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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15 年来深圳一直在思考怎样提高自己的利

润。没有利润的 GDP，产值越大危险越大。在深圳决

定换掉某些低效产能的制造业后，虽然 GDP 有短暂

下降，但金融危机之后，城市的报表反而越来越好。

琼·贝兹是美国著名的音乐人、民谣女王。乔

布斯喜欢她，他们有一段时间在一起。乔布斯在苹果

公司非常困难的时期被逐出苹果，回到苹果后做了

iPod。当时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他做这个产品，因为

它是非常小的产品，而且索尼已经占了 80% 的市场。

正是 iPod 导致了苹果后来硬件和云端的结合，如果

没有 iPod 很难想象后来会出现智能手机。

一个制造业怎么能“上天”？一定要靠文化和

艺术，如果没有这两者，那你做的工作只能是富士康

做的事情，就是节省成本，而不是抬高价格。节省成

本是有限的，总有一天你会无可消减，那时你就走到

尽头了，而且规模越大越麻烦。

前一段时间去看了富士康在贵阳的厂，厂长特

别自豪地跟我说，我们不是代工，是富士康收购了诺

基亚，全世界诺基亚的生产现在都在贵阳。

我们都热爱诺基亚，希望它能活下去，希

望有人继承血脉，但这事还是非常可悲。

昨天到重庆，晚上去吃鼻祖火锅。在

我们所见到的创业者中，鼻祖火锅店的大妈

属于顶级的，思路非常清晰，管理流程也

很清楚。她说因为她亲自炒料，她的火锅吃

了不上火不烧心，身上没味儿；全国已经开

了 50 家连锁店，质量控制做得很好；她还

一再强调她的合作伙伴一年挣两百万。这

个人有心让合作伙伴过得好、管理得也好，

而且非常注重品牌，宣传的照片很有节奏，

是非常好的企业家，当时几个重庆校友都

说大妈是天生的创业者。

另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是 LV，原

来为皇室提供箱包。因为为皇室服务，所

以有格调、奢华。如果这个品牌一直固守

箱包就完了，不论多传统的品牌都要与现

城市，文化创意为什么？
刘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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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相结合。LV 发展史上最伟大的设计师把 LV 带

到全世界奢侈品这个层面。对于品牌而言，选错

了设计师可能品牌就被稀释了，选对了则可能帮

助品牌扩展新人群。

艺术对产业的影响非常大。我们为什么不买

柬埔寨、不买越南的产品？为什么要买法国的？

为什么觉得美国的产品比较土？诺基亚手机的功

能其实不比 iPhone 差多少，但 iPhone 的价格却

是诺基亚的几倍。关键是消费者愿意接受 iPhone

较高的定价，可见功能是第二位的。

有一次与校友聊到中国的奢侈品手表，为什

么近三五年销量急剧下降？我们的分析是觉得手

表不是用来看时间的，是用来显摆的，就像当年

的大哥大一样，是显示自己的财力。现在显摆最

好的方式是微信朋友圈，跟什么人在一起，参加

了什么活动……所以大家不用手表而用其他方式

来装了，所以奢侈品不好卖了。

美国其实从上个世纪 20 年代开始就非常有

体系地颠覆欧洲是艺术代名词的概念，也就是说

审美的标准应该由我（美国）来定，我经济强大，

二战也打赢了，艺术也由我来定。美国的艺术品

基金对美国艺术家的扶持非常大。如果去美国的

私人博物馆参观，基本上最好的空间摆的都是艺

术品。

我第一次接触迪奥这个品牌是在中央美术

馆，1987、1988 年的时候，在中央美术馆展出迪

奥家族的艺术品展览。那时我还搞不清什么叫迪

奥，我只知道他的家族一直在中国办展览，很大

的印象派的画展，很多有名的作品都拿来展出，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家族还有产品，慢慢才更了解

产品的定位……这个家族把品牌做得特别大，其

实是用很多艺术品来背书的。

中国的艺术品如今也很受关注，这与时代有

关，也与我们国家受到的关注有关。这是中国文

化的希望，有人关注才有戏。亚洲的故事、中国

的故事很多，我们的历史积累比美国好莱坞有优

势。

回到城市这个主题，对于一个以制造业为主

的城市，需不需要文化创意产业？其实我前面讲

的例子都在指向文化创意产业特别重要，制造业

越大风险越大，加上文化产业，城市的结构才会

均衡，也才会可持续发展。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它

的核心竞争力，这个城市的财务报表也不会好看。

巴厘岛是旅游胜地，最近这五年却有非常多

的设计师到那里旅游之后留在那里，住下来。当

地政府的态度是，既然你住下来，我们提供好的

基础设施（主要是网络和居住地），不过必须得

保护环境。那里的环境确实保护得非常好，这就

吸引了更多人。现在大家基本都是移动办公，巴

厘岛现在成了很多欧洲、法国、美国设计师的常

住之地。

北海道以前是没有人愿意去的。四季集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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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一直锲而不舍地把美国、欧洲的音乐剧引

进到日本，做了 40 年，到现在日本成为亚洲音

乐剧最好的市场和最先进的市场。《狮子王》在

日本一共演过 7 千场，在中国演过两场。这说明

什么呢？文化产业的空间太大了。文化艺术也需

要引领，政府和企业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再比如四川音乐学院（川音）做得很好，出

了很多人才。这个学校一直非常进取，超女让川

音名声大振。同时成都政府打造成都音乐产业链

的工作做得很好，他们的实施细则非常详细，很

少城市能够把一个产业定位得这么清晰，以音乐

为成都的定位，这个定位也很准确，这也是一所

学校影响一个城市整体定位的例子。

看看深圳城市的四大支柱：金融、物流、高

科技、文化，这个定位是在 15 年前就已经确定的，

那个时候能有这么清晰的认知是非常了不起的，

特别是对文化作用的超前认识。虽然有很多方面

做得还不够，但是深圳的进步是可以看到的。所

以我们说一个城市，不管其主要产业是什么，不

需要文化创意的好像真的很少。

Tomorrowland 音 乐 节（ 编者注：比利时

Tomorrowland 电子音乐节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音乐

节之一，每年 7 月举行。自 2005 年创办至今一

直得到欧洲乃至世界音乐爱好者的推崇。）过去

12 年累计观众有 173 万人，去年 36 万张票 40 分

钟抢完，其中 23 万张是旅游套票，在举办期间

有 20 个国家的体育场狂欢互动转播。音乐节的

精神体现了它的理想，PLUR——和平、友爱、团

结、尊重。

通过数据，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城市的发展

空间能有多大——像旧金山这样的城市，人均

GDP94000 美金；香港是 44000，深圳是 26500。

我不知道重庆是多少，但是有很大的空间是一定

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用担心房价贵，要担心

没有好定位，只要定位好了，持续做赚钱的事，

这个城市就会好起来。房子贵不是问题，旧金山

房价那么贵，移民的数量依然在增长。

总结一下，一个城市文化产业最重要的基础

还是服务人，本质上是要让市民活在文化里，把

需求调动起来。现在上海一场美术展览，观众可

以达到 80 万人。发掘城市的优势和潜力，这才

是生生不息的道理。城市的产业结构要优化，做

“09 年的富士康”是没前途的，文化产业本身产

值不大，但是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非常大。

我所在的 A8 有三部分业务，第一是音乐为

主的板块，第二个板块是文学影视，第三是基金。

我们做了一个国家音乐产业基地，A8 音乐大厦。

每天从 7 点演到 9 点，一年一百多场。A8 音乐

大厦现在成了深圳音乐文化的一个地标，也是一

个创作基地。欢迎多关注、了解！

（本文依据作者在“清华校友城市创新重庆

论坛”上的演讲编辑整理。）A8 音乐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