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
策
﹃
大
礼
包
﹄
助
力
消
费

1

12A茶座 A09 2019年12月20日
GLOBAL NINGBO ENTREPRENEURS全球甬商GLOBAL NINGBO ENTREPRENEURS全球甬商A08

2019年12月20日
12A茶座

责任编辑 诸新民 美编 雷林燕 校对 雷军虎

广告

在讨论宁波文化消费的“酒香也怕巷子深”
时，我们也期待宁波蕴育出更“醇香”的消费新
亮点。那么，下一个增长点在哪？

宁波中经数据资源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友君认
为：首先，从消费行为角度看，宁波应积极培育
文化消费类头部企业和消费集群，增强老百姓与
游客的消费体验感，以更好地将“人流”和“产
品流”转化为“现金流”。此外，还需加强消费
者对宁波文化品牌的确定性和情感连接性，打造
新的文化地标。

朱友君列举了这些可能性——既然已有消费
者将kinbor视为中国手帐的代表，不妨考虑让
kinbor线下旗舰店落户南塘老街、月湖等特色
景区，形成引导消费的集聚效益；既然“四知四
行”是宁波城市精神，那么在打造阳明古镇时，
也可以将它背后的故事融合到明代风格的空间建
设和IP体验中；至于南塘老街，则可以在水面
摆上静态船只或雕塑，作为供人“打卡”的景
观。

杨功翔表示，2020年宁波三联书店将继续
推广读书会等体验活动，并联合其他业态、融合
城市文化特色，成为本地文创与IP向外界推广
的平台。王仪也提到，文创的定义未必是有形的
商品，还可以是一些能激发孩子们在生活中动
脑、动手的创意。

面向未来，朱友君还对文化消费与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的深度融合做了展望：我们的
文商体旅仍存在大量信息孤岛，而科技的翅膀能
让文化产业、文化消费有更大的增值空间。

“比如，一家开在商场的舞蹈机构，可以通
过大数据，记录小朋友、家长的行为轨迹，作为
商场引流项目；而诸如‘早上7-9点，有200位
晨练学员进入机构练习’之类的数据，更可以被
商场用于调控相应店铺的营业时间，甚至打造具
有独特消费注意力的社群，形成一个闭环，并引
导宁波出现‘共享商铺’‘共享店员’的新业
态。”朱友君说。

“至于区块链，有着多中心化、不能被篡改
和复制、智能合约等特点应用，这既可以用于增
加文创IP的品牌溢价，还可以提升宁波文化消
费企业运营思路，成为另一产品化的数字资
产。”朱友君建议，宁波积极探索‘科技+文创
’的新路径，尽快收获下一个互联网新技术趋势
红利。

如何让宁波文化消费锦上添花？
记者 严瑾/文 史咏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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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宁波是GDP万亿俱乐部
成员，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全国前十。在
满足精神追求的文化消费层面，居民们

“买买买”的实力究竟如何？宁波市文广
旅游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熊永春开门见山
地亮出一组数据——

2019年前三季度，宁波市城镇居民
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3464元，同比
增长16.9%，增速在八大类生活消费支出
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医疗保健支出的
17.4%。而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
出的规模为 1540 元，增速更是高达
37.9%。

这令人欣喜的涨势背后，既得益于消
费者日益增长的热情，也离不开一些政策
助攻。2016年，宁波成为国家首批文化
消费试点城市。熊永春介绍道，三年来，
也有不少因地制宜的消费举措落地，包括
设立文化消费专项资金、举办惠民文化消
费季活动、实施文化消费网红品牌推广计
划等——

2018年在天一阁·月湖景区大方岳
第打造的天一荟·天天演项目，现已成为
市民、游客夜间休闲娱乐、接受文化熏陶
的好去处。目前，天一阁已推出夜间开
放，宁波博物馆也将对外开放时间延长至
晚上9点，下步还要推动屠呦呦旧居的开
放利用等工作，促进宁波文化消费夜间

“全面开花”。
2019年，宁波市举办第二届惠民文

化消费季，联合甬派、淘票票、大麦网等
平台，向市民发放总金额300万元的惠民
文化消费券，覆盖宁波书城、天一阁博物
馆、宁波影都、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等市
民喜闻乐见的50家消费场所。

同时，市文广旅游局携手甬派，开通
了微信公众号“宁波文旅消费”，成了面
向市民宣传宁波文化消费场景的窗口。想
看各种展览、话剧、景点、音乐会的小伙
伴，都能在这一平台找到攻略。

有了政策搭台，今年宁波的文化消费场景，尤其
是在文化展会、文旅场所、文创产品等方面，也增添
了不少“新花样”——

今年4月宁波文博会，故宫博物院前“掌门人”单
霁翔再度来到宁波。现场座无虚席，让宁波艾迪创意会
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斌，看到了宁波市民对文化、文
创的浓厚兴趣。作为文博会背后的会展公司，艾迪也在
延伸产品，让这棵“大树”结出更多的果实。

“传统的展会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这一需求
正在被互联网慢慢打破。不过，有形的产品可以网上
消费，而沉浸式体验仍然无法取代。”黄斌分析道，

“因此，我们一边推出了‘蚂蚁文创’市集，一边引
进头部IP，打造商业特展。”

负责南塘老街运营项目的茅颖之也分享了这条历
史街区，挖掘城市内涵、进而推陈出新的举措。

“我们的特色之一，正是结合立春、端午、清明
等传统佳节，不断推出民俗类文化活动。戏台和风雨
长廊，还可以演出宁波走书、四明南词等曲艺活
动。”茅颖之说，“至于我们的文创相关区域，则引进
个性化强、影响力大的品牌，比如猫的天空之城书
店，以带动整个街区的文化消费集聚效益。”

如果说南塘老街注重的是“文商旅”综合体验，
那么素有“城市文化名片”之称的书店，则在慢慢成
为一个连接人与生活的空间。上海三联书店·筑蹊生
活宁波项目店经理杨功翔介绍道，今年宁波三联书店
共举行了160多场活动，吸引了7000余人参与。

最值得一提的是，宁波不仅有日益凝聚人气的消
费场所，更在文创设计与制造方面走出了特色。文
具，一直以来都是宁波的支柱产业之一，而宁波文具
头部企业广博集团，则针对内销市场打造了手帐品牌

“kinbor”，其天猫旗舰店目前已拥有 91.6 万名粉
丝，预计今年市场规模能达到5000万元。

作为kinbor的联合创始人、广博集团设计总监
俞素珍现场展示了她的联名手帐本：4月单霁翔的演
讲赫然眼前，上周去日本出差的车票贴于纸面……
365天的生活细节历历在目，正印证了“生活中，你
我都是作者”的手帐人理念。

“我们已经是中国手帐行业标准的起草者和制定
者，粉丝对我们的印象是‘中国手帐等于kinbor’。
今年，我们与天一阁签约合作，也意味着宁波的两大
IP以文创的姿态走到了一起。第一期合作的宁波伴
手礼非常畅销，还卖断货。接下来我们将推出第二期
产品，不会让粉丝失望。”俞素珍说。

﹃
供
给
侧
﹄
创
新
异
彩
纷
呈

2

然而，在我们为亮点“点赞”之余，从业者们
也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宁波文化消费的一些痛点。首
当其冲的便是“供方找不到需方，需方找不到供
方”。

黄斌举了这样的例子。2016年，公司举办了一
场国家地理展，市民踊跃参与。但是，2019年9月他
们在和义商圈举办“觉色敦煌”展时，票房却未达到
预期，让他不禁感慨市场的“不确定性”。

宁波大剧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杰也
指出，虽然宁波的演艺市场已有很大进步，尤其最
近两三年增长迅速，但是跟杭州比，仍有一定的差
距。

究其原因，不少嘉宾都提到了宁波的城市体量。
黄斌直言：“宁波的年轻人爱看展，但更多的是去杭
州、上海，因为大城市存在虹吸效益。而同样是计划
单列市的厦门，因为它是周边最大的城市，反而能把
泉州、漳州甚至汕头的客群吸引过来。”

杨功翔则认为，这或许与宁波消费者相对理性有
关：“我们曾收集过今年顾客购买书籍和文创的习
惯，发现宁波本地顾客的客单价相对较低，反而是一
些外地游客，会将购买书籍和文创作为带到下一个城
市的伴手礼。”

如何把宁波本地客群留在本地？这一“揪心”
的痛点，并非没有解药。宁波诺丁汉大学副教授王
仪认为，市场营销首先得抓住“人群”二字。要想
抓住目标人群，不能盲目追求“网红”等快消模
式，而是找准渠道，更好地与之连接。

“比如，亲子市场，是宁波文化消费的一大主力
军，因为很多父母都舍得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本地
文化展览做宣传时，完全可以找一些亲子类公众号。
再比如，宁诺的国际学生，他们也需要游览城市，若
是能让他们来文化类展览，还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机
会。”

在接触亲子、高校的目标人群方面，宁波大剧
院有值得借鉴的经验。周杰介绍道，今年大剧院共
举行了 120场演出，数量排名第一的就是儿童剧。
同时，大剧院从2017年起就已实现自然票房盈利，
背后贡献最大的，既有“开心麻花”等固定品牌剧
目，还离不开“大师班”“导赏课”等音乐会。

“推出导赏课，就是为了打通宁波各个艺术培训
学校和剧院合作，让学生走进大剧院。此外，我们也
在推动话剧进高校、进校园、进机关。学生们排练的
话剧可以在大剧院上演，而开心麻花剧的青年粉丝见
面会，也能在宁波大学的报告厅举行。”周杰说。

参与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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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个晴朗的周末午
后，在和义1844艺术生活
中心附近看一场展览，再
踏入三联书店翻阅古往今
来的名篇；在南塘老街品
尝宁波“老底子”的晚饭
后，等待着的是一场在剧
院上演的好戏，而这天发
生的点点滴滴，都将被绘
入精挑细选的手账本……

这种“文艺范”的生
活方式，正是宁波近年文
化消费呈现的一种可能。

2019年11月，宁波市
市委政府发布了《关于完
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
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实
施方案》，明确指出要“扩
大旅游和文化消费”，推出
更多新场景、新模式。

今年的宁波文化消费
有哪些新动向？在政策的
东风下，又该如何锦上添
花，以更好地满足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需求？12月17
日，东南商报12A茶座对
此来了一场“头脑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