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造业有一个著名的“微笑曲

线”理论，其中间端是加工，前端是
研发，后端是市场。要提升制造业的

附加值，就必须从中间向左右两端
延伸，一要增加科技研发，二要强化

品牌营销。一个超级 IP不但可以深
化品牌，还可以赋予商业模式的创

新，带给企业更多的可能。

今年年初，趁着电影《流浪地
球》的火爆，上海英雄钢笔推出了一

款联名版星球钢笔，天猫首发短短
2个月就售出了 1.8万支。事实上，

早在 2018年下半年，英雄钢笔就与
《流浪地球》展开合作洽谈，并成为

该电影的第一批 IP 形象伙伴，因
此，也享受到了大 IP的完整红利。

通过 IP 成为 CP（配对），这已
经成为了申城不少老字号在商业

创新中的重要模式，三枪内衣曾
经与漫威、迪士尼在内的大品牌合

作，发布多款定位年轻人的联名
服饰；百雀羚则搭上过《捉妖记 2》

的“东风”。
“我们曾经将大英博物馆体验

馆引入到上海的购物广场中，为商
业地产定制专属的文化标签。”何一赞说，“我

们发现这对于快递拉动购物中心客流量，打
造其品牌独特性有着非常大的帮助，文化艺

术 IP吸引人流的效果显著。”
IP的叠加和互融，不仅能带动一个行业

的发展，还可以带动多个行业间融合发展，

提升各自价值。通过系统关注 IP文化价值

构建，升级塑造 IP方式、方法，人们会关注

到 IP本身的文化内涵。消费者通过电影

等载体喜欢上某个原型，然后通过 IP

授权商品等方式加深接触与感受，并

最终形成情感连接，完成流量销售转

换，这种从流量到顾客的转换模式，已

经越来越被上海的商业品牌所熟练应

用，并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除了专业 IP市场人才，上海也有不少专

业的平台来协助市场对接。近日，在上海第五
届手造博览会期间举行的“2019上海大学传

统工艺工作站·传承人对话活动”中，非遗传
承人与设计师及品牌企业进行了充分的交

流，而为他们搭建起平台的就是上海公共艺
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

“这些年来，我们在文化部非遗司的指导

下，通过跨界合作让传统非遗重获新生。当越
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灵

感，很多非遗手工艺人，却由于缺少当代设计
的创新能力，令人惊叹的指尖艺术只能被困

在大山里。通过对非遗 IP的开发，不仅能让

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更能成为当地扶贫的重

要力量。”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上海
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运营总监章莉莉说。

膳佳品牌创始人兼设计总监陈文很早就
参与到了 PACC的非遗研培中。在其看来，现

在很多人和机构帮助非遗资源商品化，实现
商业变现，主要做的事情是三件：非遗资源品

牌化、非遗技艺商品化、文化创新新品类，“我

觉得现在更为重要的事情是商业变现、IP赋
能、文化传播。”

“我经常去一些地方寻找合作，尤其是传

统手工艺多的地方，做 1个，甚至做 100个，
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做 10000个做不了，这

种传统手工艺天生不具备做爆款的能力，真
给你 10000个订单自己消化都消化不了。这

需要设计师作为中间者牵线搭桥。”陈文特别
提到了其在工作站的一些经历以及看法，“创

新思维可以打破同质化的怪圈，跨界合作可

以开创出新的产业格局，只要砥砺前行，爆款
可行。”

在今年进博会非遗展区中，上海凤凰牌

自行车“牵手”遵义藤编非遗传承人马毅，共
同研发制作充满田园气息的藤编前车篮和书

报架，一经亮相便引起广泛关注（见图②）。
“2018年很荣幸到上海大学进行培训，

2019年 4月，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年销售额
是 400万，并带动了大量的人有一技之长，使

他们脱贫致富。”马毅说，“上海大学也帮我们
联系了凤凰自行车，这是传统工艺走向现代

产业的一次交融，能够把非遗融入现代元素，

使非遗手艺转化为商品。我们也希望在非遗
继续和现代工艺、现代优秀企业跨界合作，能

够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面向市场。”

    据萌芽熊市场合伙

人黄洁立介绍，萌芽熊成

为嘉定垃圾分类吉祥物

之后，不仅在一些垃圾分

类点出现，更是通过网络对

垃圾分类进行了全面宣传，

比如拍摄制作的“萌芽熊”垃

圾分类公益短视频，在抖音、腾

讯、优酷等平台受到追捧，点击量

达数百万，由此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力，进而走出上海，在福建等地也成
了当地宣传垃圾分类的“大使”。

“萌芽熊的粉丝量级已经到了
一定程度，说明市场已经认可了这

个 IP。萌芽熊形象本身审美力高又
极具亲和力，拥有长线发展的潜

力。”黄洁立说，“设计一个卡通形象

IP并不是很困难，但是如何真正将
其变得具有辨识度却需要实力。在

我们这个团队中，创始人张耀主要
负责策划、导演；联合创始人卢德磊

主要负责制作技术、公司管理。我主
要负责 IP授权等市场开发。”

一个 IP 能够成功至少需要三
点：第一，形象好，可以被 IP化；第

二，找到大流量入口；第三，能够落地进行商

业变现。“我们发现大部分原创 IP作者的商
业逻辑、商业头脑都不会特别突出，基本上没

有碰到过原作者可以自己把商业完成得很
好，所以还要找更加专业的商业团队合作。”

黄洁立说。
在上海，专业从事 IP市场的个人以及专

业机构的数量并不少，有些甚至代理的是全

世界知名的 IP。今年 10月，集结 4家海外著
名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

术博物馆、V&A博物馆、英国国家美术馆的
300余款博物馆联名商品登陆国内的一家大

型电商平台，而其合作伙伴就是上海的一家
IP授权与运营商———品源文华。

“体验经济时代，商品的功能不是消费者
关注的重点，他们更加在意的是商品所带来

的体验与感受。通过文化艺术赋能，不但提升
了产品差异性，还能通过 IP赋予其‘灵魂’，

给消费者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感。”品源文华公
司的创始人兼董事长何一赞说。

成立于 2012年的品源文华，最早主要负
责好莱坞影视 IP的授权。2016年，何一赞偶

然机会接触到了大英博物馆，开始了从影视
IP授权到文化艺术 IP授权和运营的转型之

路。品源文华在上海和洛杉矶设有 IP开发工
作室，研发团队每年会根据全球潮流趋势以

及和博物馆馆藏人员的深度交流，确定 7-8

个主题，挑选合适的馆藏品进行素材图库、文

案的开发。天猫大英博物馆旗舰店便是由品
源文华主导产品设计开发、生产以及线上销

售整个链条。《2018年天猫博物馆文创数据
报告》显示，大英博物馆在天猫博物馆类目位

列第二，累计粉丝数超 10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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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爆款IP”中的上海基因

    IP 指“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鄄

erty) ，其主要由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

等三个部分组成，包括音乐、文学和其他
艺术作品，发现与发明，以及一切倾注了

作者心智的词语、短语、符号和设计等被
法律赋予独享权利的“知识产权”。

IP现象并非新鲜事， 米老鼠、 机器

猫、芭比娃娃、功夫熊猫……这些早已经

成为超级 IP， 拥有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和
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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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形象大使萌芽熊
“坐镇”，嘉定的一处垃圾分类智
能生活垃圾投放站点，这两天在朋
友圈“火”了起来 （见图①）。拥有
2000 多万粉丝的萌芽熊，自从担任嘉
定的垃圾分类形象大使之后，不仅影
响力跨越了上海，垃圾分类的宣传
推广也为它积累了不少粉丝，带
动了萌芽熊周边衍生品的销售
热度。类似的“IP爆款”，在
上海还有不少。

首席记者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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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搭建平台 促进协同发展

荨▲茛天猫大英博物馆旗舰店中的
众多衍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