有的展示内容外，还将广泛吸
纳此次世博会上其他场馆的亮点
进行展示。

对于不能永久保留的场馆来
说，异地重建正成为最好的选择。
“在保留方式上，可以原地原位

保留，可以原地易位保留；可以本埠
易地保留，也可以外埠易地保留。”
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宋春华是保留
临时性场馆的支持者。他认为，本着
可持续利用和循环经济的理念，应
尽量少拆除而多保留和利用。

但现实情况是，相比类似石油
馆馆方的自我重建，一些地市希望
迁建外国国家馆的想法，困难显然
更多。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有些
思考不足。

近一段时间以来，本报记者一
直试图与枣庄方面联系。该市不仅
明确表示要迁建泰国国家馆，而且
当地还曾传出迁建韩国馆以及批
量临时场馆的消息。但该地相关人
士一直表示“不想声张、以免馆方
坐地抬价”。
“这些场馆本身是按临时场馆

建的，其适用的法律法规与永久性
建筑完全不同。而且场馆所需的建
设材料是享受世博会的免税政策
的，如果保留，需要交税。”世博局
新闻发言人徐威提醒，虽然外国
馆、民营企业馆和外资企业馆均由
场馆所有人自行处置，但必须依据
世博规则办事。

据了解，大多数外国场馆为了
保持所在国的“原汁原味”，都从本
国进口了价格不菲的建筑材料，作
为世博的专用材料，它们从海关进
口时中方免征关税。换言之，有意
接收外国场馆的各地政府和园区，
还要将这类潜在费用考虑在内。

本报记者注意到，在瑞士国家
馆此次授权金马甲资产与权益交
易服务平台制作的两个标的中，一
个为馆内厨具实物，一个为重建授
权。金马甲方面徐女士解释，说白
了，重建授权实际就是设计方案，
并不涉及该馆所用建筑材料等。

这一切，潜在的买家都想清楚
了吗？

格记者手记

会有下一个

埃菲尔铁塔吗
□石念军

这是世博史上的一段
佳话，也被誉为世博史上的
最大收获。这就是埃菲尔铁
塔。

走在上海世博会的园
区之中，临时场馆均将拆除
的消息不断传来。这个时
候，很容易让人想到埃菲尔
铁塔。在成为法国的标志性
建筑之前，它也只是一座临
时性建筑。但在1889年法国
世博会的开幕式上，铁塔的
设计师居斯塔夫·埃菲尔亲
手将法国国旗升上铁塔的
300米高空。法国国旗第一
次飘扬到如此高度，不俗的
开场注定了埃菲尔铁塔终
究与众不同。

它的拆与留很快成为
此后若干年里的热门话题。
包括大文学家莫泊桑和小
仲马，都是它的反对者。为
了保护铁塔不被摧毁，72名
法国科学家的名字被刻在
了塔楼一层四周。时间最终
证明了一切——— 作为艺术
的存在，埃菲尔铁塔是不朽
的。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但
留给2010上海世博会的时
间显然已经不多。10月31
日，即半月之后，它即将闭
幕。这是展会的结束，也将
是对于展会评价的正式开
始。同时，除“一轴四馆”之
外的临时性建筑也将一一
拆除。而作为展会善后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拆与留
以及如何拆如何留，向来都
在整体评价中举足轻重。
它们即将到哪里去？
在这最后的关头，各自

建馆尤其是外国国家馆无
不表示出“留在中国”的强
烈渴望。而愈加开放、渴望
融合的华夏大地，也无不向
各场馆敞开了怀抱。

如果说，从拆到不拆，
埃菲尔铁塔寻得了奇迹的
转机，那么，当上海世博的
若干场馆得以被迁建，又何
尝不会诞生新的奇迹呢？

在2010上海世博会山
东馆总设计师、山东工艺美
术学院院长潘鲁生教授看
来，单个展馆的魅力与影响
仍将通过自身的形象表达
和理念阐释而持续存在。比
如山东馆在世博之后将在
济南重建，在设计与内涵方
面，济南市将以山东馆为依
托，打造2010年上海世博会
的“数字世博馆”，展示国内
外城市发展理念与案例，推
进山东城市发展。

他说，正如英国馆以最
纯粹的形式传达关于“种
子”、关于“生命”、关于交流
繁衍的理念，德国馆以和声
撼动金属球的装置表达“人
心齐，泰山移”的传统智慧。
它们无不展示了关于城市
发展主题的探索和经验。如
果经过合理开发，这些展馆
在世博会之后继续发挥文
化交流与经济促进作用，是
有意义的。

但，上海世博会后，会
有下一个埃菲尔铁塔诞生
吗？

暗战“后世博”
闭幕日期逼近，各场馆成争夺目标

泰国馆最终会落户山东吗？（资料片）

10月10日晚，游人在
瑞士馆前拍照留念。瑞士馆
是第一个在网上公开拍卖的
世博场馆。

本报记者 石念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