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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設計界是北上深圳、飲文化產業頭
啖湯的先行者。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

主席楊棋彬在二十多年前決定創業時，就
已把目光瞄準內地。他認為，當時內地服
裝品牌風格比較單一，而市場需要有風格
的品牌，因此設計師的機會較多。

時尚界青睞深圳包容性
「深圳有着豐厚的時尚土壤和氣質，這
座城市的包容性和前沿創意思想，贏得了
全球時尚界的青睞。」楊棋彬道出了他選
擇落戶深圳的原因。他認為，香港設計師
從來都不針對單一市場，形成很強的全球
概念。
「香港的創意產業在全球享有盛譽，但
本土市場太小，托不起大品牌，而內地是
大市場，對口大公司，需要很多渠道。香
港設計人才的優勢就是懂規劃、策略、形
象、有國際視野。」楊棋彬坦言，香港品
牌現在最大的變化就是設計對象，市場、

工作環境都不同程度地轉向內地。
國際知名產品設計師、原香港設計師協

會主席葉智榮也認為，香港文化創意產業
的發展現狀很「尷尬」。他說：「香港的
設計、動漫創意業一直是以國際品牌為客
戶目標的，運作方式較內地業界成熟。但
香港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最大問題就是本
地市場太小、成本太高，使得香港業界不
得不重新審視內地市場的重要性。」

港玩具商成功轉型動漫
從2007年《閃閃的紅星》開始，方塊動

漫畫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以一年一部的速度
在內地動漫界一路領跑。母公司香港錢氏
玩具中心早在2005年看準單做玩具發展空
間有限，遂收購當時只得30多名員工的深
圳方塊動漫，開始了動畫製作。行政總裁
錢國棟指出，近幾年內地動漫業越來越正
規，「深圳有動漫行業相關配套的產業，
而香港只有漫畫。內地學校不僅設有動漫

專業，而且在繪畫方面更有優勢。」
錢國棟表示，他此前曾招聘過漫畫專業

的香港學生，不過未幾大多都不幹並轉
行。「做動畫片太費時間，最快也要9個
月才見成果，很多大學生都跳槽去廣告和
遊戲公司。」
珠三角地區是內地動漫的核心區域，包

括奧飛動漫、華強動漫、騰訊動漫、炫動
傳播、原創動力、藍弧文化等企業均為行
業翹楚。目前，方塊動漫以年均1,800到
2,200分鐘的製作量位居廣東的前五名，但
最讓錢國棟驕傲的是——方塊的製作水平
在內地排前五名，海外市場的播放量更是
內地前兩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石華深圳報
道）去年，深圳火猩教育在深圳文
化產權交易所文化四板掛牌。公司
負責人康曉博說，打算規模化發展
藝人職業教育，計劃在北京成立校
區，因此有了融資需求。「這是第
一次通過外界渠道嘗試獲取融資，
隨着公司的發展壯大，可能還會嘗
試深圳其他的資本渠道。」康曉博
說，之所以在深圳文交所掛牌，不
僅看重其資金的解決方案，更看重
文交所和產業鏈相關的資源。
深圳文交所是國家級、全國性、
全資國有的文化產業產股權交易平

台和投融資服務機構，借助深圳發
達的金融市場和龐大文化產業集
群，進行「文化+金融」的文化產權
交易探索和試驗。

文博會助項目對接資本
與深圳文交所一同形成推動深圳

文化產業發展「三駕馬車」的，還
有文博會和中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
這兩個國家級的文化平台。作為唯
一國家級、國際化、綜合性的文化
產業博覽交易會，文博會走過了12
年歷程，搭建了文化項目與資本市
場對接的渠道和平台。

此外，由中央財政注資引導、深圳作
為發起人之一和基金管理公司註冊地的
首支國家級大型文化產業基金——中國
文化產業投資基金於2011年揭牌運營，
如今已投資人民網、新華網等11個項
目，簽約投資額超過10億元。

國家基金投資超10億元
在資本與創意共舞中，深圳各銀行

也不遺餘力。招商銀行官網顯示，未
來5年，招商銀行對文化產業的新增
授信總額將不低於500億元，重點通
過文化產業集群的金融支持，創新文
化金融的批量化支持模式。

深 圳 港 系 列 四 之 三 ： 文 化 篇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石華石華 深圳報道深圳報道））深圳深圳，，一個將文化產業作為四大支柱產業一個將文化產業作為四大支柱產業

之一的城市之一的城市；；香港香港，，一個極富創意的國際都會一個極富創意的國際都會。。深圳被譽為深圳被譽為「「設計之都設計之都」，」， 「「文文

化化++科技科技」」的產業發展模式的產業發展模式，，讓深圳的產業鏈邁向高端化讓深圳的產業鏈邁向高端化；；香港被譽為香港被譽為「「時尚之時尚之

都都」，」，作為一個創意與潮流的集聚地作為一個創意與潮流的集聚地，，中西方文化在這裡匯聚碰撞中西方文化在這裡匯聚碰撞。。本土市場太本土市場太

小小，，托不起大品牌托不起大品牌，，近年來近年來，，香港文化產業北上深圳已成趨勢香港文化產業北上深圳已成趨勢，，文博會文博會、、創意十二創意十二

月月、、深港設計雙年展等平台處處都有香港藝術家深港設計雙年展等平台處處都有香港藝術家、、設計師的身影設計師的身影，，他們為深圳帶來他們為深圳帶來

國際視野和經驗國際視野和經驗，，同時也借深圳作同時也借深圳作

「「跳板跳板」」輻射全國輻射全國，，而設計對象而設計對象

也由國際轉向內地也由國際轉向內地。。

探索「文化+金融」
推動創意產業

打造文創中心 深港聯手可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石華 深圳報

道）由於香港本土市場的發展呈現飽
和狀態及近年投入不足等原因，香港
作為亞洲創意產業中心的地位正逐年
削弱。業內人士普遍認為，香港和深
圳合作，是重塑「國際文化創意產業
中心」的最佳路徑。
儘管香港創意企業進入內地有一定

的「水土不服」問題，但香港和深圳
企業之間一定存在巨大的合作機會。
因為香港的創意企業，以中小規模為
主，其中很多是由設計師的工作室起
家。但一個成功的設計師未必是成功
的企業家。從單純的設計師蛻變成合
格經營者，如何轉型？
2008年年末，葉智榮將自己的工作
室移至深圳田面的「設計之都」創意
園，來自珠三角和長三角的訂單很快
隨之而至。葉智榮認為：「內地有很
多廠家生產不同的產品，目前許多廠
家意識到創意設計在產品中的巨大價
值，這給香港設計師帶來了越來越多

的機會；同時，香港的設計也可以
提高內地產品外觀品質和包裝
效果，提高其在全球的競爭
力和附加值，加強這樣
的合作利港利國。」

■■香港錢氏子公司深圳方塊動漫發展成為香港錢氏子公司深圳方塊動漫發展成為
內地實力較強的動漫文化公司之一內地實力較強的動漫文化公司之一。。圖為圖為
方塊員工在製作動漫節目方塊員工在製作動漫節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
深圳報道）香港面積上看雖是
彈丸之地，文化輸出卻影響甚
大。港產片在上世紀80、90年
代達到巔峰，行銷亞洲，創造
一個又一個奇跡。但近年來內
地電影市場發展迅猛，香港影
視行業集體北上，本地空心化
嚴重。在這一波北上淘金熱
中，北京、上海等影視產業鏈
較為完善的地區是熱門城市，
深圳則藉着火熱的雙創氛圍，
吸引了香港影視文化人演繹各種新鮮項目。

打造南部影視文化基地
在日前開幕的2017首屆深港雙城影像周
上，T-Park深港影視創意園「福田區文化
創意產業園」正式揭牌。創意園作為深圳首
個位於中心區的影視產業園，地處福田心臟
地區，毗鄰香港，園區建築面積超2萬平方
米，旨在逐步發展為港澳台與內地影視文化
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打造新南部影視文化

基地。
記者了解到，創意園吸引多個香港影視

項目入駐。其中喜劇導演李力持打造別具一
格的微電影娛樂體驗片場，從場地、表演技
巧培訓、服裝道具、造型美術，到專業拍
攝、後期製作，讓觀眾體驗電影製作台前幕
後的樂趣。體驗片場打造了多個經典電影場
景，讓觀眾可以像去「卡拉OK」一樣，選
擇場景隨意進行拍攝「拍啦OK」。另一方
面，也希望借此發掘更多年輕演員。

福田建影視園 吸港導演進駐

■■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
主席楊棋彬參展深圳文主席楊棋彬參展深圳文
博會博會。。 記者李望賢攝記者李望賢攝

■■香港導演李力持在深圳打造別具一格香港導演李力持在深圳打造別具一格
的微電影娛樂體驗片場的微電影娛樂體驗片場。。記者李望賢記者李望賢攝攝

■■方塊動漫行政方塊動漫行政
總裁錢國棟總裁錢國棟。。

記者石華記者石華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深圳報道）隨着深圳
文化品牌不斷創新，深圳文化月曆已初步成型。南方
科技大學黨委副書記、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院長
李鳳亮表示，深圳文化品牌領先全國。既有文博會、
市民文化大講堂、讀書月、創意十二月等全國知曉的
文化活動品牌，也有騰訊、華強、雅昌等國際知名的
文化企業品牌等。同時深圳各區也着力打造有區域特
色的文化品牌，包括馬拉松跑步活動、戲劇節、客家
文化節等，層出不窮。李鳳亮稱，打造文化品牌要因
時因地制宜。深圳沒有大的電影製片機構，應揚長避
短，不打造傳統的電影節，而應利用深圳的科技優
勢，發展科技甚至更專業的科幻影視節。

建文化品牌 需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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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國（（深圳深圳））設計之都田面創意設計之都田面創意
產業園被譽為產業園被譽為「「中國工業設計第一中國工業設計第一
園園」，」，聚集聚集200200多家內地多家內地、、香港以香港以
至歐美的龍頭設計企業至歐美的龍頭設計企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記者李望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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