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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发达国家的创意产业，21世纪初已在全球蓬勃发展，不仅成为发达国家推动
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新引擎，也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转型和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
自2004年首届上海国际创意产业论坛发表宣言以来，创意产业在全国各大城市风起潮涌，在政府、企
业和社会各界的热情参与和推动下，创意产业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3DP的增长速度，并成为一种推
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策动力。
就我国起步较早的城市上海、北京、深圳来看，2007年它们的GDP增长率分别为13．3％、12．3％
和15．0％；而创意产业的增长率则分别达22．8％、19．4％和25．9％（《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
一2008》）。
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关于创意产业的内涵和范畴界定还不一样。
学术界也还有争论，但创意产业发展的意义已远远超过其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产业层面上的作用，而
更在于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颠覆和实现创新。
　　党的十七大报告从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高度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
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作出了全面部署，并指出“解放文化生产力是实现文化大繁荣的必由之路”。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当今世界进入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文化和科技一样也成
为一种生产力，其发展和繁荣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解放文化生产力，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促进文化的产业化，发现文化的价值，以产品和服务的形式
来凝聚文化，并以消费的形式来传播文化，即发展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产业。
然而文化生产力的释放不能局限于文化产业。
我们说科技是生产力，科技对每个产业的发展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样，文化成为一种生产力也能
够推动各个产业的发展。
如同科技生产力的释放决不能局限于科技领域一样，文化生产力的释放也应该与各个产业的发展相结
合，即文化也可以作为一种资本或要素渗透到各行各业中去，从而提高产业的附加值，实现产业的升
级和创新，即所谓推动产业的文化化。
显然，文化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文化化正是发展创意产业的两条路径。
因此，可以说当前我国风起潮涌的创意产业正是文化生产力大释放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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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意产业是无边界产业，它可以融合到任何产业里，并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提供新的发展模式，
实现产业的升级和创新。
在实践中，传统产业创意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创意农业、创意旅游等融合型的新产业业态不断呈现，
我国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和文化生产力的大解放需要更多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
够加入到创意产业的研究队伍中来，为中国创意产业理论的创新和提升贡献智慧；希望有更多的企业
家和创业家能够投身到创意产业的“蓝海”中，为社会和自己创造新财富；同时希望有更多的出版部
门能够关注创意产业新思想、新实践成果的传播和推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设计创意产业>>

作者简介

　　章明，建筑学博士。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创会会员。
曾参加“中国首届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美术馆）”、“中国空间里的当代艺术”、“20位最具大师
潜质青年建筑师展（上海）”等大展，策划并组织“当代中国建筑创作论坛”，主持2010年上海世博
会世博和谐塔、城市未来馆及世博舟桥等项目的设计工作。
曾获首届上海青年建筑师新秀奖银奖、2008年度中国建筑学会青年建筑师奖。
　　张姿，建筑没计及其理论硕士。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原作设汁工作室设计总监，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主持设汁了中国财政博物馆、朱屺瞻艺术馆、上海格致中学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全球城市广场、城
市最佳实践区公共服务中心及步行桥等项目的设汁工作。
曾获2007年度上海建筑学会建筑创作佳作奖、上海市优秀勘察没汁建筑专业奖、上海国际青年建筑师
作品展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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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激情创意——建筑设计创意产业概述　　第一节 迅速崛起的建筑设计刨意产业与其相关
界定　　一、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创意经济或译成“创造性产业”，是一种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
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的理念、思
潮和经济实践。
创意产业是后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是建立在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新经济形态。
　　在创意产业发源地的英国，政府对创意产业的定义为：“创意产业起源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
才华，这些智能通过开发与生产，具有创造财富与就业的能力。
”按照英国的划分，创意产业包括以下13个领域：广告、建筑、艺术与古玩、工艺、设计、时尚设计
、电影与录像、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设计、电视与广播等。
　　在我国，各个创意产业发达地区也根据自身的产业特征制定了不同的创意产业界定与分类方法。
例如在香港，创意产业被定义为：“一个经济活动群组，开拓和利用创意、技术及知识产权以生产并
分配具有社会及文化意义的产品与服务，更可望成为一个创造财富和就业的生产系统。
”由此将创意产业分类为广告、建筑、艺术品／古董及手工艺品、设计、数码娱乐、电影与影像、音
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与电子计算、电视与广播等11个门类。
而在台湾，创意产业的范畴包括视觉与艺术产业、音乐与表演艺术产业、文化展演设施产业、工艺产
业、电影产业、广播电视产业、出版产业、设计产业、设计品牌时尚产业以及建筑设计产业等十个大
类。
在内地，各个创意产业发达城市也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与界定，如北京对创意产业界定为：源自个人创
意、技巧与才华，通过运用知识产权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
上海也已经确定了创意产业发展的五大重点行业，包括研发设计创意、建筑设计创意、文化艺术创意
、咨询策划创意和时尚消费创意。
　　二、建筑产业　　从以上创意产业的分类中可以看到，“建筑设计创意”几乎在以任何方式界定
划分的创意产业体系中都占据一席之地。
这一概念与传统的“建筑产业”概念是截然不同的。
建筑产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美国，建筑产业与钢铁、汽车行业并列为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
我国建筑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左右。
建筑产业是国民经济中关联性、带动性与影响性较强的产业。
其中，建筑设计产业又是建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带动整个建筑行业发展的先行者、倡导者与
生力军。
而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一个新兴的产业形式脱胎于传统的建筑设计产业而迅速成长，这就是建筑
设计创意产业。
　　三、建筑设计创意产业　　建筑设计创意产业是建筑设计产业的高端。
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建筑设计产业的关系就如同高科技产业与科技产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更加注重“创意为先”的作用，更为注重产业链的意义，强调其产业的经济价值主要由文化科技
价值来决定；二是更加重视建筑设计创意作为一个整体在文化产业链中的高端地位与重要价值。
可以将建筑设计创意产业描述为：由建筑创意引发，继而借助资本等要素的介入进入产业化运作，衍
生出产业链或产业丛，最终形成一项上下链接完备的产业。
在此过程中具备了从业群体、营销渠道、消费终端、利润分配方式等完备的产业组织形态。
　　建筑设计创意产业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源于建筑创意元素介入传统建筑设计产业后的产业升级
，另一种是源于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元素被产业化的结果。
在英国，建筑设计创意产业包括建筑设计、室内空间设计、剧场设计、商场设计、指标设计、庭园设
计、景观设计、地景设计等行业。
在我国，建筑设计创意产业中的分类尚待明确。
　　第二节 形成背景、核心要素与基本属性　　一、形成背景　　建筑设计创意产业已从根本上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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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以不断变动的创意策划、创意设计、创意营销与创意消费中形成新的发展态
势。
其形成背景也归纳为：知识经济背景、消费社会背景、创新理论背景。
　　1．知识经济背景　　知识经济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人们对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作
用的充分认识，肯定了知识作为经济发展核心要素的地位。
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知识的生产、创意的激发为主要源泉的增长方式。
通过建筑设计创意产业的发展，建筑创意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被认可与重视，建筑的创意进一步被
激发出来，对社会发展产生更大的推动力，进而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状态。
　　2．消费社会背景　　建筑设计创意产业的兴起与消费社会的形成息息相关。
在经过高度工业化之后，以生产为主的经济类型已转变为以消费为主的经济类型，消费主义成为支配
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主导理念，消费不再只是满足生存的生理性和物质性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符号活
动、交流活动和表现活动。
因此作为建筑设计创意活动的成果，建筑产品也成为新消费社会背景下的消费对象。
不仅仅是建筑功能、空间等物质性特征成为消费产品，建筑的理念、创意、信息、内涵也成为消费对
象，甚至于人在建筑中的体验活动所传达的意义与信息，也构成消费活动中的必要环节。
新的建筑消费模糊了物质空间与精神理念的界限，也消除了消费体验与艺术体验的界限。
　　3．创新理论背景　　从内涵看，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实现生产要
素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组合”。
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创新就是科学同技术、经济与社会活动的“新组合”。
就建筑设计创意产业而言，创新理论的直接反映就是建筑创新。
表现为下列四个基本特征：　　●创新性：创新性是建筑设计创意产业的不竭动力与灵魂。
　　●实践性：建筑创新是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探索与修正的过程。
　　●社会性：建筑创新更贴近社会生活，与社会间的关联与相互作用更为直接。
　　●风险性：建筑创新总存在不确定因素，因此也成为一种充满风险的经济活动。
　　二、核心要素　　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是——创意阶层。
　　新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通过不同的产业，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实现了他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贡献。
与广泛存在于各类产业之中的普通人力资本不同，具有创造力的人力资本被称之为“创意阶层”，他
们主要通过思维来获取收益，其数量要远少于普通的人力资本。
他们的供给并不完全与教育和学历水平相关，而同个人潜在创造力与创新思维的激发有关。
创意阶层可分为高级创意核心阶层和专业创意者两类。
活跃于建筑创意领域的创意阶层就属于高级创意核心阶层。
他们的经济功能体现为通过新想法、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和新文化形式为市场创造价值。
正是基于创意阶层的资本属性及其在产业整体升级中的重要价值，总是呈现出分布上的不均衡性与数
量上的稀缺性，因而对创意阶层的竞争也成为全球城市与文化的产业竞争的焦点。
　　对于建筑设计创意产业来说，建筑设计师是创意阶层的主力军。
我们可以从以下活跃在现代建筑舞台的建筑大师们各具特色的建筑思想中，体会创意阶层为世界所创
造的珍贵财富。
他们的创意活动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经济价值，直接对人类发展的整体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
　　1．尤恩·伍重的“超越时间束缚的建筑”　　尤恩·伍重设计的悉尼歌剧院是20世纪最伟大的地
标性建筑之一，它是一个全世界公认的最优美的形象。
它已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标志，而且是整个澳大利亚乃至澳洲的象征。
悉尼歌剧院无疑是原创的与超前的，证明了那些在当时看来不可能完成的设计在建筑上的成功实践。
它体现了设计师的天赋、热情与坚定不移，成就了伍重在建筑史上令人敬仰的成就。
（悉尼歌剧院的详细介绍参见第二章 第二节 ）[图1-1]　　2．诺曼·福斯特的“高雅的艺术风格”　
　诺曼·福斯特是一位才思敏捷、思维活跃的建筑师，他的设计风格也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
1999年，在他主持的曾遭战火损坏的柏林国会大厦的重建工程中，创新意识与大师风范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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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以现代的手法恢复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优雅精致的玻璃穹顶结构，而且使它变成了一座生态
建筑。
他在卵形玻璃结构中创造了一种锥形反光构件，将自然光线反射到内部集会空间，而反光结构同时又
是室内通风系统与外界进行空气交换流通的通道。
盘旋而上的坡道，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体验之旅，同时将公众引导至屋顶的景观平台，在那里可以俯瞰
下面的议会现场与周边景观。
柏林国会大厦创造了一种轻松活跃的民主氛围，也成了柏林旅游业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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