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二 本期共四版

2015/11/17

主管：中国企业联合会
主办：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

新闻热线：

010-68701720

http://www.zqcn.com.cn (中国企业网)

E-mail:yuanqu@zqcn.com.cn

编辑：江金骐校对：许舒扬美编：王祯磊

11月初，京东集团与廊坊市政府签署协议，双方将合

力打造国内技术领先、规模最大的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另

一方面，在即将到来的“十三五”中，“互联网+”将被重点推

进。这一政策将对哪些园区形成利好？以京东为例，为什

么互联网企业开始将“看不见的手”伸向园区？在政策引

导下，未来企业在拉伸投资维度的同时是否会产生产业转

移？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家杨

建国。

《中国企业报》：在“互联网+”概念下，哪些园区会先行

获益？哪些产业适于搭配“互联网+”概念？

杨建国：在刚刚公布的“十三五”规划中，为“互联网+”

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具体到未来产业方面，互联网与制造

业、农业、能源、环保、健康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的融合

都将进一步加深。以互联网与金融产业融合为例，目前我

国94%中小企业日常资金短期用额不超过50万元，而互联

网金融本身具有普惠性、低成本、征信功能、便捷性，以及

微风险预警机制等方面的优势，所以，互联网金融与中小

企业融资有着天然的“适配性”，这就意味着“互联网+金

融”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企业报》：“互联网+”如何从概念形成落地，园区

如何才能真正利用这个概念，成为“互联网+园区”？

杨建国：自从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

之后，各地纷纷推出或抓紧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还

以互联网金融产业园为例，目前，互联网金融概念愈炒愈

热，也促使互联网金融企业如雨后春笋，包括政府和企业

在内的多方力量，都在积极谋划互联网金融产业园的建

设。从整体上来看，各地“互联网+”产业园都处在“圈地运

动”时期，处于从“野蛮生长期”开始向“调整兼并期”过渡

的初始阶段。未来，一批强行上马的或者有名无实的互联

网+产业园区，将会逐渐“露底”。“互联网+”时代不断产生

的新模式、新业态，对产业园区的管理服务，产生颠覆性的

挑战，而这些挑战往往超前于各种法规和规范。因此，如

何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创新政府管理服务，是产业

园区管理部门必须深入思考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企业报》：多个互联网巨头正纷纷将发展之手伸

向产业园。这意味着什么？互联网企业在布局或落地时，

会看中园区什么优势？

杨建国：以京东与河北廊坊的签约为例，除了区位、交

通优势之外，我想京东看中的最关键的应该是发展环境。

这里面，既包括相应的优惠政策，也包括人才引进计划、资

金、产业园区模式等等。

比如，近期先后出台的《北京市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

目录(2015年版)》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政策，前者表

明了北京将会对区域性批发市场、物流基地采取禁限；后

者则明确了京津冀三省市产业发展定位，明确了天津和河

北扛起了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重任。

再从产业集聚角度来考量，以互联网金融产业为例，

其发展程度与水平主要取决于当地中小企业的活跃程度，

因此互联网金融相关企业在选择落地时，首先需要考量的

就是是否有支撑其存在和发展的产业基础。

《中国企业报》：有观点认为，未来企业的投资发展区

域维度拉伸，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足鼎立时期来临。

对此您怎么看？

杨建国：实际上，从今年两会，到刚刚公布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公报，“区域协同”成为一条越来越清晰的发展主

线。“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

先后出台，开始全面布局，更是这种理念进入实质性推进

阶段的体现。随着三大战略的相继落地实施，中国的区

域发展战略也将从原来注重以地域板块划分格局，向更

注重地域之间联系、更注重区域均衡、多点支撑的发展理

念转变。

《中国企业报》：在多点布局中，是否会有产业转移的

情况发生？哪些产业集群又会离开京津冀？

杨建国：关于哪些产业将会离开京津冀现在也比较明

确。比如《北京市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2015 年版)》

中，一般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中比较优势不突出的生产加

工环节方面、区域性批发市场、物流基地，以及以纺织业、

石油加工为代表的高能耗行业等都在禁限之列。与之相

反，禁限留下的空间，自然就是留给高端制造业、低污染、

环保型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科技密集型产业等。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传统

文化博大精深。然而，随着高科技、

互联网的发展，传统文化在传承上正

面临着脱节，有的传统文化正在“丢

失”，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产业园区

也正在经历蜕变之痛。好在“互联

网+”为传统文化产业的转机带来可

能，尤其是近期发布的“十三五”规

划，对文化及文化产业至少有两处重

要提及。从这两点看，文化产业的发

展，不但有强烈的政策预期，还孕育

着强大的市场驱动力。

传统正在迷失

乐清咔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

称咔咔公司）总经理管小弟近日多次

往返于北京和西安，忙着筹备和参加

在国粹苑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印章展。

印章、书法、绘画、诗歌并称中国

四大传统艺术。印章是真正的中国

特色，从古代皇帝玉玺到九品芝麻官

的官印，从大元帅的帅印到文士们的

闲章。现代中国“章”更是发展到了

空前绝后的地步，各部门各单位总有

数枚红彤彤的大印。

“印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

成部分，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印

章所代表的唯一性、权威性和文化性

正在丢失。”管小弟认为，电子印章和

签名兴起，严重冲击了传统印章行业

的发展。

这只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小小缩

影，传统文化产业受到冲击的同时，

为数不多的传统文化产业园区也正

在经历蜕变之痛。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

院长魏鹏举分析，国内很多文化产业

园区是以物业盈利模式为主，但随着

经济下行、房地产经济增长乏力，再

加上各种形式的文化孵化器和双创

空间在国家扶持下发展迅速，对文化

园区造成的压力和挑战很大。

与 北 京 国 贸 隔 街 相 望 的 国 粹

苑，作为朝阳区文化产业的专业园

区，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产业园。国粹苑品牌中心总监刘建

宇介绍，国粹苑前期投资达8亿元，建

筑面积近11万平方米，由仿古楼群以

及上万平方米的休闲广场、中央戏台

组成。

据介绍，国粹苑经过5年发展，已

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现已进驻世界

沉香主题馆、红木生活主题会所、瓷

文化主题会所、休闲时尚主题会所、

艺术名家名品主题馆、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艺术殿堂、世界华人艺术品珍藏

馆、古玩玉器主题馆等。

国粹苑艺术殿堂已入驻了上千

位艺术家及艺术机构的近万件作品，

覆盖了艺术品市场的各个门类。2012

年文化部授予国粹苑第五批“国家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称号。2013年被北

京市朝阳区旅游委授予“北京市朝

阳区文化旅游示范单位”，作为朝阳

区首批文化旅游示范单位在全市率

先推出。

中国印章行业协会秘书长李潇

君说：“我们连续三年在国粹苑举行

国际印章展，园区为我们提供比较优

惠的租金和配套的管理服务，国粹苑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定位也与

我们的需求吻合。”李潇君介绍，随着

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大力支持，各地大

大小小的文化园区兴起，但很多是概

念炒作，也存在严重的泡沫。“我们希

望踏踏实实传承中华文化的园区能

够为我们这样的行业对接到更广阔

的市场和资源。”

让“国粹”时尚起来

对传统产业而言，“互联网+”是

新生事物，但对传统文化而言不是颠

覆,而是换代升级。对此，刘建宇分析

认为，这几年是互联网对传统文化产

业影响极为突出的时期，某种程度上

说，互联网正在对传统文化产业进行

再造，传统与新兴领域的融合也正在

发生。

随着“互联网+”战略的发展，国

粹苑也积极变革，拥抱互联网，促使

传统模式逐步升级。国粹苑开辟了

品牌网站及微信公众平台，线上可实

现即时交易，并且更加重视用户体

验，体现“内容为王”，抓住行业融合

的新契机，开展了一系列品牌营销活

动。

管小弟表示，中华文化要传承，

更要与时俱进。比如说传统印章的

防伪技术要求很高，真伪甄别复杂，

费用过高。而在现代技术下，完全可

以将传统与科技的优势结合起来，在

传承中国印文化的同时，实现印文的

防伪。他以咔咔印章为例，咔咔为印

章发明“G串码”，让每个刻出的印章

都有唯一的身份识别,又可以通过

APP和云端为持有人提供增值服务。

“传统文化园区也一样，在互联

网时代，转变思维，将传统文化与互

联网结合起来才能有更好的出路。”

管小弟认为，利用互联网或许能更加

广泛的传扬中华文化。

魏鹏举也表示，从“十三五”规划

来看，国家将文化产业作为国民支柱

产业的基调是确定的，传统的文化园

区不做大的调整和改善，不做创新是

很难抓住机遇的。（下转第十四版）

面对面对““互联网互联网++””
传统文化产业园区勇进还是退守传统文化产业园区勇进还是退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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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来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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