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榜理由：作为中国互联网

界最为成功的职业经理人和创业

家之一，龚宇凭借对互联网的深

刻理解和出色掌控，带领爱奇艺

团队在短短 20 个月里创出了一个

高品质的互联网视频播放品牌。

这个被视作国内首个专注于纯正

版长视频、以网页形式提供免费

欣赏、不做任何用户分享内容、彻

底杜绝盗版模式的视频网站的出

现，被业界普遍认为是国内网络

视频行业发展的转折点，不仅标

志着国内正版长视频网站的全面

崛起，而且开始领导国内网络视

频行业走上盈利之路。

点评：入职奇艺之前，龚宇已

被业内看做是中国互联网界最为成

功的职业经理人和创业家之一。而在

入职奇艺之后，他再度让人“钦佩”了

一把：奇艺网自2010年4月22日正式

上线以来，在龚宇的带领下，凭借在

内容运营、技术服务、营销创新等多

个领域的突破式革新，实现了20个

月里独立用户数从零增长到 1.98

亿的佳绩，并在用户月度观看总时

长和用户月度平均观看时长两项

指标上高居中国视频行业的前

列。在内容方面，除了正版影视内容

的采购外，2011年奇艺还从电影、网

剧、综艺、娱乐节目等全方位进军自

制领域，为行业内的网络自制内容树

立了专业和品质的标杆。

有人说，奇艺的出现标志着

中国网络视频行业完成了正版化

运营的奠基仪式，不仅是一个转

折，更是未来 10 年国内网络视频

行 业 健 康 、可 持 续 化 发 展 的 起

点。从这里出发，中国的网络视

频行业或将上升到一个更高水平

的“品质”层面的竞争。而在这场

竞争中，凭借对互联网的深刻理

解和更具前瞻性的创新能力，龚

宇无疑是最有望在此领域复制曾

经的成功经历的选手之一。

上榜理由：2011 年对于淘米

公司来说，承载了太多的光荣与

梦想：主打 5 到 14 岁儿童用户的

网络游戏《赛尔号》和《摩尔庄园》

深受小朋友的喜欢，注册用户超

过 2 亿 ，其 中 3500 万 是 活 跃 用

户。但汪海兵并不满足于做中国

最 专 业 的 儿 童 互 联 网 服 务 提 供

商，他要打造的是“ 中国的迪士

尼”，线上线下全面开花。2011 年

暑期档，淘米公司尝试进军影视

业大获成功，动画电影《赛尔号》

与《摩尔庄园冰世纪》分别取得了

4500 万元和 1700 万元的票房成

绩。之后，52 集电视动画片《摩尔

庄园》开始播出，电视动画片《赛

尔号》也即将与小朋友们见面。

更值得一提的是，2011 年 6 月，成

立不到 4 年的淘米公司在美国纽

交所成功上市。淘米在互联网、

电影、电视、线下消费品等多领域

的全面发展，正在向着“最受中国

家庭欢迎的儿童娱乐公司”愿景

大踏步迈进。

点评：淘米 CEO 汪海兵就职

于腾讯公司时就发现了儿童互联

网市场这一片“蓝海”，并选择这一

领域作为淘米的创业项目。自创

业之初推出国内第一个儿童网络

虚拟社区产品《摩尔庄园》获得成功

后，汪海兵又推出定位于热爱科学、

探险的小朋友的第二款虚拟社区

产品《赛尔号》，奠定了淘米在儿童

网络产品方面的地位。

汪海兵曾谦虚地称淘米是一

个“三小”公司：公司历史短、规模

小；CEO 的年龄小；用户群都是小

朋友、小学生。正因为面对着一

个特殊的客户群体，汪海兵始终

强调他们需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

任，保证小朋友的上网安全，并控

制他们的上网时间。2010 年初，

淘米公司调整了战略方向，宣布

要成为最受中国家庭欢迎的儿童

娱乐公司，做“中国的迪士尼”，通

过品牌和形象的授权，在线下的

图书、影视、文具、服装甚至主题

公园方面获得盈利。目前，淘米

公司的线上收入保持稳定，线下

收入正在逐步上升。汪海兵带领

着一个以“80 后”为主的团队，正

向着他们年轻而绚烂的梦想努力

奋斗着。

上榜理由：2011 年的“3·15”，

一群中国作家走上了维权之路：

贾平凹、刘心武、麦家、韩寒、郭敬

明、李承鹏等近 50 位中国作家联

合发表《中国作家讨百度书》，称

百度文库收录了上述作家几乎全

部的作品，并对用户免费开放，但却

没有取得任何人的授权，指责百度

已经彻底堕落成了一个窃贼公司，

把百度文库变成了一个贼赃市场。

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巨

大反响。2011 年 12 月 8 日，百度

文库进行了改版，文学类作品从

百度文库中分离出来，“变身”为

百度阅读，百度阅读主要通过与

版权方的合作，提供正版数字阅

读资源。针对这种改变，作家维

权联盟表示，其中仍然存在很多

的版权问题。

点评：虽然这一年的维权好

像始终在与百度纠缠，但是作家

维权群体面对的“对手”显然不止

百度一家，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国

内有以发布盗版内容为主的文学

网站 53 万家之多。

但这成千上万的专业盗版网

站仍然不是作家维权群体面对的

最大“对手”。当维权之路启动之

时，就意味着作家们必须与数量

上 亿 的 著 作 权 意 识 淡 漠 的 网 民

“为敌”。这些网民是已经习惯了

免费，在任何情况下都认为收费

是“无理取闹”的一个群体。

而对于文化产业这一最近备

受关注的新兴产业而言，将维权作

家群体选为我们的年度人物，不仅

仅是因为他们敢于直面习惯了“免

费”的中国网民，更是因为作家们是

内容的源泉，是创造力的来源，是文

化产业的最上游，是文化生产力的

代表。只有当他们的著作权得到了

尊重，当他们的生产力获得了应有

的报酬，我们的文化产业乃至我们

的国家才有创造的能力，也才有前行

的动力。所以，我们必须看到维权作

家们的成功，否则正如《中国作家讨

百度书》一文中所写到的：这片土地

即将变成一片死寂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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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榜理由：2011 年，一部投资

仅 900 万元的小成本电影《失恋

33 天》最终获得了超过 3 亿元的

票房，成为今年中国电影的票房

奇迹。而在影片的出品方一栏，

我 们 看 到 的 是 完 美 世 界 影 视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一 家 游 戏 公 司 将

投资眼光放在影视行业，颇令人

感 到 新 奇 。 从 其 投 资 的《钢 的

琴》到《失恋 33 天》，两部电影出

乎 意 料 地 赢 得 了 高 票 房 和 好 口

碑，这令人不得不佩服从游戏行

业 出 身 的 完 美 世 界 董 事 长 兼

CEO 池宇峰的投资眼光。

点评：近年来，游戏产业的发

展呈现出跨界融合的趋势，即与音

乐、电影、文学等多种创意渠道进

行融合，形成全新的游戏产业链，

这也正是完美世界所致力打造的。

长期以来，完美世界在为游

戏玩家打造了源源不断的精品的

同时，重力打造的纵横中文网，已

经成为了知名的中国网络文学品

牌。此外，完美音乐在线受到了40

余万听众的喜爱，为完美世界的全

新产业链积累着庞大的用户群体。

在这背后，正是池宇峰所制定

的“加紧平台整合的步伐，将平台向

全方位的文化娱乐领域延伸与拓

展”战略。尽管日前由池宇峰亲自

挂帅的影视业务部门被出售，但由

于池宇峰持有接管公司多数股权，

剥离后的完美世界电影业务依旧在

他的掌控之中，因此在去年热播的

电视剧《男人帮》中，人们依然看到

出品人之一有池宇峰。对于此番

剥离，业界多认为这是池宇峰正

在打造影视行业的另一个“完美

世界”。

池宇峰：跨界融合发展的先行者

在 2012 年的第一期报纸上，文化产业年度人物又与您见面了。与往年相同，今年的评选背景是文

化产业依旧保持了火热的势头；与往年不同的是，2011 年的文化产业比过往的任何一年都更加火热。

这是因为 10 月中旬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向了时代的前沿，在一直以经济为主

线的国家发展战略中，确定了文化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战略性意义。

2011 年还有一个特殊意义在于，这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新一个 10 年的开端。在经历了新世纪第一

个 10 年的历练打磨之后，中国的文化人在利好政策的鼓舞下更为自信——他们的目光不再局限于熟悉

的国内市场，他们的雄心不再满足于已有的成功领域，他们主导着中国文化产业从“引进来”到“走出

去”，从行业龙头到跨界整合。可以说，中国的文化产业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更高的发展台阶代表着更高的行业标准。此前，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成为了新一个 10 年文化产业

发展必须突破的瓶颈，如模式创新、版权保护、精品匮乏等问题不能也不应该再继续阻碍中国文化产业

前行。因此，那些积极进行内容创新、敢于向盗版抗争、不断突破已有商业模式的先行者，即使他们的

努力举步维艰，却无一不印证着我们推举的根本原则，即对于创新的推崇。在今天这个时代，创新已成

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唯一要义。创新意味着与众不同，意味着对资源的善加利用，意味着四两拨千斤，是

文化产业发展的全部秘密。

这些入选的年度人物虽然不能涵盖整个行业，但他们是文化产业的一个个横断面，而创新把他们

一一联系起来。作为年度人物，我们希望，通过对他们的关注，能够捕捉和描画出中国文化产业新一个

10 年的发展轨迹。

2011 文化产业年度人物

上榜理由：2011 年，国内暑期

档动画电影异常火热，在同时上

映的几部国产动画作品中，《魁拔

之十万火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

点。有人说，无论在技术上，还是

剧情上，《魁拔》都达到了国产动

画电影的一个新高度，但也有人

评价，《魁拔》是在模仿日本动漫，

而且模仿得还不到位。时间回溯

至 2009 年，当时该片导演王川就

带着《魁拔》亮相 金 鸡 百 花 电 影

节 ，但 因 预 告 片 风 格 与 日 本 的

《火影忍者》、《龙珠》系列动画片

过于相似，遭到了在场记者连珠

炮 似 的 刁 难 发 问 。 但 不 论 众 说

如何纷纭，谁也不能否认，无论

在 制 作 还 是 营 销 上 ，《魁 拔》都

代 表 了 中 国 动 画 电 影 进 行 新 实

践的勇气。如今，初尝胜果的王

川已开始了新的征程：《魁拔 2》

已经进入创作阶段。

点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

内观众却会抱怨国产动画问题多

多，内容偏向低龄儿童，而 2011 年

《魁拔》的上映证明了中国动画片正

在努力用实际行动改变现状。作为

该片的导演，王川希望通过《魁拔》

扩大动画电影的观众年龄层，也

希望通过这样的产品使制片机构

知道各个年龄段都需要动画电影。

虽然没有得到火爆的票房数字，但

《魁拔》所引发的话题却在持续升

温。当然，中国动漫还有很漫长的

路要走，《魁拔》的出现使人眼前一

亮，不管它能否肩负起中国动画人

梦想的重任，它都让人们看到了一

种姿态：中国动漫在前行。

王川：中国动画电影新尝试

上榜理由：盘点 2011 年国内

演出市场，《妈妈咪呀！》是不得不

提及的一部戏。筹备一年、投资

高达亿元的英国经典音乐剧《妈

妈咪呀！》中文版，自 2011 年 7 月

上海首演以来，截至12月25日，在

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和重庆连续

演出了 150 场，其中北上广三地连

演 141 场，票房超过 5500 万元，观

众达 16.5 万人次，创造了中国音

乐剧全国巡演纪录的新高。

截至目前，《妈妈咪呀！》中文版

已创造中国音乐剧多个“第一”，而

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焦点访

谈》等国内各主要媒体及节目到

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

国外媒体的关注，都表明《妈妈咪

呀！》中文版的上演已成 2011 年中

国最受瞩目的文化事件之一。

点评：在中国入世 10 周年之

际，《妈妈咪呀！》中文版的推出具

有特别的纪念意义，不仅因为其制

作的精良，也因为其背后的合资运

营的体制机制创新代表了中国文化

产业在入世以后的开放姿态。

从市场和产业的角度看，音乐

剧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直

接引进国外品牌剧目进行本土化改

造和运作，在移植和模仿中学习借

鉴，在再创造过程中探索中国本土

音乐剧的原创之路，是中国音乐剧

发展应有的理性选择。而作为《妈

妈咪呀！》的第14个语言版本，其中

文版在国内所创造的多项纪录在中

国音乐剧乃至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

过程中都具有历史意义的，正如《纽

约时报》评论所说：“在上海落地的第

14个世界经典音乐剧的语言版本，

表明中国人开始用实实在在的学习

态度，探索搭建自己的音乐创作和

制作平台，意在建立标准化、大规模

音乐剧生产运营的产业模式。”

总的来看，这部戏剧成功最

大的意义在于给中国音乐剧发展

带来一套“三步走”的全新思路：第

一步，引进国外经典音乐剧，树立

消费习惯，培育音乐剧市场；第二

步，制作“中文版”的国外经典剧目；

第三步，创作原创的本土音乐剧。

而在消费市场方面，《妈妈咪

呀！》中文版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演

出依然爆满，这是中国音乐剧未

来的市场基础，更是启动文化消

费的种子。

《妈妈咪呀！》中文版：

创新体制机制新成果

维权作家群体：向盗版宣战

黄卓 绘图

上榜理由：鲍勃·迪伦、老鹰

乐队、卡百利乐队……如果有演

出商能够邀请到上述任何一位来

华演出，都将成为国内演出业的

年度重头戏。然而在过去的 2011

年：3 月，老鹰乐队；4 月，鲍勃·迪

伦；5 月，艾薇儿；7 月，卡百利……

这些巨星们先后空降北京、上海

举办演唱会，不但使国内乐迷一

饱耳福，更使得中国演出市场成

功进入了国际音乐巨星全球巡演

体系中。聚光灯的背后，是业已

成为国内运作国际流行音乐商演

“大鳄”的歌华莱恩总经理魏明。

在经历了歌华莱恩成立之初

运作的几起失败演出，以及 2009

年前后国内外演出市场的普遍不

景气造成国际演出巨头退出中国

市场的背景下，魏明通过这两年

的努力，重启了现场音乐在中国

的实践。而 2011 年运作的几个大

手笔，更是让国际演出商们开始

重新审视中国市场。

点评：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

魏明也是老鹰乐队等国际流行音

乐巨星们的粉丝，如今魏明把自

己的爱好变成了事业，又用自己

的事业不断实现和满足着国内音

乐迷们的爱好。他和歌华团队借

助美国莱恩的平台，把国际流行

音乐的现场演出舶入中国，通过

对现场音乐演出平台的构建，有

效提升了国内现场音乐演出的实

用性、互动性和文化项目的可操

作性，为国内外艺人提供了一个

理想的现场音乐展示平台、交流

与交易的载体。通过策划、组织、

承办现场演出，魏明的行动进一步

加强了国内外业界、商界乃至国际

间的互动，加强了世界音乐的交流

与融合。可以说，魏明是国内现场

音乐产业的先行者，也是国内演出

界具有国际化特色的新生代代表。

对国内抱有理想的音乐人来

说，能在世界流行乐坛上占有一

席之地是他们更远的追求，因此

魏明的雄心并不止于把国际流行

音乐舶入中国，“我们未来所希望

的，就是通过引进来的方式学习

国际先进的流行音乐产业模式，

然 后 把 中 国 的 流 行 音 乐 推 广 出

去。”这是魏明新的探索。

上榜理由：去年岁末，“北京

之声：现实主义之后”在北京 798

艺术区开幕，这是由佩斯北京画廊

推出的第二届“北京之声”年度项

目，项目中许多国际大师的代表作

均首次在中国展出。这为画廊业

的 2011 年奉上了一场精彩的压轴

大戏，而该项目创始人正是佩斯北

京总裁、北京公社创始人冷林。从

年初的“Dianevon Furstenberg：衣

之旅”艺术与时尚设计跨界大展，

到旗下代理的张晓刚、岳敏君等多

位艺术家的个展，再到临近年末美

国艺术家斯特林·鲁比在中国的首

次个展，佩斯北京通过多场高质量

的展览为 2011 年北京乃至中国画

廊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冷林

也用一系列行动向人们证明了画廊

可以兼顾商业与学术追求。在冷林

的带领下，佩斯北京除了在自家的展

厅内布展，还不遗余力地将其代理的

多位艺术家推向国际主流艺术界，推

动了中国当代艺术走向国际市场。

点评：冷林堪称国内身份最

复杂的画廊负责人之一，批评家、策

展人和拍卖行工作的经历让他对艺

术市场各方面都了如指掌。或许正

因如此，被称作“帝国画廊”的佩斯画

廊才选中他来经营佩斯北京。而在

他的经营之下，佩斯北京也找到了

和中国本土契合的发展方式，过去

一年中，佩斯北京平台的巨大作用

是其他画廊无可比拟的。在冷林看

来，“画廊最重要的责任是管理艺术

家的生涯。”“这里都是围绕着艺术

本身而不是市场来做，是为艺术家

做最出色的服务。”目前，中国画廊

还处于发展初期，如何才能在未来

发展中胜出？如何才能打造出中国

的“百年画廊”“帝国画廊”？从冷林

的画廊经营理念里，我们看到了中

国画廊行业进步的新方向。

上榜理由：2012 年的新年钟

声敲响之前，法国经典音乐剧《巴

黎圣母院》的钟声刚刚在北京北

展剧场落下，为好戏不断的北展

剧场 2011 年舞台画上了一个圆

满的句号，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

上 要 归 功 于 北 京 北 展 演 艺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演 出 总 监 张 力 刚 和 他

的 运 作 团 队 。 过 去 的 一 年 对 于

张力刚来说可谓是极其忙碌：此

间 他 成 功 运 作 了 有 世 界 第 一 舞

之美誉的《大河之舞》在全国 13

个城市的巡回演出，并创造了一

系列的演出纪录，之后又马不停

蹄 地 运 作 了 欧 洲 大 型 舞 蹈 节 目

《火舞》在北京等国内 17 个城市

的 巡 回 演 出 。 而 被 誉 为 百 老 汇

“获奖专业户”的音乐剧《吻我，

凯特》也在他的团队运作下成功

登 陆 北 展 剧 场 以 及 国 内 其 他 城

市巡演，堪称他的得意之笔。

点评：张力刚在微博上名字

叫“演出客”，其自我介绍为“执着

于高质量的现场娱乐、剧场演出、

演唱会的策划运营制作”，这也是

这 个 年 轻 演 出 经 营 者 的 真 实 工

作 写 照 。 在 北 展 任 演 艺 总 监 的

这几年，张力刚意识到了他们这

一 代 演 出 人 面 临 的 演 出 市 场 竞

争 是 全 球 性 的 。 因 此 和 全 球 顶

级公司的合作，不仅仅是让中国

观众和世界观众接轨，更重要的

是 学 习 并 消 化 吸 收 国 际 先 进 的

舞台操作经验、商业运作模式，

从 而 真 正 进 入 国 际 演 出 市 场 运

作。此后，他在大力运作引进国

外 优 秀 舞 台 剧 目 进 入 中 国 市 场

的同时，也在引导制作并运作中

国的“大河之舞”，如 2011 年与广

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合作的《天鹅

湖》、《生命阳光》，张力刚在稳固

国内运作联盟的基础上，力图建

立国际化的剧院连锁体系，把战

杂这样中国原创的、具有强烈国

际 市 场 意 图 的 作 品 按 照 中 国 的

意 图 在 国 际 市 场 布 局 。 在 张 立

刚看来，中国文化要站起来、走

出去、立得住、站得稳，必须由他

们这一代文化人完成，这是他们

责无旁贷的使命。

张力刚：演出业新生代的代表

魏明：中国现场音乐产业践行者

冷林：艺术家生涯管理者

汪海兵：怀揣迪士尼梦想的80后CEO

龚宇：正版视频网站引领者

上榜理由：2011 年，陈一舟创

办的人人公司携旗下人人网、人

人游戏和糯米网在美国纽交所成

功上市，并于上市后继续展开了

新一轮收购扩张，成功收购视频

分享网站 56 网。这一成功最早可

以追溯至 2002 年，当年，陈一舟看

到了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复苏，他

再次回国并创办了人人公司的前

身千橡集团。之后，千橡集团展开

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收购，猫扑

网、校内网等相继被陈一舟收入囊

中。而就在业界为他的举动发出

一连串的惊叹时，他已经用收购把

自己打造成了一个门类齐全的互

联网内容供应商。2010年，千橡集

团更名为人人公司，并创建了知名

的团购网站糯米网。之前的这些

铺垫和成功的运作，使得2011年的

海外上市水到渠成。坚持理想，矢

志不渝，陈一舟用创业精神书写了

另一种互联网成功传奇。

点评：在互联网的新一轮热潮

中，崛起的不仅仅是新星。对创业

精神的内涵，经历过失败的创业者，

有着更深层的理解。也恰恰是这

份理解，才能铸就最后的成功。作

为中国互联网的标本式人物，1969

年出生的陈一舟是中国互联网行

业的第一批创业者，但他却不是中

国第一批互联网明星。经历过创业

之初的一次次出局之后，陈一舟依

然不断地憧憬新一次的创业。

作为中国互联网领域的“老

兵”，连续创业者陈一舟无疑是与

中国互联网产业一起成长起来

的，别人经历过的，他基本都经历

过；别人没经历过的，他也基本都

“尝试”过：卖掉自己的公司、买入

别人的公司，以及大大小小的“失

败”。但见惯“寒冬”的他，知道如

何在狂热时保持头脑冷静，也知

道犯错后如何进行自我调整，更

重要的是，他用资本构筑了中国

第二代互联网公司中少有的平台

初具规模、业务相对完整的战略

布局。因此，在 2011 年的“冬天”

里盘点他的经验，尤其重要。

陈一舟：一个互联网“老兵”的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