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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工业本业、精益求精”

的追求，北京工美集团如今已发

展成为集工艺美术品设计开发、

国礼造办、商业经营、国际贸易、

检测鉴定、职业教育、文化交流、

基金投资、会展博览等于一体的

多元化综合性企业集团，是北京

乃至全国工艺美术行业的龙头

企业。

“十二五”末，集团在顺利实

现“百亿集团”奋斗目标的同时，

还取得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新

成果。记者日前在王府井商业步

行街南口的工美大厦 9 层，专访

了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高级经济师王健。

传承工美文化
每个时代遗存下来的最鲜

活、最直观文化物品都是手工艺

品。我国领导人向国宾回礼或

出访时向所在国领导人赠礼，通

常选用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

工艺美术品，如景泰蓝、瓷器、刺

绣、纺织品等，手工艺品最能体

现人与自然的对话，是传统文化

的结晶。

北京工美集团的前身是特种

工艺品公司、抽纱公司、地毯公

司、首饰公司，公司成立时招聘

的一些民间艺人都曾是皇宫造

办处遗留下来的匠人师徒，这些

艺人都拥有精湛的宫廷技艺。

王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的专访时介绍：北京工美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1980 年成立，规

模最大的时候曾有三万多职员，

曾是北京市出口创汇的大户。

1999 年，随着集团一些工业企业

被下放到区县，只留下一些进出

口公司、学校、合资企业等，为

此，集团领导也曾彷徨困惑了两

年。工业企业没有了，工美还有

什么？还能做什么？经过一段

时间的思考和探索，集团领导班

子认为工艺美术文化是支撑工

美集团走下去的力量和源泉，工

艺美术不仅是工美集团的，还是

北京市和全中国的。

2000 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领导下的北京工艺美

术行业协会成立。北京工美集

团在扶持行业协会发展的同时，

借助行业协会的各家制造企业，

并依托自身的品牌优势、设计优

势华丽转身。

工艺美术可以对其他经典的

艺术作品进行二度创作，使这些

经典作品能在新的历史时期以

新 的 面 貌 得 以 再 现 。 在 北 京

2008 年奥运会期间，工美集团紧

抓奥运机遇，以设计研发优势脱

颖而出，不仅获得了北京 2008 年

奥运会特许生产商、零售商“双

特许”资质，而且成功设计制作

了北京奥运会会徽载体印章“中

国印——北京奥运徽宝”，还参

与了北京 2008 年奥运会“金镶

玉”奖牌的方案设计、打样、试制

工作。

“哑铃型”发展模式
借助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

会的舞台，北京工美集团逐步形

成以设计研发与经营销售为核

心竞争力的“哑铃型”发展模式。

继奥运会和世博会之后，北

京工美集团又在2014年APEC会

议国礼项目中再次展现强大的

设计研发优势。最终入选的《四

海升平》景泰蓝赏瓶、《繁花》手

包套装、《和美》纯银丝巾果盘三

件国礼均出自北京工美集团。

2015 年，北京工美集团为中

国政府制作的景泰蓝“和平尊”

被作为国礼赠送给联合国，该

“和平尊”被陈列在联合国总部，

这充分展现了集团公司在工艺

美术行业的领航实力。

在工艺美术产业发展方面，

王健有自己的看法，他说：“集团

要取得更长远的发展，应致力于

优化产品研发设计模式，充分挖

掘利用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特

点，在产品设计、营销推广等关

键环节进行创新，不断满足日益

增长的少数民族的需要。面向

市场积极打造传世珍精品工程，

整合以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为

代表的优秀工艺美术大师资源，

设计创作一批代表当代中国工

艺美术最高成就、表现当代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独特风格和高超

技艺的传世珍精品。积极寻求

与体育、航天、旅游、传媒等产业

的嫁接融合，拓展工艺美术产业

发展空间。”

实现良好产融互动
北京工美集团“十三五”产

业规划将根据集团产业特性和

未来发展需要，对集团产业进行

管理和引导，并进一步梳理产业

结构，调整产业方向，将原工业

板块调整为文创板块。据了解，

该板块主要承担集团自主品牌

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管理，是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之

一，是集团“十三五”重点发展的

业务单元。

王健表示，“十三五”期间将

着力落实专业化战略和差异化战

略，以“共享经济的观念”和“开拓

创新的观念”为指导，对集团内外

部研发、生产和销售资源进行整

合与重组，通过优化产品结构，提

高产品创新能力、研发设计能力、

加工资源整合能力和营销能力，

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扩大经营

规模等方式，提高自主品牌产品

销售收入和利润。在此基础上，

还将落实产融互动战略，进一步

整合内部产业资源，调整内部产

业格局，打造一个强有力的自主

品牌产品经营公司，积极推动在

证券交易市场上市，实现良好的

产融互动，快速提升经营实力，做

大做强自主品牌。

就“十三五”发展战略，王健

强调，为在产品研发设计工作中

做到“传统继承与开拓创新并

举”，赋予产品深厚的文化内涵

并提高产品文化价值，集团不久

前还特意成立了北京工美艺术

研究院。另外，为积极推动自主

品牌产品经营公司在国内证券

市场上市，增强资金实力，集团

将以“工美”品牌为依托，采用并

购、合资、品牌授权等方式，整合

京津冀地区的研发、生产、营销

网络、商业渠道等生产性资源及

商业性资源，提升集团品牌影响

力。并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加大自主品

牌产品出口。

工艺美术作品是文化与科技
融合的创新成果。从古至今，工
艺美术作品始终与时俱进，反映
时代的高科技发展水平及文化
消费需求。工艺美术既有传承
传统的一面，更有发展成长的一
面。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工
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
《意见》），《意见》强调了传承创
新原则，要求充分吸收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元素，广泛借鉴世界工
业文化精髓，在保护中发展、在
传承中创新，推动新时期我国工
业文化的全面发展。该《意见》
还提出了要支持工业文化新业
态发展，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
术、虚拟现实技术等现代技术手
段，推动工业文化创新发展，催

生一批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新业态。

但是工艺美术在今天却面临
生存与发展的两难境地，一方面
是传承与保护，另一方面是继承
与发展。这些年来在工艺美术
的发展上，各方面总想合二为
一，两者兼得。上世纪 80 年代，
中国工艺美术传统作品景泰蓝
销遍全球，但随之而来的是景泰
蓝变成了“景太滥”，遍地开花、
库存上升、产品积压、市场萎缩，
数十年在低谷徘徊与挣扎，无法
从泥潭中脱身。其根本问题就
是没有解决好传承与保护、继承
与发展的矛盾。从上层决策来
讲，管理部门未能将这一矛盾区
分开来解决。现实情况是相关
部门之间存在交叉管理，这种多
头交叉管理造成的是相互纠结。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根本上重

新认识和分工布局，核心是解决
好传承与保护和继承与发展的
矛盾问题。对此，北京市人大常
委、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秘书长宋
慰祖告诉笔者五点破解之道：一
是工艺美术的发展要两条腿走
路，一条是传承保护，坚守传统；
另一条是继承发展，跨界设计。
两者一定要从经营上截然分开，
从管理上合二为一。二是政府
要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法》并营造传承环
境，让传承人从制作者向传承者
转换，注重技艺的总结归纳和理
论研究，并做好著书立说的工
作。运用现代科技、信息化手
段，应用录影、录音、录像等技
术，记录存留传承人的技艺和经
验，实现工艺美术技艺的永久存
留，防止“人亡艺绝”。三是建立

大师经纪人制度，与艺术品拍
卖、专业化销售相结合，规范工
艺美术品的营销市场；市场体系
实行授权专卖制度，维护非遗作
品的价值和传承人的合法权益
与利益。四是建立和完善人才
认定制度，以德艺双馨、传统继
承、制作精湛、技艺正宗、原汁原
味等标准来评判认定。转变传
统的师傅带徒弟，靠家族式、封
闭式的技艺继承方式，形成传承
人、高校协作的人才培养制度。

最后一点，宋慰祖认为需要
通过运用工艺美术的传统技艺、
材料和科学原理，依托科学技术
的进步，弘扬民族文化、紧抓社
会需求，跨界集成创新，设计可
用、易用、能用之新产品，以满足
新时代人们对工艺美术品消费
的需求。构建扩品种、提品质、
创品牌的工艺美术制造业的产

业链。
由此可见，大力发展工艺美

术等工业文化，同时重视文化创
意元素在工艺美术作品中的内
涵和外延的拓展，无疑是提升中
国工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也是塑造中国工业新形象的战
略选择，更是推动“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转变的有力支撑。
在这方面，北京工美集团可谓优
势尽显，条件和资源得天独厚。
其是工美领域里唯一的一家大
型国企，很多弥足珍贵的国礼也
都是从工美“造办处”源源不断
走向了世界，既很好地宣传了中
国传统文化，也展示了工美强劲
的科技研发能力。工美还为此
斥资成立了自己的研究院，把宫
廷和民间的优秀技法通过现代
手段和工美大师的辛勤劳动弘
扬和发展下去。

北京工美集团：专业化和差异化战略并重

董菁 本报记者 朱晨辉

朱晨辉

工艺美术亟待做好传承保护与发展

2017年春
节，北京工美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高级经
济师王健在地
坛庙会现场慰
问职工。

深度

打造研发和经营竞争力，推动自主品牌公司上市，实现产融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