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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学院

! ! ! !每一个城市的兴起和繁荣，总会伴随着
一个行业、产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需要经
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提升。而时尚行业
推动着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能加快一个
城市对文化和生活品质的追求。所以时尚产
业的发展加快城市繁荣。近日，东华大学旭
日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沈滨接受记者采访时
发表了上述观点。

中国紧跟潮流但缺原创
所谓时尚是建立在个人间相互模仿基

础上的社会现象。当人口密度相对比较高
时，人们的互相模仿现象就会尤为突出。沈
滨介绍，随着中国消费者购买力的提高，中
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时尚消费市场
之一。几乎所有的国际时尚品牌都纷纷进
入中国，然而，中国的时尚产业与发达国家
的时尚产业还有一定的距离。从国际时尚
流行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的时尚流行更
多地跟随伦敦、巴黎、米兰、纽约、东京这些
传统时尚之都，这些城市在全球时尚产业
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中国时尚产业一直紧

随国际一流的时尚设计、时尚品牌，但缺乏
自主设计与创造，缺少自己国家或是城市
的风格特点。

时尚品牌渐成城市标签
时尚为城市带来了鲜明的特色，沈滨

讲到纽约的休闲与自然、伦敦的前卫与创
新、巴黎的繁华与浪漫、米兰的古典与平
和、东京的多变与活力，这些都大幅度提升
了城市的吸引力，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当
下，发达的时尚城市都拥有数量众多且高
档的国际时尚品牌，例如从纽约诞生的唐
可娜儿（!"#$）、从伦敦问世的巴宝莉
（%&'()''*）、从巴黎走出来的赛琳（+),-.)）
都是极具代表性的时尚品牌，而这些时尚
品牌渐渐地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标签。通过
一个品牌，可以感受到城市所带来的生命
气息。这种生命气息不仅仅是设计、创意，
更是文化和底蕴。而这一切都将成为城市
的吸引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崇拜者、投资
者前来共同建设这个城市。

沈滨指出，消费者对时尚的看法往往会
影响时尚行业的发展，而消费者的时尚观点
又影响着一个城市的时尚指数和经济发展。

举个例子，意大利米兰的时尚产业被认为是
世界时尚产业的金字塔之顶，处于时尚产业
价值链之高位。米兰创造了世界一流品牌古
琦（/&00-）、华伦天奴（12,).3-.4）、范思哲
（1)'520)）、普拉达（6'272）、阿玛尼（8'92.-）
等，然而在这些时尚品牌的背后，更多的是
政府和企业对时尚产业的重视、消费者对时
尚的狂热。时尚行业以极大速率推动着米兰
这座城市的发展。

文化应成中国时尚血脉
沈滨认为，中国部分城市发展时尚产

业责无旁贷。而文化应该成为中国时尚产
业的血脉，是内化的实力。:;;; 年文化源
远流长，我们有优秀的文化基因。文化的力
量，源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追求，源于“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著，源于
“知行合一”的自觉……传统文化的精华，
是构建中华民族时尚产业的精神财富。比
如，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上海具有“东方巴
黎”之美称，海派文化作为上海特有的文化
体系，具有重大的商业价值。如何挖掘、润
色海派文化，使之融入到设计、品牌、营销

过程中去，是目前本土上海时尚品牌需要
考虑的方向。

当下在中国，科技的发展为时尚产业
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例如目前中国大力
提倡的互联网<，促进了时尚产业的融合，也
改变了企业生产、销售模式，优化了传统产
业结构。互联网的应用更是让时尚企业能与
各行各业的企业进行有机融合，这种融合跨
越了传统产业的界限，将技术、文化、制造和
服务融为一体，有利于时尚产业链的延伸和
新型产业群的生成，大大地拓展了经济发展
空间。

这位专家最后表示，中国需要有自己的
时尚中心，但不可能所有城市都成为时尚中
心，不是所有大城市都具备时尚中心的条
件。相比较，北京、上海应该是较有可能在将
来成为中国时尚中心或远东的时尚中心甚
至世界的时尚中心，但时尚发展从来都不是
一路高歌的坦途，除了已有的条件外，还需
持续地创造产业竞争优势，这取决于机会、
产业和政府的努力。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时尚产业发展加快城市繁荣
———访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沈滨

不宽恕就像背包袱
第一组实验被郑雪称作“看山实验”。山

坡坡度感知是心理学上一个经典的测量方
法，通常被心理学家用于测量人的心理状态
如何影响人们对周围事物和环境的感知。=>
名来自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的学生首先被
要求完成“人际关系调查”，写出过去经历的
一次冲突，但其中一半人被要求写自己被他
人冒犯后原谅了对方的经历（宽恕组），而其
他人则被要求写类似事件中仍对对方持有
不良情绪的经历（不宽恕组）。在接下来的
“事物认知调查”中，参与者要对一座山的斜
度进行口头估计、视觉测量和触觉测量。实
验的结果显示，在宽恕组的眼中，山坡没有
那么陡峭；而在不宽恕组的眼中，山坡非常
陡峭。这是因为不宽恕就像背着一个沉重的
包袱，消耗了人们宝贵的体力，让眼前的山
峰变得异常陡峭和难以征服。

宽恕组成员跳得更高
?@ 名伊拉斯谟大学的参与者和 AA 名

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参与者，在第二项实
验中同样完成“人际关系调查”，然后被分成 B

组，其中宽恕组和不宽恕组与第一项实验一
致，另外还增加了仅仅回忆近况的第 B组（控
制组），随后大家被要求在不屈膝的情况下跳
跃 :次，跳跃高度被研究人员详细记录。在控
制了总体健康状况和正常运动量等因素后，
研究者发现宽恕组平均比不宽恕组跳得更
高，平均有 ?厘米的差距，但与控制组相比没
有显著差异。和“看山实验”一样，不宽恕者如
同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无法跳得更高。

!积极"能获更大好处
“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来证实，不宽容

就会真的像背上一个沉重包袱在背上，会影
响一个人看世界的视角，会对认知发生变

化，同时对生理也产生影响。”郑雪认为，这
项研究对企业管理同样有意义，“企业创新
和宽容有很大的关系，不宽容环境下员工害
怕犯错，就会不愿意创新。一件与宽恕有关
的小事可能就会影响员工对一件工作的难
度评估，会影响到员工的绩效、创新成绩。”

郑雪最近对领导与下属关系的研究中
也有涉及宽恕。她发现，由于上下级的存在，
不论表扬、批评、嫉妒、道歉，都会成为影响
团队凝聚力和产出的因素。而在职场中，由
于下属看待领导都带着怀疑的眼光，领导道
歉可能未必真的有用，“领导向员工道歉要
注意表达不能敷衍，平时要建立信任的工作
环境，要遵守承诺树立宽容体谅的良好形象
等。”郑雪说，“而作为被道歉者，有效宽恕也
有技巧。比如认知上不要把被冒犯的事想得
过于严重，尽量克服负面情绪，毕竟做一个
积极的人会在心理甚至生理上获得巨大的
好处。” 本报记者 易蓉 实习生 黄生睿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郑雪博士研究发现———

宽容环境激发员工创新热情
愿意宽恕的人不仅宽的是“胸襟”，更能跳得更高，产生“如

释重负”的效果。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讲师郑雪博士关于
宽容对山坡坡度感知和跳跃影响的研究，证实宽恕他人不仅仅
只是一种心理感受，实际上还会对人体生理机制产生影响。

郑雪在与华盛顿福斯特商学院管理学教授瑞恩·费尔等人
组成的研究小组进行了两项实验，分别研究了宽恕对山坡坡度
感知和跳跃高度的影响。这篇论文发表在《美国社会心理学和
人格科学杂志》上。

! ! ! ! 中国 C%8 创业大
赛由上海交通大学 C%8

项目创办于 @;;@ 年，已
成为全国性著名创业赛
事。日前“光明优倍”杯
@;D?（第十五届）中国
C%8创业大赛组委会发
布《中国 C%8 创业大赛
参赛项目质量及发展状
况报告》，深度访问最近
五届 >A支进入总决赛中
的 ::个项目，发现 C%8

参赛项目质量越来越高，
三分之二的项目在参赛
前后半年左右即开始成
功运作发展良好，存活率
高达 ADE；七成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已经打开市
场局面，销售额年均增长高达 BAFAE，并有六成
企业实现盈利。
报告称，通过大赛涌现出一批小巨人企业，

如 @;D>年参赛的上海交通大学“大车队长”项
目，创业半年销售额就达到 D;;;万；同样 @;D>

年参赛的中国人民大学“思科德”智能气网项目，
去年销售额超过 =;;;万元。近三分之一参赛项
目已获风险投资机构青睐，多个项目获得 8轮融
资。此外，从项目类型看，C%8参赛项目始终围
绕着产业升级换代、消费升级而展开，从趋势看，
逐渐向虚拟经济、平台经济以及高科技等方向倾
斜，参赛项目引领着中国未来的创业方向。

在今年的赛事中，D?支团队从 @;;支团队
中脱颖而出进入全国总决赛，最终上海交通大
学代表队凭借博莱生命医疗供应链管理项目蝉
联冠军，首次参赛的江南大学的自主跟随智能
机器人项目以及西南大学的基于 /GH平台的一
线式矿山监控定位广播信息系统项目获得二等
奖，南洋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的
参赛项目获得三等奖。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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