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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瞄准、细分和培育市场
故事：中外著名电影歌曲怀旧
音乐会

改革开放后的 10 年间，文艺

演出舞台基本由流行歌舞独挑大

梁，以传统戏目为老本行的国有

文艺演出院团深受冲击。广东省

歌舞剧院旗下有轻音乐团、民乐

团和舞剧团。唱港台流行歌曲的

轻音乐团全国火爆巡演，而民乐

团却在“赶苍蝇”，惨淡经营。“国

办艺术院团吃大锅饭的老路走不

通了，不得不面对市场洗礼，进入

徘徊、思考、应对的阶段。”王业群

如是说。

1989 年 6 月中旬，由王业群

一手策划的《中外著名电影歌曲

怀旧音乐会》在黄花岗剧院上演。

广州乐团合唱团是此次演出班底，

唱的都是一些传统的经典电影曲

目，用电影画面放映做舞台背景。

而80年代末的情况是，国有院团受

到极大冲击，不敢到剧院演出，演

一场亏一场，那时广州的演出基

本是港台歌星。

“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了怀

旧电影音乐晚会，听中国歌曲，用

省直的乐团。”王业群回忆说，当

时，乐团指挥和作曲家在音乐会的

新闻发布会前都心存疑虑，他们

问：“你就不怕没有听众吗？”

王业群充满自信，他说，我看

好音乐会的 3 个“卖点”：其一，音

乐会有明确主题，即“怀旧”。如今

谈及这个话题，王业群依旧颇为自

得：“毫不夸张地说，我可是中国解

除禁锢以后最早提出怀旧的人，还

打着怀旧的名号策划了一台音乐

会。”其二，音乐会形式创新，在演

员引吭高歌电影歌曲时，后面的大

屏幕即时打出剪接后的电影画

面。王业群说，这种后来被广为引

用的方式，也是他的“首创”。其

三，以台词串起整场音乐会，加强

舞台气氛的烘托和渲染。

结果，来自广州和珠三角的

观众人山人海，各个售票窗口排

起了长队，场面火爆，一票难求，

还出现了“炒票”。

第二天，广州各大报纸在头版

大篇幅报道了演出盛况，引起社会

各界的关注。按照计划，音乐会连

演3场，场场爆满。“怀旧”成为当时

广州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国办团的演出居然有这种

效果，很多人不敢相信。有人把

这 视 为 一 种 现 象，说 要 好 好 研

究。”报道出来后，主题演出这种

形式很快被“复制”到其他省市。

其实，这一切尽在王业群的

掌握之中。面对记者，王业群深情

注视远处，自信而平静地说：“我晚

上一边听歌曲录音，一边看电影画

面，决定剪片部位和时间长度，当

时自己就很感动，眼泪都快掉下来

了。搞艺术的人首先要感动自己，

不能感动自己，还能感动别人吗？

我感动了，这场演出，肯定火爆。”

过了几个月，王业群又策划

了一场《春之声情侣文艺晚会》，

还扩展到珠海市场，这次用的是

广州市歌舞团班底，演出一样爆

满，甚至连加位都加不了。

这两次空前成功的演出，在

王业群看来，具有“启蒙”的教育意

义——国办院团并不是没有生存

空间，演出并不是没有市场，关键

是怎么瞄准市场、细分市场和培育

市场。今天说来，他言语之间似乎

还有遗憾：“我当时还想到了将音

乐会和音像市场结合起来，但终因

偶然因素没有做成。倒是被太平

洋音像公司做了，发行了音乐会的

卡带，名称就叫《中外著名电影怀

旧歌曲》，卖碟的收入达到1000万

元，竟占到这个当时中国最有名气

音像公司全年收入的1/3！”

理念：讲坛也是一个产业
故事：“学习·智慧·人生”讲坛

上世纪 90 年代末，全国各地

报告会泛滥成灾。这些各立名目

的报告会把票发到各个机关、各

个单位，有的甚至指定人员参加，

劳民伤财。

这种沉闷的会风在2000年底

终于被打破。当年11月，广州“学

习·智慧·人生”讲坛在广东省博

物馆开讲，10 元的票价和 100%的

上座率为羊城开创了讲座收费的

先河，吹来了一股文化消费新风。

这是广州第一个面对市场、面对大

众的讲坛。甚至有人认为，这个讲

坛的成功就是后来论坛经济、演讲

经济的源头。

讲坛的策划人王业群，他当

时任广东省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他说，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前夕，广东邀请龙永图前

来演讲。原计划是在省委礼堂做

一个世贸谈判的报告，没想到报

名的人很多，礼堂容不下，临时换

到中山纪念堂。受此启发，王业

群认为，人们不是不愿意听讲座，

关键是讲座的内容。

“学习·智慧·人生”讲坛首场

讲座的演讲嘉宾是中国科技大学

副教授宁铂。他13岁考入大学，曾

被誉为“神童”。演讲题目是《怎样

正确认识读大学和考大学》，这是每

个家庭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宁铂以

其亲身经历，就如何掌握科学的读

书方法，怎样提高学习效率，以什么

样的心态正视高考等，进行了精辟

的分析，引起现场500多名听众强烈

的共鸣。

第二天，当地各大媒体以“演讲

经济”作为新闻点，大篇幅报道。时隔

一个月，同题讲座同样一票难求。之

后，论坛、讲座遍地开花。

讲坛的成功引起各界的关注，

上海出版社的负责人特意找到王

业群寻求合作出版图书；广州的一

家公司也希望合作，把同题讲座办

100多场；一家保险公司在铁路工

人文化宫包一场1000多个座位的

演讲答谢客户……

“演讲也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产

业，它的领域很宽，空间相当大。”当

年，王业群这样预言。现在回过头

来看，这些都成为了事实。

探索：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繁荣

从音乐茶座到娱乐城，从影

院到院线，从报社到传媒集团……

受外向经济和文化多元的影响，

上世纪末，广东的文化产业在全

国率先发展起来。

早在 1996 年，广东报业就率

先吹响了改革的号角。“集团化”

改革使广东的传媒业充满活力，

迅速成长，成为规模日益庞大、分

工逐渐细化、产业功能更加完备

的新型产业。

在这种形势下，王业群预感

到文化产业将会成为中国文化发

展建设的重要领域。1996 年，他

向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提出三点建

议：第一，出一篇论述文化产业的

理论文章；第二，出一个产业调研

报告；第三，出一份文化产业规

划。建议迅速得到采纳，王业群仅

用两天时间就撰写了《试论转型期

的文化产业》的长篇论文。接着，

他带队在省内展开了调研、规划，

并提出“广东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

问题的思考”，举办产业发展培训班，

这一系列的举动引起了全国的关

注，中宣部通过省委宣传部要求调

阅王业群的这些文章、规划和培训

班情况，充分肯定了广东的做法。

1998 年，文化部设立文化产

业司。1999 年，国家发展计划委

员会主任曾培炎在《关于 1998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的报告》中提出，要推进

文化、体育、非义务教育和非基本

医疗保障的产业化。2000 年，九

届四次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推动

文化产业发展。2007 年，党的十

七大报告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特别强调要大力发展文化

产业。

针对新世纪以来部分地区出

现文化产业发展的无序化，2005

年，王业群提出文化产业集群的

思路。在他的推动下，2009年，广

州（番禺）、中山两地动漫游戏游

艺 产 业 率 先 组 成 集 群 ，集 约 发

展。至 2011 年，广东已形成了 3

个产业集群，第4个东莞产业集群

也呼之欲出。集群化突显了跨区

域、跨部门统筹产业发展的优势，

克服了分散发展、重复建设、资源

浪费等不利因素。

如今，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初

的广东文化产业已呈现出大众化

色彩浓、市场化程度深、国际化水

平高、地方特色多样化、文化兼容

广泛化、发展模式多元化等发展

特色。文化产业增加值连续 7 年

全国排名第一。文化产业已经成

为广东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

业之一。

再战影业危机
战略：在珠三角力推多厅分众
电影城

中国电影开始走出困境，逐

步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商

业影片的崛起。这个时期，写实

的艺术电影、主旋律的历史电影、

娱乐性强的商业电影以及纪录片

电影等等，使中国电影进入了一

个多向度的丰产年代。电影发行

收入也年年攀升，全国新建影院

如雨后春笋，数量激增。

然而，正是在这时候，王业群

却 撰 写 了 近 万 字 的 论 文《红 灯

1995：试论电影潜伏的危机》，预

见从 1990 年开始，中国电影业将

会 在 以 后 几 年 内 开 始 滑 坡 ，到

1995 年时爆发危机。所以在新建

影院和铺摊子上要冷静理性，要

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他的基本

依据源于自己对供求体系的分析

和计算。文章刊出后，业内人士

都不理解，得罪面很宽。

果不其然，这以后中国电影

业出现下滑趋势，到 1995 年，电

影业几乎跌到谷底。王业群这时

已调到文化厅当办公室主任两年

了，但他在本省电影业界的威信

不减反增，全省一半以上市电影

公司经理甚至联名写信给当时的

文化厅党组，请求将他调回省电

影公司当经理，其言辞之恳切，连

王业群自己都非常感动。

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电影业

不待扬鞭自奋蹄，特别是京、沪、

粤，开始在影片创作、影院建设和

院线管理等方面发力，并取得不

俗的战绩。

2007 年 7 月 25 日至 27 日，由

广东省文化厅主办的“珠江三角

洲城市电影发展工作会议”在东

莞举行。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广

东省文化厅对珠三角城市电影的

放映、发行和影院建设、院线发展

等在会议上宣读了调研报告。报

告指出，过去 10 年，珠三角电影

市场发生可喜变化，特别是以广

州为代表，在过去 7 年内出现票

房激增现象，而深圳也在 2004 年

后出现像广州那样的“电影热”，

穗、深两地多厅豪华影城纷纷出

现，票房稳居全国前三位，有时更

占全国首位。但是，珠三角仅仅

只有穗、深两市电影来支撑是远

远不够的。报告还指出，佛山电

影市场正在崛起。因此，以穗、深

两市为“龙头”，带动整个珠三角

城市电影市场发展的战略，应该

适时提出来了。报告还对如何突

破旧思维、旧式电影院改造方式

以及如何将珠三角城市电影整体

市场做大作了明确指引。

这个会议的发起人和调研报

告的担纲人就是王业群。

“ 我们确定了两个题目，第

一，广州和深圳如火如荼的电影

市场局面，应该开始波及到珠三

角，未来两三年内，珠三角的电影

市场要开始逐步升温。第二，不

能走过去的老路，一定要走现在

总结出来的新模式。要强调电影

城的概念，就是‘小型多厅’，小型

化、多厅化、超市化，形成电影城

概念。而且，要投资的这个电影

城坐落于商业旺区，甚至就在商

业大厦内部。”

王业群说，会议开得很成功，

政府部门和企业在会议期间就迅

速展开了接触，整个珠三角的电

影 市 场 很 快 也 开 始 有 了 起 色 。

2008 年以来，广东电影票房更是

翻番式增长，一路飘红，除广州、深

圳外，东莞、江门、惠州等三角洲城

市的电影票房也出现喜人局势。

据统计，2010 年广东电影票

房 16.2 亿元，占全国总票房 1/6，

连续 5 年领跑全国市场。

王业群：一位文化人的文化故事
本报记者 宾 阳

文化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用在王业群身上却非常合适。王业群当过兵，进过企业，从过政，写过很多文章，干过不少与文化相关的大事小事，在广东文化界拥有很多粉丝。

王业群有点“杂”，“杂”得让人难以理解。对于从政者而言，王业群的艺术思维和学术成就让人钦佩；对于艺术家来说，王业群的全局意识和严谨逻辑令人赞叹；而在文化学者或文化经营者眼中，王

业群的理性并不孱弱，宏观把握更见功力。

现在，王业群的角色是广东省文化产业促进会会长。他说，不与天斗，不与地斗，与文化人一起谈艺、讲学、论商，其乐无穷。事实上，几十年来，王业群一直如此。如果把文化当做人生的一条道路，

他在这条路上行走了整整 36 年。30 多年来，他大胆而灵验的预言，精彩呈现着一个智者的深厚和敏锐。他勤于笔耕，才思敏捷，文章里没有半点官味。他创意新颖，观点独到，金点子总是源源不绝。

改革开放后的广东，是经济发展、文化碰撞和社会变革的前沿。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改革年代里，“电影广告”“怀旧音乐会”“影城”“文化产业”“演讲经济”等等，这些“关键词”曾引领广东乃至全国文

化的潮流，而这均与王业群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又到岁末年初，国内电影贺岁片又开始了“火拼”。记者与王业群相约在花城广州，话题就从电影开始……

解困影业危机

经典案例：
《黄土地》与艺术影院

1985 年 上 映 的 电 影《黄 土

地》，由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

是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

义的作品。《黄土地》摆脱了以往

中国电影惯用的英雄主义、完美

主义和讲故事的老套路，采用了

现实主义手法和注重视觉冲击与

影像张力。里面的人物都是小人

物，生活艰辛、平平淡淡，不讲大

道理只说小事情。

然而，当时的广东和全国很

多地方一样，对这部电影并不看

好。“业务部门的人看片，认为这

部影片可能完全没有观众，一个

拷贝也不应该买。”

其实这部影片在试放时就引

起了电影界的争议。由于《黄土

地》完全颠覆了传统电影的拍摄

手法，有的认为这不是电影，有

的则认为这是创新。“ 我当时认

为对这样一部电影，如果广东一

个拷贝都不买，文化界人士想看

看不到，对公司的社会形象会有

负面影响，于是说服决策者定了

一个拷贝。”

电影发行后，确实没有观众，

而且比想象得更糟。“我到江门去

调研，发现 1000 多个座位的礼堂，

只有 8 个观众，我马上叫停。我认

为，只要宣传得当，这部影片也会

有经济效益，因为争议就是它的卖

点。”

回来后，王业群找广州市电

影公司的负责人研究，商量在广

州办一个影院，叫艺术影院，专门

放这种影片，细分市场。王业群

认为，有的影片在大的市场中可

能没有观众，但如果细分，放到特

定市场，就会有很多观众。

广州市电影公司采纳了王业

群的建议，决定把新星电影院办

成 艺 术 影 院 。 新 星 电 影 院 重 新

定位后放的第一部影片就是《黄

土地》。在放映之前，王业群发

起 媒 体 对 艺 术 电 影 和 实 验 影 院

的宣传和讨论，成为一时热议的

话题。

“ 放一个星期，满座，买不到

票。增加一个星期，不行，再增加

一个星期，一个多月场场满啊。

这里停了，再发到江门，再发到全

省。然后我问江门电影院，他们

告诉我这回一场 800 多个观众，从

8 个到 800 多！”王业群情不自禁

地说，一部没有票房的电影，结

果场场爆满，而且想撤片也撤不

下来，打了一场漂亮仗。

经典案例：
东莞票房的狂飙

2006年，珠三角地区电影票房

为 2.95 亿 元 ，占 全 国 总 票 房 的

11.2％，但东莞仅占珠三角地区的

1.69％。东莞是一座常住人口超

过千万的城市，2006 年 GDP 达到

2624 亿元，增长速度达到 19.1％，

高于广东省的平均水平。但在

2004年至2006年3年时间，电影院

放映场次每年仅维持在 0.5 万场，

观众人数分别依次递减为 23 万

人、22万人、18万人，票房收入仅维

持 在 406 万 元、505 万 元、557 万

元。2006 年东莞全市票房收入不

到广州飞扬影城同期票房的12%。

王业群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

上述现象，很大原因在于电影改革

的步伐相对滞后，市场开发意识不

强，以及原有的经营格局没有冲

破，旧的经营模式未能及时更新。

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受娱乐

消费多元化、盗版及网络发展的

影响，很多人不去电影院就可看

到新片。加上受本地电影院影片

不丰富、设备陈旧、选址不合理等

因素影响，原本被激起的电影消

费需求又逐渐消失。很多人宁愿

开车去广州和深圳看大片，也不

愿走进东莞的电影院。

然而，这种状况在 2007 年之

后悄然发生变化。到 2008 年，东

莞的票房收入达到了 2700 万元，

两年增长了 4 倍。

这些票房和观众奇迹是由各

大影城创造的。从 2006 年开始，

已先后有大地院线、万达院线、中

影院线、珠江院线 8 家影院在东

莞开业，影厅数量超过 20 个。仅

万达一家，就创造了超过千万元

的票房收入，成为除广州、深圳外

的又一较大规模的大型影城。投

资超4000万元的东莞万达国际影

城拥有一块 IMAX 影厅巨幕，宽

28 米、高 22 米，号称“ 亚洲第一

幕”。正是这个 IMAX 影厅巨幕，

2010 年的 3D 电影《阿凡达》为万

达赢得票房过千万元。沪杭游客

打“飞的”到东莞看电影一时成为

佳话，其所带来电影市场的火爆也

引起业界的热议。

初战影业危机
战略：把商品广告意识导入电
影宣传

1975 年，时代正处在一个大

变革的前夜。这个时候的王业群

可谓是十足的愤青。这一年，他

从部队复员到广东省电影公司，

先后在行政科负责总务、人事科

负责理论学习工作。从拿枪转为

拿笔，这本是一个大的转变，但王

业群很快就适应了，因为有“笔墨

基础”。

1982 年，王业群考入高校脱

产学习。两年后，伴随着改革的

涌动，王业群回到了省电影公司，

任宣传科长。

“让群众看懂看好电影”是那

个时候电影宣传部门的中心工作，

王业群说，实际工作就是写电影字

幕，涂磁配音，把普通话配译成粤

语。“因为在当时，广东地区特别是

农村很多观众听不懂普通话。”

在计划经济年代，没有什么

娱乐生活，群众都抢着来看电影，

不愁没观众。改革开放初期，各

地把“文革”时期库存的影片拿来

放映，人山人海。

但 是 这 仅 维 持 了 几 年 。 到

1984 年初，这些库存的老影片放

完，新电影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再

加上商品市场的冲击，文化出现多

元化，电影受到第一波冲击，影业

危机开始出现。比如，当时的广州

开始出现音乐茶座，有了轻音乐，

广场舞、录像厅、电视也逐渐普及，

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观众流失相当

严重。

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制片厂

要求脱离电影公司，自办发行。

“虽然不到一年他们都退回来了，

但已经把市场扰乱，当时北方有

的省级电影公司甚至到卖房子卖

车的地步，维持不下去。”

“ 如 何 吸 引 观 众 到 电 影 院

来？现在电影公司已经市场化运

作 ，那 时 宣 传 科 应 该 就 是 广 告

科。”王业群激动地回忆说，“这也

是改革，为此，我们还专门成立了

培兰广告创作所，就是现在广东

省电影广告公司的前身。”

这个转变现在看来很简单，

但在当时却并不容易。“过去宣传

和发行是分家的，发行科看不起

宣传科，我认为宣传很重要，如果

宣传不到位，直接会影响到影片

的收入。”

思路变了，宣传科不再是整

天埋在案头上写解说词做录音，而

是要调查市场、研究观众喜欢哪种

影片、哪些影片有上座率，继而研

究这些影片的卖点、如何展开宣

传。“1984年，我们就提出宣传和发

行同步，在全国是最先提出来的。”

当年年底，广东省电影公司在

全国率先发出《关于开展全省电影

宣传工作创新的通知》，内容包括4

个方面：第一，为什么要创新？因

为大的环境变了。第二，创新的思

路。宣传和发行同步。第三，创新

的要求。第四，创新的奖励。

与此同时，广东还鼓励探讨重

点影片重点突破。一些有上座率

的，开展重点影片看片会，专门研究

影片的卖点。正是这种创新为电影

赢得了市场，1985年以后，广东影业

市场一直呈上升趋势。到上世纪80

年代末期，每年票房以1000万元幅

度上升，在全国名列前茅。

“当时有很多重点影片让电影

公司赚得盆满钵满，给人以耳目一

新的感觉。在全国，广东最早把商

品广告意识导入电影宣传，使传统

的电影宣传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

转变。”对此，王业群很自豪。

探索文化产业

◇市场细分是生产经营活动

的重要法门。

◇创新是企业和产业的灵魂。

◇产业的发展和市场管理关

系极大，发展也是管理，而且是更

重要的管理。

◇经商之道：为钱而钱的经营

活动，其视野必然会受到局限，为

事业苦心孤诣反而可能会有丰厚

收获。

电影《黄土地》剧照

链接：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