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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创意产业的概念入手 , 分析需求的相对性、潜在性和社会性等 , 说明需求引领创意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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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引领创意产业的发展

0 前言

与 国 外 一 些 国 家 创 意 产 业 蓬 勃 发 展 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 , 中国创意产业的比例还很

低 , 中 国 发 展 创 意 经 济 的 兴 趣 , 是 建 立 在 严

峻的经济现实基础上 , 制造业处于产业链的

低 端 , 资 源 严 重 匮 乏 , 开 发 与 规 划 无 序 矛 盾

突出⋯⋯因此 , 以创意产业作为新经济增长

方 式 的 发 展 战 略 将 成 为 主 导 未 来 城 市 发 展

的重要一环。需求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

孕 育 了 创 意 产 业 , 并 引 领 着 创 意 产 业 的 发

展。

1 创意产业的产生

创 意 产 业 是 一 种 在 全 球 化 的 消 费 社 会

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1998 年 , 英国创意产

业特别工作组将创意产业定义为“源自个人

创 意 、技 巧 及 才 华 , 通 过 知 识 产 权 的 开 发 和

运用 , 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 涉

及广告、建筑、艺术、工业设计、时装设计、电

影、音乐、出版、软件、电视广播等诸多领域。

创意产业概念的提出只有几年时间 , 但发展

速 度 迅 猛 。 创 意 产 业 已 不 再 仅 仅 是 一 种 理

念 , 而是有着巨大经济效益的直接现实。约

翰·霍金 斯 在《创 意 经 济 》一 书 中 明 确 指 出 ,

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 220 亿美元 , 并以

5%的速度递增。在一些国家 , 增长的速度更

快 , 美国达 14%, 英国为 12%, 形成了一股巨

大的创意经济浪潮 , 席卷世界。美国人甚至

发 出 了“资 本 的 时 代 已 经 过 去 , 创 意 的 时 代

已经来临”的宣言。近年来 , 我国的创意产业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 , 成为热门的新兴产

业 , 上 海 、深 圳 等 地 已 涌 现 出 一 批 各 具 特 色

的 创 意 产 业 基 地 , 就 在 不 久 前 的 北 京 两 会

上 , 提 出 创 意 产 业 已 经 成 为 北 京 的 支 柱 产

业。据测算 , 到 2010 年北京市创意产业实现

增加值将超过 1 000 亿元 , 占全市生产总值

的比重超过 10%。

2 创意产业的发展

2.1 需求的相对性

需 求 的 相 对 性 , 即 非 恒 常 性 , 意 味 着 一

种 基 本 的 需 要 是 为 了 更 多 的 需 要 。 当 今 世

界 , 作为满足需求的创意产业正在直观地改

变人们的生活。各种产品以个体具有的特殊

功能满足其相应的基本需求 , 但千篇一律的

外 观 、低 人 一 等 的 价 格 、差 强 人 意 的 使 用 感

受 , 曾是人们对产品的普遍印象。而现在 , 通

过创新 , 在运用知识技术的基础上与文化艺

术有机结合 , 产品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再是

刻板了 , 夏新的跳舞手机、2008 中国的奥运

场馆等都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印记。我国著

名企业海尔集团为满足顾客需求 , 开拓适销

对路的新产品 , 集团的各个产品线都建有一

套市场需求信息反馈系统 , 努力挖掘和发现

各消费阶层和消费主体的潜在需求 , 并通过

科 技 投 入 把 消 费 者 的 潜 在 需 求 转 化 为 现 实

需求。在海尔人看来 , 消费者不仅仅是消费

主 体 , 而 且 是 产 品 的 设 计 主 体 , 由 此 创 造 出

“海尔市场”。与传统产业不同的是 , 创意为

产 品 或 服 务 提 供 了 使 用 价 值 之 外 的 文 化 附

加 值 , 在 改 变 生 活 的 同 时 , 满 足 了 更 多 的 需

要 , 并最终提升了产品的经济价值。

2.2 需求的满足度

随着生活水平和自身素质的提高 , 人们

不再仅仅满足于商品的物质性功能 , 而越来

越重视消费过程的精神享受和审美快感。创

意产业在产品上创造出丰厚的精神价值 , 满

足 消 费 者 的 审 美 需 求 。 需 求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点 , 意味着全部需要的完全满足。单一产品

的需求满足 , 并不能达到全部需要的完全满

足 , 对 产 品 的 革 新 、创 意 、发 展 , 趋 近 全 部 需

求。以一件创意产品的发展为例 , 在 2005 年

底上海国际创意产业活动周上 , 一件构思新

奇的儿童餐桌椅特别吸引眼球 , 它将餐桌和

椅 子 连 在 一 起 , 椅 背 用 棉 布 织 物 制 成 , 呈 凹

陷状 , 柔软舒适 , 餐桌紧靠椅子扶手 , 孩子不

会从餐椅上翻下来。餐桌很大 , 可同时放牛

奶、饮料杯子、点心、菜饭等。这些食品、饮料

的容器在餐桌上都有固定形状和位置。而与

这些形状相匹配的一个塑料底盘 , 恰好垫放

在餐桌上。孩子吃完饭后塑料底盘可取下来

直接冲洗。这套儿童餐桌椅下面还设计了 4

个 轮 子 , 可 以 推 着 孩 子 到 公 园 、餐 馆 等 任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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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去。多方位需求引导儿童餐桌椅在不断

追求完善的过程中寻求发展。

2.3 新需求的不断出现

有 效 需 求 不 足 一 直 是 困 扰 财 富 运 作 的

经济学问题之一 , 创意总是在需求表现为不

足 时 出 现 。 凯 恩 斯 揭 示 的 边 际 消 费 倾 向 递

减、资 本 边 际 效 率 递 减 、流 动 偏 好 三 大 心 理

规 律 正 说 明 了 创 意 是 在 有 效 需 求 不 足 中 应

运而生的 , 并在弥补不足中激活了财富。存

在 于 任 何 时 点 上 的 所 有 需 要 的 满 足 将 意 味

着出现一系列新的需要。当然 , 发展创意产

业要按照市场规律来谋划 , 通过创新和对市

场要求的深度研究去开拓新的领域。建立创

业园区满足创意产业的发展 , 在此又出现新

的需求 , 拓展发展空间 , 出现新的模式。如榴

莲的发展模式 , 旨在为 Web2.0 创业团队提

供技术咨询和融资等相关专业服务支持 , 希

望 能 加 快 Web2.0 相 关 网 站 的 创 业 进 程 , 通

过 VC、Web2.0 应 用 的 开 放 性 提 供 一 种

Web2.0 产业链式的合作。同时提供低成本、

个性化的 SOHO 式办公空间。知识创意型人

才往 往 很 有 个 性 , 他 们 可 能 爱 工 作 , 但 不 爱

做饭 、洗 衣 服 , 工 作 起 来 又 不 喜 欢 受 到 时 间

限制 , 所以工作休息的切换要方便轻松。榴

莲不断改进满足需求。成为一种成本低、资

本有效性高的孵化器模式。榴莲的商业收入

不再来自物业等传统孵化器的路径 , 而是抓

住了 Web2.0 充满创意的特点 , 在创、投之间

网络式地成长 , 并在满足新需求的相关创意

投资中获益。

2.4 潜意识的需求

需求是一种激励因素 , 不仅是意识的领

域 , 还扎根在潜意识里。在当今物质产品相

对过剩的市场条件下 , 精神产品的开发和塑

造无 疑 将 成 为 拉 动 内 需 、繁 荣 市 场 、发 展 经

济的强力催化剂 , 并催生过剩经济时代的朝

阳产业。2005 年红遍神州的“超级女声”传输

的是超越文化乃至超出期许的愉悦 , 更是一

种能满足潜在需求的创意产品。“超级女声”

所 带 来 的 是 一 段 财 富 传 奇 : 1 400 万 的 节 目

冠名收入 , 蒙牛赞助商实现了 2.5 亿元纯利

润 , 湖南卫视获得约 6 亿元的广告收入 , 湖

南广电传媒股价上涨 1.24 亿元。正如比尔·

盖茨所言 :“创意具有裂变效应 , 一盎司创意

能够带来无以数计的商业利益、商业奇迹”。

“超级女生”在国内电视领域所开创的 “海

选”方式 , 为参赛选手提供了均等的机会 , 其

核 心 的 商 业 文 化 密 码 就 是 “起 点 公 平 ”, 而

“起 点 公 平 ”和“机 会 均 等 ”, 从 终 极 意 义 上

说 , 就是对人的一种最大尊重。它使人们感

受到平等与自由 , 真正过了一把民主瘾。主

办方则正是通过挖掘客户潜在需求 , 并加以

创造和满足 , 为自己带来了财富。可以说 , 以

中 国 最 独 特 文 化 现 象 这 一 特 殊 创 意 产 品 满

足 潜 意 识 的 需 求 是“超 级 女 声 ”整 个 商 业 策

划成功的关键。

2.5 概念的需求

潜 在 需 求 有 时 可 能 不 是 某 件 具 体 的 产

品或者某种特别的功能, 或许只需要一个概

念来满足潜在需求。从当代生活方式的变化

看 , 人 类 对 精 神 和 服 务 产 品 的 需 求 永 无 止

境 , 精神生活的需求在商品社会甚至可以在

一 定 范 围 内 超 越 物 质 生 活 的 发 展 。 比 如 潮

流、酷 、前 卫 等 等 概 念 , 将 进 一 步 激 励 创 意 ,

将 创 意 产 品 中 承 载 的 信 息 注 入 潜 在 的 需 求

概念 , 发展创意产业。

2.6 需求的社会性

需 求 不 仅 是 个 人 , 还 包 括 群 体 , 甚 至 整

个社会。世博会就是从满足个人需求到满足

整个社会需求的展示创意产业的大舞台。从

1851 年 , 第一届世博会就出现了闹钟、蒸汽

推动纺织机等 , 1889 年巴黎世博会出现了埃

菲尔铁塔 , 1970 年大阪世博会直接促进了日

本建造新干线 , 20 世纪 60 年代布鲁 塞 尔 世

博会上出现的炸鸡腿和比萨至今还在流行。

各 届 世 博 会 观 点 不 同 , 不 断 被 赋 予 新 的 主

题 , 不同国界演绎与诠释不同的文明成果 ,

创意手法也不同 , 集中体现创意产业在不同

领域的发展。世博会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

推介活动 , 展示国家形象 , 推动人类文明 , 引

领创意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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