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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深圳市龙岗区大芬油画村的木马

咖啡画廊创始人、“外行”艺术践行者马震

驻守大芬 7 年，从棉麻服饰经营者变为独

立空间设计师、旧物改造创客，今年接到

的室内设计订单达到 40 多万元。在 2015

年龙岗区举行的“首届大芬暑期创客营”

活动中，马震与来自高校的 3 名学生一

起，用废油桶、货车排气管、过滤器、废

弃钢架打造了一套老上海旧式风情的艺术

家居作品“器物留声”，赢得创客营金奖。

创新探索借助“外脑”

马震参与的创客营活动由龙岗区相关

部门携手 Cumulus 国际艺术设计与媒体院

校联盟、同济大学联合举办，来自伦敦、

北京、上海、广东等地 19 所高校的 51 名

海内外学生与大芬油画村的 21 家画廊商户

结成对子，让象牙塔里的创意与接地气的

市场进行碰撞，创造出具有针对性、实用

性的创意设计作品。这 21 家大芬村商户涵

盖了陶瓷、油画、木刻、手工 DIY、工业

设计、拍卖等各领域，学生代表则来自海

内外美术、平面设计、建筑设计、整合创

新等专业。为期 7 天的创客营活动期间，

艺术家和学生同吃同住、深度对话，特别

是对大芬商家们来说，从繁忙的日常经营

中抽离出来，与“90 后”专业设计类学生

静下心来深入交流、了解未来消费趋势、

捕捉年轻人的创意思维，是一次与众不同

的创想体验。

市场是检验商户的唯一标准，而未来

的市场需求将是个性化的，市场的主体客

户正是这些“80 后”“90 后”的年轻人。

让商户直接对话年轻人，从商户和产业发

展角度来看，对大芬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这也是本次创客营中“看到了未来产业发

展和创新探索的希望”成了人们最深刻的

体会。

而首届大芬暑期创客营只是创意大芬

系列活动的一部分，12 月还将进行大芬视

觉形象设计竞赛和大芬艺术衍生品设计竞

赛评选，两大评选目前已收到来自 10 多个

国家和地区高校学生的作品，最终将评选

出大芬村新时期应用 LOGO 标识。此外，

正在筹备的大芬创意沙龙将于 12 月 18 日

召开，来自产、学、研各界专家将基于大

芬油画村环境营造的现实课题，探讨如何

协调融合生活与艺术，构想探讨大芬油画

村未来的规划定位，并对大芬的局部环境

改造及可持续发展做可行性研究。这一系

列活动旨在凭借创意人才及创新思维，畅

想大芬油画村作为新型艺术社区的发展可

能与独特魅力。

依托不同的文化创意形式，利用不同

的互动交流平台，大芬油画村积极借助外

力开拓视野，依靠“外脑”吸收新知，通

过创意人才、创新行动进行产业升级。经

过 20 多年的发展，大芬油画村已不再是艺

术品储存的仓库，而是激情创客们聚集的

地方，龙岗更多的时尚创意产业呼唤创意

设计师来加盟，“SZ，深圳的首字母，曾

经被笑称为‘山寨’，今天已被阐释为‘塑

造’‘水准’”。

融合发展依靠“创意”

大芬村现有 60 多家油画经营公司，

1200 多家画廊、工作室以及画框、画布、颜

料等绘画材料门店，产业从业人员 8000

人，辐射到周边地区超过 20000 人。形成

了以油画为主附带书画、刺绣、雕塑艺术品

及其他工艺品经营，上下游产业链条较为完

善的文化产业基地，是全球重要的商品油画

集散地，2014年产值达到 41.5亿元。

近年来，在如何丰富产业业态、如何

推动创意生活、如何让文化产业与其他产

业融合发展方面，大芬村一直在进行新的

探索。首届大芬暑期创客营就是由龙岗区

主导，由高校主办，让海内外青年学子和

本土商户进行创意融合的一次行动。比

如，艺术家把文化艺术与其他产业相融

合，衍生出铁艺、奇石设计，综合材料创

意设计、装置艺术等新的产业形态，并通

过大芬这个市场集散地辐射到全国。

马震的工业风设计就源自建筑业与文

化的融合。走进他在大芬村的小窝，可以

看到淘汰柴油发电机改造的茶几、安全帽

变身的吊灯、汉服焊艺的前台。从最初的

创意 DIY 到开设设计公司，从兴趣爱好到

艺术品诞生，跨界融合的创客尝试让他从

服装生意人这个艺术门外汉变成设计师，

找到了具有市场价值的文化天地。

马震自称是合格的创客，“想法很多，

喜欢动手，爱玩材料，以前玩综合材料，

现在做创意设计，玩的就是跨界融合”。浸

淫大芬油画村 7 年，马震将他的职业转型

归因于自己的好奇心和爱琢磨，把他的设

计灵感归功于大芬油画村浓厚的市场氛围

和创新基因。下一步，马震计划经营找一

家深圳的老房子，做客栈，让更多消费者

分享他的工业风文化设计。

马震的个例反映的正是整个大芬村的

转型趋势——从复制到创造、从制造到创

意、从单一到融合。早在几年前，大芬村就

积极拥抱互联网，推出“微大芬”公共信息平

台和移动互联网交易平台，成为深圳文化产

业“O2O”电商模式实践的先行者。为了整

合优势资源抱团发展，大芬还率先成立了集

油画企业、画廊、艺术家、设计师精英、金融、

电商等各方资源于一体的商业联盟体“大芬

联盟”，不仅在企业之间横向合作，更重要的

是跨领域全产业链整合。要增加利润空间，

就必须破除对行画的单一依赖，拓展原创画

的比例。要做大产业规模，增强大芬的整体

抗风险能力，就要培养几家实力雄厚的龙头

企业，形成雁阵模式，带头发展。这是大芬

人的共识。

文化休闲实现“三留”

在大芬村商户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这里的商户有想法，有订单，不愁吃穿，

但他们对大芬村的未来发展有一种矛盾心

理。作为市场型产业基地，大芬村在专业

领域影响力很大，但在大众消费领域还需

要进一步打开知名度。这里区域布局比较

随性，原创型、临摹型、餐饮类、特色创

意商户等散落其间，缺

乏清晰的导览和规划。

这些商户虽希望大

芬 村 的 布 局 更 清 晰 合

理，吸引更多大众消费

者，但布局调整必然牵

扯 到 商 铺 的 位 置 变 化 ，

他们又担心影响自己的

发展。政府部门要通过

更具创新性的举措，把

商户的利益与大芬村的

整体发展结合起来，平

衡好各种关系。

事实上，龙岗区相关部门一直在通过

各种渠道创造机会，鼓励大芬村商户开阔

思路，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把大芬村打

造成独具特色的休闲文化基地，聚拢人气

打开大众消费市场。还通过更新配套环

境、丰富创意生活等工作提升大芬村休闲

文化氛围，并整合辖区文化产业资源，把

大芬村与相邻的深圳玉都三联水晶玉石文

化村、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国丝绸文

化产业创意园、珠宝文化+工业旅游的宝

福珠宝产业园进行整合，形成了具有文化

特色的旅游休闲带。

发展文化旅游业关键是要实现“三

留”，即“留得住目光、留得住脚步、留得

住肠胃”，这就必须达到有得看、有得想，

有得玩、有得住，还要有得吃、有得喝。

留住目光就是要靠文化。具体来说，就是

靠博物馆、古建筑、文化商店、艺术展

览、文化活动等文化项目。这些文化项目

是核心，但也离不开餐饮业和酒店服务业

等配套产业。

艺术餐饮、艺术客栈、艺术酒店越来

越受欢迎，这表明传统餐饮和住宿与文化

创意相融合会大大提高项目附加值，以大

芬村为代表的龙岗文创产业发展一旦把这

方面的配套和融合工作做好，将带来无限

发展新机。

学生每晚都会进行集中汇报并

接受导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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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市场出现较大的

波 动 ，往 往 也 会 为 优 秀 企

业创造“弯道超车”的机会。

近 年 来 ，中 国 重 汽 依 靠 给 自

己的“赛车”装上科技与创新

的“ 轮 子 ”，坚 持 面 向 国 际 国

内两个市场，面向用户、面向

时 代 ，在 不 同 的“ 弯 道 ”上 实

现 超 越 ，成 为 行 业 中 拥 有 发

动机、变速器、车桥等关键零

部件全套配套体系的企业

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国内重卡行业累计销售29.22万
辆，同比下降32%。中国重汽上半年累计
销售整车 8.78 万辆，其中重型汽车销售
5.4万辆，同比下降23%，降幅低于行业平
均水平，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30%以上，连
续十年保持国内重卡行业出口领先地位。

市场大幅下滑的背景下，中国重汽
缘何能够保持适度增长，成为国内重卡
行业的一抹亮点？

创新助力“弯道超车”

近年来，中国重汽全力实施四个转
变，即：发展模式由规模、数量、速度型向
品牌、质量、效益型转变；产业布局由单
纯的汽车产业，向汽车、金融、房地产三
大板块协调发展转变；产品结构由单一
的重型汽车向重卡优势明显，重、中、轻、
客、特全系列商用车格局转变；重卡技术
逐步由斯太尔、豪沃技术平台向曼技术
平台转变。截至目前，以曼技术为主导
的各类重卡产品公告已超过 1200个，在
实施国家新排放标准的关键时刻，曼技
术担纲起了促使中国重卡行业全面升级
换代的使命。

在深度消化、吸收曼技术基础上，中
国重汽坚持自主创新，坚持面向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面向用户、面向时代，先后
为国家制定产业标准 78 项，承担国家、
省、市科技攻关项目 13 项，获得专利
2981项，连续保持全国汽车行业第一。

与此同时，中国重汽不断完善自己
的“黄金产业链”。随着新能源发动机、
曼技术 MC05、MC07、MC11、MC13 发
动机相继投入规模生产，以及曼技术车
桥、AMT 变速器的批量装车，中国重汽
成为行业中唯一拥有发动机、变速器、车
桥等关键零部件全套配套体系的企业。

强化企业营销管理

中国重汽认为，研究自主创新必须
研究市场、面向市场。因而，中国重汽坚
持发展“大市场、大营销”的市场网络，构
建起了以地区营销分公司为核心，以 4S
店、经销单位、改装厂和维修服务站为主
体的现代化服务网络体系。

中国重汽积极实施以信息化带动管
理现代化的建设工程，自主研发并实施
了一套涵盖销售业务、售后服务、财务管
理、配件供应的四个“一线通工程”，大幅

度降低设计、采购和制造成本，实现了公
司营销体系的现代化管理和营销全过程
的控制监督。

中国重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
纯济认为，中国重汽变革已经初显成
效，主要体现在：企业运营质量水平保持
行业前列，经济实力和企业效益优势凸
显；品牌战略初见成效，形成了产品结构
新优势；曼技术产品优势明显，市场反应
良好；质量提升成果显现，用户满意度不
断提高；营销模式不断创新，经营机制优
势正在形成。

“一手抓发展，一手抓防范风险，建
立风险责任制，这是当前克服危机具有
战略意义的安排。无论行业上升或下
降，中国重汽实现发展的信心不会改
变。”马纯济说。

稳步推进全球战略

今年上半年，中国重汽共向 88 个国
家和地区出口整车13529万辆，出口总收
入超过39.54亿元人民币，其中自营出口
10155 万辆，自营结汇收入 4.79 亿美元，
较去年增长76.1%，继续保持了重卡行业
出口首位。达到欧五标准的重卡产品成

功进入巴西、新西兰等市场，开创了中国
高端重卡批量进入上述地区的先河。

在国际市场网络建设中，中国重汽
由原来注重数量的增长转变为更加注重
网点质量的改善提升，更加重视境外售
后服务水平的提高。截至目前，中国重
汽已建成 204 家经销商、55 个 4S 店、
416 个服务站、348 个配件点和 11 个境
外 KD 生产工厂的国际市场网络体系，
初步形成了国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

世界知名企业一直也在关注中国重
汽的发展，在中国重汽采用国际零部件
资源的几年时间里，德国大陆、贝洱、威
伯科等世界著名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纷纷
在济南建厂为中国重汽专供零部件。

马纯济表示，当全国重型汽车市场旺
盛时，中国重汽要超常规发展；当全国重
型汽车市场平稳时，中国重汽要保持领先
地位的增长；当全国重型汽车市场零增长
或者负增长时，中国重汽要保持适度增
长。而这个目标的背后有着一整套科学、
完整的战略体系来支撑。中国重汽惟有
苦练内功，锻造内力，树立信心，鼓动激情
与智慧，才能插上翅膀，逆风飞扬。这是
中国重汽“化危为机”，保持中国重型汽
车市场“领跑者”地位的秘诀所在。

守 正 出 新 危 中 求 胜
——记中国重汽的创新之道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周 超

本报讯 记者黄鑫报道：在 11
月 11 日举办的 2015 第二十届中国

（国际）小电机技术研讨会暨展览会
上，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
主任龚晓峰表示，到今年底我国机
器人市场需求量将超过7万台，占全
球总量的16.9%，成为规模最大的机
器人市场。其中，微特电机都是重
要的核心部件，市场潜力巨大。

微特电机，简称小电机，常用
于控制系统中，是实现机电信号的
解算、放大、执行或机电能量转换
等功能的机电型元件，就好像人类
的关节肌肉、神经末梢。受下游应
用行业的需求拉动，我国微特电机
制造行业的发展速度较快。据不完
全统计，2014年我国微特电机全行
业规模以上企业有3600多家，全年
实现销售额超过1400亿元，同比增
长率超过 10%。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总经理樊友山告诉 《经济日
报》 记者，发达国家微特电机的家
庭平均拥有量为80台至130台，而
我国大城市家庭平均拥有量仅在30
台至60台之间。若每个家庭每年平
均使用量增加 1 台，则我国每年微
特电机需求量将增加 3 亿台至 4 亿
台，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微特电机与组件分会理事长、
中国电科 21 所所长施进浩介绍说，微特电机广泛应用于家
用电器、汽车、机器人、航空航天及自动化等领域。工业
4.0 正是智能制造网络化、信息化的系统控制，微特电机及
组件必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向高端转变，承接国际先进制造、
参与国际分工的巨大挑战。”龚晓峰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我国在成为传统制造业大国后，随着人民消费需
求的升级，传统制造行业都有着智能制造的要求，作为“执
行机构”的微特电机由于和电子技术的完美融合，一定会有
用武之地。

樊友山表示，目前工业机器人及核心部件永磁交流伺
服电机产品仍为国外公司主导。中国电科目前自主研发的
微特电机已达几千个品种，产品广泛应用于航天舰船、工
业、交通、医疗等领域。中国电科主导的智能装备国有资本
金项目，在助力中国小电机行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智能
装备关键执行部件实现国产化，发挥着重大作用。

“现代微特电机正在向微型化、高精度化、智能化发展，
产品档次越来越高，其市场之大、用途之广、发展之快、品种
之多为世界瞩目，已成为适合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优势产
业。”施进浩表示，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扩大国际
市场份额，早日让中国实现从世界小电机生产大国向强国
的转变，是中国微特电机行业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我国微特电机家庭平均拥有量不足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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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7G 车型亮相俄罗

斯国际建筑及工程

机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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