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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特区开辟“雅昌试验田”

万捷：借40万元起家 成长为
印刷界“世界冠军”

编者按：深圳口述史是深圳晚报的一个特色栏目，主要是讲述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深圳故事，反映了深圳历史的各个侧面，展示了历史的丰

富性和鲜活性，是不同于史书和档案的史料。多年的改革开放铸就了深圳辉煌的历史，而口述史让记忆中的历史更加具体，为后人留下更多

的精神财富。本期口述嘉宾——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作为深圳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口述了 1992 年至 2002 年间雅昌的崛起和

发展历程。

万捷董事长

赖丽思  / 深圳晚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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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捷：“我一直认为，“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的深圳精神对

雅昌的发展影响深远，这个城市鼓励创新，鼓励冒险，但又很实干。

受到这种氛围的感染，在没有业务的时候，我们就敢下血本去先做

研究；在国内没有艺术图书这个细分市场的时候，我们就敢于去投入、

对市场进行规划；在 IT 时代第一波浪潮刚来临之际，众人还在观望

之时，我们就敢于去拥抱，踏上了‘印刷 + 互联网’”。

印刷是一个传统行业，但雅昌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企业，它是我在经

济特区这片广袤的大“试验田”当中开辟出的一块小“试验田”。在此，

雅昌人始终保持着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不断用世界上最新的管理模

式和技术，提升人们的品位和专业能力，用好的方法论提升整个行业，

带动行业创新。

壹

“我坐了 30 多个小时的火车才到深圳。虽然进关办证等手续比较繁

琐，但当脚一沾上特区的土地时，迎面而来的，都是新鲜。”

扔掉“铁饭碗”离京赴深

今年是我来深圳的第 30 个年头。1984 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

到中科院的印刷所，端的是大家羡慕的“铁饭碗”。事实上，我到那

里的第一天就不想干了，因为不喜欢那种安静平稳的生活。

过了 7 个月后，1985 年初，恰逢深圳的一些合资公司到北京招聘，

同学圈中也有十几个人有意愿去深圳发展。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之前没来过深圳，只是通过一些朋友和亲戚只言片语的介绍，感觉深

圳是一个年轻的、充满朝气的城市，所以很向往。我抱着试一下的心

情去面试，很顺利地被当时深圳的一家中日合资企业——美光彩色印

刷有限公司录用了。

我坐了 30 多个小时的火车才到深圳。虽然进关办证等手续比较繁琐，

但当脚一沾上特区的土地时，迎面而来的，都是新鲜——气候与北京

反差巨大，人们在讲我完全听不懂的广东话，到处都是热火朝天地搞

建设的大工地……在美光，我得以第一次在空调房里跟外国人一起工

作，接触到当时世界上一流的印刷设备、材料、工艺、技术、专家和

产品，连裁纸的刀都是进口的，令我感到很新奇。

我在美光待了 7 年，从调度员做起，先后做到课长、部长，25 岁就

升任为公司最年轻的董事，那也是我如饥似渴学习的 7 年。那个时候，

我经常在晚上熬夜看很多关于印刷的原版书，有台湾的、也有日本的，

一点点地内化当时印刷行业最前沿的专业技术和管理方法等知识，在

应用于实践的同时，也为我此后的创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深圳当时是世界第五大加工基地，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政策的吸引，

很多港资和中外合资的印刷公司都选择落户深圳。在八卦岭那一带，

像美光这种 100 多人的公司只能算是中等规模，当时世界三大印刷

巨头中，就有日本的凸版和美国的当纳利在深圳设了分公司，再加上

大日本印刷（香港）公司的深圳分公司等形成的带动效应，短短几年间，

深圳的印刷业水平在国内一枝独秀。印刷业的发达也促进了平面设计

的发展，为深圳后来成为著名的“设计之都”奠定了基础。

贰

“我认为这是冥冥当中注定的缘分——后来雅昌走的确实是一条印

刷、艺术、电子科技三者相结合的道路。”

在市场的大海中创业

我很享受在美光的那段日子，得到了充分锻炼，工作起来没有时间概

念，也很有成就感。但是，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我在大学时，除了

学印刷，还专门去钻研了企业管理相关的知识。因此，到了 1992 年

初，我感到中外合资企业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受到文化差

异以及企业机制等多方面的桎梏，创新不易，始终还是会迎来拐点。

当时还没有“创业”这一说法，都说“下海”，我想我已经有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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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累，是时候跳进市场经济的大海里面干一番事业了。

我是在 1992 年 1 月辞职的，不久就赶上了好时候——碰上邓小平南

方视察，给深圳打了一支强心剂，改革开放掀起了新高潮。1992 年

下半年，我靠着借来的 40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开始筹建自己的公司。

由于我之前 7 年的积累，在行业有一定的信誉和知名度，行内人基

于信任把设备租赁给我，再加上通过我个人的担保，通过分期付款又

买到了 100 多万元的设备，到了 1993 年，我带着原来美光的几个

老部下在华强北创建了雅昌。

由于当时在政策上还不能注册私营企业，那个时候的雅昌，名义上

也是一个合资企业——在香港注册，跟深圳的一家合资企业在形式

上合伙，其实是我们自己来干。“雅昌”这个名字也是在香港定的，

当时在会计师楼准备办注册手续的材料，我们有几个预先取好的名

字可以选，其中有一个英文名“Artron”，会计师解释说意为 art 

electronic，也就是“艺术加电子”，粤语发音“雅昌”，我们几乎

不假思索地决定：“就选这个名字了！”我认为这是冥冥当中注定的

缘分——后来雅昌走的确实是一条印刷、艺术、电子科技三者相结合

的道路。

在美光的经历让我深知什么是最好的产品以及最顶尖的印刷水准，所

以我也是用一流的标准来自我要求。1993 年，苹果电脑诞生时，引

发了印刷业的一次技术革命。在此之前，人们只能用手工拍照、打字，

再将图片和文字结合做成胶片，然后才能用金属板开始制版，再拿去

印刷，从设计到人工调色到印刷，没有一个星期都完不成，一个版的

成本要几万块。而在苹果电脑上，有自带的专业设计软件可满足从创

意、设计到制作的整个流程，作业时间不仅缩短为一两个小时，而且

成本只要几百块钱。

因此，虽然当时一台苹果电脑要十几万块，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创业型

的公司而言价格不菲，而且还与我们原来的印刷系统尚未兼容，买来

还得先研究才能使用，但是我坚信技术将会改造包括效率、质量和商

业模式在内的整个行业生态，于是毫不犹豫买了几台。雅昌因此成为

印刷界最早使用苹果电脑的企业，在其后的 20 多年间，也一直紧紧

跟随技术的更新迭代而走在产业前沿。

从传统印刷跨越到艺术印刷

在今天，人们公认雅昌是一个有文化基因的企业。如果要追根溯源，

那要从我们所做的第一本艺术拍卖图录说起。1994 年初，我去南京

出差，刚好遇到一家拍卖公司要做一场拍卖，老板得知我来自深圳，

说“深圳的印刷水平不错”，问我有没有兴趣做拍卖图录。所谓的拍

卖图录，就是拍卖公司在拍卖前把所有拍卖品的信息和图片集结成

册，寄送给潜在的买家。

虽然我那时候对拍卖市场完全没有概念，不过我们深圳人一向敢想敢

干，我大胆地把活儿接了下来。由于国内没有先例可循，连相关的研

究书籍都没有，我们只能从全世界最顶尖的拍卖公司开始研究，同时

跑了很多全球拍卖会在中国设立的预展，买回他们用过的图录，开始

研究包括艺术分类、装帧、设计、文字编排以及图片处理等各个细节，

想摸索规律。

1997年万捷董事长为员工授课“营业操作规范化和标准化”

1998年海德堡CD机开机剪彩仪式



43外界看雅昌

等深入了解之后，我才发现我们要啃的是一块“硬骨头”——拍卖图

录基本是以图片为主。一场拍卖会有玉器、瓷器、书画等多种艺术品，

首先，对这些艺术品的图片进行修图调色，尽可能还原艺术品本真，

已极其繁琐；而且，由于每一件拍卖品的价格动辄数十万元甚至上

百万元，所以对图录的品质要求极高，不仅要有品位，而且整体的风格、

材质和装帧要“高大上”，能体现出拍卖公司的实力，以及激发买家

潜在的购买欲望。总而言之，它本身就是一件用印刷手段创造出的艺

术品，一般的印刷公司都不敢接这种活。

也是通过这一次，我发现了艺术图书印刷的“蓝海”。在此之前，国

内的印刷业只有大的专业之分。而在更进一步细分的艺术图书领域，

拍卖公司只能找香港和国外的印刷企业来承接，国内还是一片空白，

我感到雅昌的机会来了。

从做第一本拍卖图录算始，雅昌投入了将近 40 万元去收集世界各地

的资料来做研究。我们不仅研究图录的制作，还研究不同门类的艺术

品本身，力求图录能精准地还原艺术品原作。后来我们又主动承接了

嘉德等公司拍卖图录的制作，在业务中反复打磨和提升，一步步做得

更好。可以说，雅昌与中国的拍卖市场是同时起飞的，也由此成为国

内艺术印刷领域的“首吃螃蟹者”。

我们有一句口号叫“选择雅昌，一步到位”，强调要有工匠精神：一

方面是力求零差错；另外一方面，在经历了几年的沉淀后，我们为每

一家拍卖公司都设计了一套标准，涵盖文字、版式、色彩、价格、字体、

字号、间距等各方面的详细参数，这样标准化的做法，在加工行业中

也是首开先河的。目前，我们服务的拍卖公司已超过 600 家，我们为

每家定制的标准都不一样，因此你也找不到两家的拍卖图录是一样的。

叁

“那 4 天是我人生当中最紧张的时刻，基本上不敢合眼，所有的雅

昌人都在拼命赶进度。”

用深圳速度完成“申奥报告”

高品质的印刷品就是艺术品。由于雅昌从起步之初就下意识地对品质

精益求精，陆续获得了不少行业奖项、无形口碑和赞誉，由此积蓄的

能量，成为了我们在硬仗当中决胜的关键，我们在 2000 年用深圳速
2000年，万捷在深夜检查刚印制好的“申奥报告”

2003年，雅昌第一次获得印刷界的奥斯卡——班尼金奖

2005年，原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莅临雅昌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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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展现我们的实力；另外一方面，我连夜与“申奥报告”监印工作组

沟通，迅速编制出《印刷工艺规范书》和《岗位负责表》，18 日一

早就传真至奥申委总部，“申奥报告”的印刷任务最终如愿地花落雅昌。

拿下“申奥报告”的印制只是一个开端，由于报告内容在前期翻译

以及修改花了较多时间，留给雅昌的印刷时间实际上只有 4 天。那 4

天是我人生当中最紧张的时刻，基本上不敢合眼，所有的雅昌人都在

拼命赶进度，我那时还特别担心诸如台风、停电以及自然灾害等不可

控因素的发生。所幸一切顺利，中国在规定时间内上交了“申奥报告”。

后来，国有大事，必有雅昌——国家有一些重大活动的报告印制，基

本上都交给雅昌来做。直到现在，雅昌仍然是国家指定的唯一一家非

国有企业的安全印制单位。

肆

“用了整整 10 年的努力，我们终于从区域冠军成长为世界冠军，奠

定了自己的位置，获得了世界的尊重”

“印刷 + 互联网”助力二次腾飞

2000 年，雅昌做出了一项创举——将印刷与互联网相结合。当时我

们主要考虑到深圳在文化资源方面，跟北上广相比处于劣势，但是

IT 发达，可以扬长补短，于是我们想建立雅昌艺术网。

雅昌开始做艺术印刷时，是一片“蓝海”，但印刷画册和摄影集对精

准度的呈现极其苛刻。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调色还没有电脑屏幕作

2006年，雅昌受到曼联俱乐部委托制作的编年史大书《曼联》

2007年 2月 4日胡锦涛主席接受雅昌印制的《苏丹石油》

度完成的 596 页的《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申办报告》便是明证。

那一年，中国决定申办 2008 年奥运会，但因为当时国际奥委会有规

定：禁止奥委会成员到申办城市视察，同时也谢绝任何申办城市到委

员居住地拜访。这意味着，一个鲜活的城市，只能通过一本平面的纸

质版“申报报告”去展现它的内涵与魅力，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2000 年 12 月 17 日，我接到来自北京申奥委员会总部的电话，问

雅昌是否有意承印“申奥报告”。我想了一分钟，就决定拿下这一任务。

当时我一方面让副手带着我们获奖的印刷代表作飞往北京，去向申奥
2008年，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莅临雅昌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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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万捷荣获CCTV年度经济人物

参考，一切都得人工看数字凭个人经验做出判断，实际上非常辛苦。

由于有些艺术品的图片会经常出现在不同的书里，为了不让大家重复

劳动，我当时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印刷完成后，把调好色的图片和版

面储存起来，留一份数据，下次再碰到它就可以直接拿出来用。

那时我们用的电脑是以 386、486 等为主，服务器很昂贵，所以储

存数据是用 MO 磁带和 CD 光盘，容量有限，久而久之，积累起来

的磁带和光盘放满了几个铁柜，每次查阅起来很不方便。到了上个世

纪 90 年代末，互联网热潮兴起，我就想把我们原来累积的海量资料

上传到网上去，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同时也是给合作伙伴提供增值服

务，例如拍卖品可以在上面预展。

从 2000 年初开始，我们花了整整 10 个月的时间来筹建艺术网。没

想到雅昌艺术网正式上线后，刚好遇上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期，我们

一度只能靠印刷业务来支持艺术网的运营。同时，源源不断地往艺术

网输送新的内容，让艺术网的功能不断升级，促进它形成造血功能。

例如，2004 年，我们正式在艺术网上发布“雅昌指数”，就像股票

指数一样清晰地反映每一位艺术家作品的价格变化，成为艺术投资市

场的风向标。

从 2012 年起，我们又对艺术网重新进行了定位：做艺术界的“彭博

社”，成为领域的资讯公司，用艺术数据服务来创造价值，这使雅昌

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意企业。

雅昌在探索数字化道路上纵深前进的过程中，“传统印刷 + 现代 IT

技术 + 文化艺术”的全新商业模式逐渐羽化成型。有了前面将近 10

年的积累，2002 年，雅昌快速腾飞。2003 年，雅昌第一次得到被

誉为印刷界奥斯卡的班尼金奖（BennyAward），我那一次去美国

领奖时，心里感慨万千：“用了整整 10 年的努力，我们终于从区域

冠军成长为世界冠军，奠定了自己的位置，获得了世界的尊重。”

此后，雅昌成了各类大赛的“常胜将军”，屡屡折桂，这些都是锦上

添花的事情。对于我而言，雅昌在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为人民艺

术服务”上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在实现第二个目标——“艺术为人

民服务”上，我们还需要走得更远。

万捷：1962 年出生于北京，1993 年创立雅昌文化集团。现为雅昌文

化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发起人，

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 , 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发起人。

2009 年入选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经营管理人才，

并荣获“新中国 60 年百名出版人物、优秀企业家”、“2008 CCTV

中国年度经济人物”、“2012 年度中华文化人物”、“2012 年中国

文化产业年度人物”、“2013 年中国版权事业卓越成就奖”等荣誉。

口述时间：2015 年 8 月 17 日上午

口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云路 19 号雅昌大厦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赖丽思 实习生 庄楠楠 杜婷 梁翠玉

前期统筹：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特别鸣谢：深圳市商业联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