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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磊磊

建 4A 景区推广琉
璃文化

2016年 11月 30日举行的
维密大秀，有一件秀服是施华
洛世奇为维密特别定制的内衣
Look。此次维密大秀共计使用
了超过两百万颗施华洛世奇元
素。这是自 2002年起，施华洛世
奇与维密合作的第 14个年头。

当天，记者恰好在淄博人
立文创采访该企业对中国琉璃
的发展战略规划问题。

“我们希望能把中国琉璃
做成中国的施华洛世奇。”周洋
说，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旅游
产品的开发，做一些吊坠、配饰
等产品。施华洛世奇的产品使
用的是人工水晶，成分跟琉璃
相似，但它一个吊坠可以卖到
上千甚至上万。

为了引智，人立特地举办
了一场琉璃文创大赛，收集了
全国各大高校学生的一些优秀
作品。“目前，有些作品已经在
开发，很快要量产。”

琉璃产品为什么价格高不
起来？

“我们是国内同行业中第
一家新三板上市的，琉璃认知
度普遍不高，大家分不清琉璃
和玻璃的区别。”周洋说，国内
曾兴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玉器、
红木，古玩、陶瓷等收藏热潮，
高峰期一个陶瓷碗可以拍到两
亿多，但是时至今日，琉璃的文
化价值还没有被挖掘出来，琉
璃没有被作为一个热点炒作。

人立设想将淄博琉璃打造
成收藏热点，建设 4A景区，像
景德镇那样营造出一个陶瓷小
镇，吸引世界各地游客过来旅
游，体验有琉璃元素的房间，吃

博山菜，看琉璃作品，看琉璃生
产过程，亲手DIY。

这也是施华洛世奇的营销
之道。施华洛世奇总部在奥地
利西部的瓦腾斯小镇，每天有
成千上万游客蜂拥而来，因为
这里有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
水晶博物馆。

人立用两年时间，投资兴
建了集交流、创作、展示、体验、
观光、销售等于一体的博山陶
瓷琉璃艺术中心，同时吸纳了
50位省级以上琉璃艺术大师的
内画、灯工、古琉璃等不同品类
的 3000余件经典之作。

淄博人立文化创意股份有
限公司于 1994 年成立，2012
年，人立文创在北京、深圳、济
南三个城市分别以展览馆和专
卖店的形式做营销。十八大之
后，国内 80%～ 90%高端礼品
市场受到影响。人立文创开始
转型，将公司定位为琉璃文化
创意企业。

每创作出一款就
有人来山寨

中国产业研究网提供的数
据显示，截至 2014年末，国内从
事琉璃制品生产的企业约 2000
家，其中从事琉璃艺术品制造
的企业约 1400家，生产企业主
要集中在山东博山、福建晋江、
江苏宜兴等地。

琉璃在材料上的创新非常
难，目前行业上，掌握材料和配
方的都是琉璃的从业大师。

“配方秘密不大，关键是创
意、造型、理念、风格的创新。每
创作出一款产品就有人抄我们
的。”周洋无奈地说，我们把设
计放在第一位，在创新上投入
很大，与很多大师合作了不少
产品，但其他小作坊都在仿造，
我们杜绝不了。

“我们做了很精致的东西，
产品有一点瑕疵绝不上市。小
作坊的产品稍微有点瑕疵，照
样往外卖。小作坊场地、人员工
资成本都低很多，在市场上跟
我们砸价格。”周洋说。

而施华洛世奇牢牢把控着
专利。瓦腾斯是施华洛世奇水
晶在全世界仅有的两间工厂所
在地，至今仍保持着家族经营
方式，把水晶制作工艺作为商
业秘密代代相传，至今他们仍
然独揽多个与水晶切割有关的
专利。

学徒三年没收入，
拿到大师职称才“转
运”

在人立艺术中心，有一个
供游客参观的操作车间，琉璃
师傅每天在这里向游客展示琉
璃的制作过程，车间中央架设
着一口锅炉，整个车间用玻璃
罩罩起来。

“这是展示车间，到了夏
天，车间室内温度高达 50℃，工
人必须不停地在里面洒水降
温。炉温是 1400℃ 到 1600℃，
除了矿石热熔性之外，还得极
速降温，操作不当烧品很容易
炸裂，所以年轻人不愿干。”

恶劣的操作环境和与付出
并不匹配的待遇使得从业人员
越来越少。周洋说，做琉璃学徒
至少 3 年赚不到钱。即便是赚
钱，年轻人宁可坐办公室赚
1500，也不愿意在这里赚 3000。
如果 50 岁前拿不到大师级职
称，一辈子只能做普通工人。

据介绍，技师工资实行计
件制，月平均在五六千元左右，
高的能拿到上万元。目前拿到
琉璃大师级职称国家有补助，
每个月在五千到一万元。成为
大师后，作品售价也水涨船高，

每个月收入非常可观。
一个琉璃师傅黄金年龄大

概是 30 岁到 50 岁左右，只有
20年时间。周洋说，烧制琉璃本
身是一个重体力活，琉璃师傅
过了 50岁之后，再从事这样的
体力劳动就力不从心。

打造琉璃品牌，单
靠一家太难推

人立很多作品都是与大师
合作的结晶，比如公司艺术总
监、琉璃大师徐月柱与中国奥
运福娃设计者韩美林，把墨彩
画与琉璃艺术相结合的“人立
墨彩”，与“石榴王”王乃宝的多
籽石榴系列。

与施华洛世奇不同的是，
人立搞琉璃走的是传统路线，
而前者则紧贴潮流、时尚。施华
洛世奇的经验是，奢侈品固然
很重要，但真正为公司带来收
益的却是日常工艺品。

淄博振华玻璃制品有限公
司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从 2014
年开始，振华玻璃就以 80 后、
90后喜欢的元素作为定向开发
产品，并且把作品拿到展览会
上评比，提高知名度。公司已创
作出 1000 余种与现代接轨的
时尚产品。

创品牌需要大量资金投
入，“杭州的西溪湿地、海南的
亚龙湾出名，是因为《非诚勿
扰》在那里拍摄过。我们也想有
这样的合作，但这需要很多钱，
而且也没有太多路子。单一个
艺术中心就投了一个多亿，目
前才刚刚成型，后续还要留出
一些钱来打广告，跟媒体沟通，
或者进军娱乐圈，请剧组来拍
电影等。”周洋说。

“所以在打造琉璃品牌上，
单靠我们一个企业太难推了。”
周洋说出了这番心里话。

想做中国的施华洛世奇

博博山山这这家家琉琉璃璃厂厂
砸砸了了一一个个亿亿为为啥啥还还不不火火

一周财经言论

本报记者 张頔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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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用户使用的头盔显示
器，有 4K的信源却没有 4K的
头显，显示屏幕跟不上，再好的
信源也发挥不出效果。再比如
用户的带宽受限，达不到要求。
根据全球最大的 CDN 服务商
Akamai公司的统计，2015年中
国平均网速只有 3 .7Mbps，而
4 K 流媒体直播需要达到
15.6Mbps。

当前，VR直播多是采用头

戴式设备加移动端应用模式。
用户视角多是固定的，加之显
示原因，一旦观看时间稍长，用
户就容易产生眩晕感。硬件体
验问题，归根结底是技术不够
成熟，这也是阻碍 VR 直播普
及的重要原因。

2016年，国内出现过一波
VR、AR的投资热潮，从内容制
造、分发，到硬件制造，销售，都
有不少投资布局。但因为未解
决长期佩戴导致晕眩等硬件技
术问题，这股VR热迅速降温。

江苏卫视酷炫的AR舞台
效果，在幕后团队看来，不能单
一说哪个技术是最高端的，可
以说每个环节都是最高端的。
制作过程与环节，全部采用了
电影的制作技术与流程。从策
划到实验，从前期到后期，建
模、拍摄、前期跟踪、后期跟踪、
实时跟踪、渲染调色、合成、舞
美搭建……至少有 30 个以上
的实施环节，全部无一疏漏，才
能圆满完成。

和手机一样，VR 要想持

续发展下去，必定要建立生态
圈。但目前由于硬件发展水平
不够好，行业用户的体验大打
折扣，VR 平台的商业价值短
期内难以彰显。行业标准的缺
失也是 VR 平台生态崛起的
一大掣肘。业内人士认为，现
阶段的虚拟现实仍处于“婴幼
儿阶段”,相应的产业链还不够
完整。产业链包括：硬件设备、
操作系统、内容、应用、分发平
台构成，五个环节必须形成一
个生态圈。

梁建章：

如果放开户籍限
制，就能缓解北京雾霾

携程旅行网执行董事会主
席梁建章：“如果北京和天津能
够放开户籍限制，吸引 2000 多
万河北劳动力进行服务业转
型，那么河北就不需要过度依
赖煤炭、钢铁等重工业，这样既
能改善河北的环境，也能缓解
北京的雾霾天气。”

——— 近日严重雾霾笼罩华
北地区，梁建章发文表示，城市
人口与雾霾程度相关性从正变
负的转折点在 300 万人到 400
万人之间，让更多外地人在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和工作，
不仅能促进中国的创新和经济
发展，缩小贫富差距，还有助于
缓解目前严重的环境污染问
题。

“已经过去的 2016 年，企
业家和创业者都处在不确定的
焦虑之中，当然我是最有资格
焦虑的人，但你们看我的样子
像一个焦虑者吗？”

——— 始于 2015 年的万科
股权之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半之
久，但王石在最近一个论坛发
言时说，“我的睡眠一直很好，
事情的变化往往是不可预料
的，对于企业家来说，不确定是
一种常态，要在不确定下处理
问题，保持淡定。”

在互联网行业发展的过程
中，互联网公司创造价值和获
取回报的主要方式就是“满足
用户的需求”，人们第一次这么
关注业务的核心本质，而不是
将精力和时间用在支撑这个本
质的其他工作上。

“产品经理”便是在这样一
个时代背景下诞生的。本书以
产品经理的方法论与价值观为
主线，讲述了产品经理在从点
子到产品的过程中应该考虑的
问题、思考问题的思路，以及如
何解决问题的方法。

“什么是实体经济，大家都
讲实体经济非常艰难，实体经
济真正的定义是什么，大家查
过没有，实体经济的定义是人
类通过思想、财富、工具，在地
球上创造的生产和流通的商
业，生产制造是实体的一部分，
流通更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 马云在出席“江苏省
浙江商会十周年大会”时，主动
谈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
争，“我希望大家不要统一把这
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对立起
来，企业没有实体和虚拟之分，
只有好企业和坏企业之分，实
体经济中也有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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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能把中国琉璃
做成中国的施华洛世奇。”近
日，齐鲁晚报记者参加了“工匠
精神 山东制造———‘开放的
山东’全媒体采访活动”，淄博
人立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人立文创”）旅游事
业部总监周洋说出了企业的远
景规划。不过，摆在中国琉璃制
品面前的现实，却是极为严峻
的资金问题、人才问题、版权问
题、研发问题。

琉璃精品“人立墨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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