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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片 真 的 已 死 ？
——原太合麦田CEO宋柯“转型”引发的思考

新华社记者 蒋 芳

有话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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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导演与演员海外认识度不高

近日，原太合麦田 CEO 宋柯

引退转卖起了烤鸭，并抛出了音

乐已死、唱片已死的论断，引来行

业内外热议一片。记者采访了解

到，鼎盛时期曾占全国唱片销量

20%的江苏市场如今已经全面萎

缩，过去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张

的销售数字如今已锐减至不足千

张，超过 80%的音像店由于经营难

以为继，不得不关门大吉。

音 乐 产 业 是 否 已 经 穷 途 末

路？还是在严冬中孕育着新的生

机？记者对此进行了一番调查。

从曾经辉煌到无利可图

今年年初，宋柯宣布辞去太

合麦田 CEO 一职，转而卖起了烤

鸭。他所发表的“音乐已死”“唱

片已死”的论调更是令无数音乐

爱好者为之唏嘘。

唱片公司难以为继，作为产

业终端的音像店更是步履维艰。

早在 1992 年就入行的江苏音

乐人鲁伟告诉记者：“十几年前，

引进版权的磁带 9.8 元一盒，内地

歌手磁带 6 元一盒，不便宜但从来

不愁卖。一个著名歌手的磁带发

行 量 动 辄 上 百 万 盒 ，1996 年 到

2002 年 间 ，光 靠 任 贤 齐 10 张 专

辑，南京音像出版社利润就高达

千万元。我曾经开玩笑说，卖磁

带跟发扑克牌似的，嗖嗖的。”那

段日子是鲁伟，也是音像业的“黄

金时代”。

然而好景不长，2000 年前后，

盗版开始盛行。“《心太软》火了

后，大街小巷一天到晚播放，小摊

小贩用的全是盗版。”鲁伟说。

没有网络的唱片年代，大众

热衷于盗版，而随着网络日益普

及，更是无人再为音乐买单。

“如果说盗版碟是偷，网络非

法下载简直就是明抢。”江苏省音

像制品分销协会会长冯晶告诉记

者，随着网络日益普及，各类数码

产品如 MP3 风靡一时，几乎没人

再掏钱购买正版音像制品。直至

今日，全国音像制品的正版率仅

为 5%至 10%。

盗 版 与 下 载 带 来 的 直 接 后

果，就 是 唱 片 销 售 的 节 节 败 退。

据了解，虽然唱片公司集中在北

上 广，但 江 苏 一 直 是 销 售 大 省。

鼎盛时期，音乐制品的销售量占

全国 20%，录像制品占 10%左右。

如今，即使在江苏，正版唱片的销

售量已不足千张，超过 80%的音像

店关门大吉，余下的不足 20%大多

集中在大型超市，音像租赁店更

是全军覆没。

“可以说，音乐唱片领域已经

毫无利润可言。”冯晶感叹。

下游萎缩拖累上游原创

传统唱片的下滑并非中国独

有 ，而 是 全 球 范 围 内 的 普 遍 现

象。但下游终端的不断萎缩，正

在日益影响到上游原创。

“在数字音乐时代做唱片基

本上是做一张赔一张，没有哪家公

司敢大手笔推新人了，甚至知名歌

手出新专辑都要反复地做市场论

证。”十三月唱片总裁卢中强说。

归根究底，唱片难卖，直接制

约了原创音乐的发展。许多音乐

公司为了生存，只能让签约歌手

不断地跑场子，赚出场费。

与传统唱片萎缩形成鲜明对

比，数字音乐则以惊人的速度成

为音乐产业的主角。据了解，从

2005 年开始，彩铃、手机铃声等周

边衍生品为音乐行业带来了日益

丰厚的利润。一首彩铃的下载量

高，利润就高。“如今已经很少有

唱 片 公 司 把 实 体 唱 片 作 为 主 业

了，数字音乐和移动音乐方面的

收入占总利润的比重

正在逐年升高 。 但 是

与 运 营 商 、渠 道 商 的

收 入 相 比 ，真 正 的 音

乐创作方收益太少。”

冯晶说。

据业内人士透露，

以 中 国 移 动 为 例 ，在

2009 年的时候彩铃的

盈利额在 200 亿人民币

左 右，最 终 只 有 约 1%

的 钱 回 到 音 乐 产 业 。

去年，中国音乐产业版

权创造出 300 多亿元的

产值，但是内地诸多音

乐公司作为版权和内

容的拥有者，最终获得

的收益不足 2%。

“在音乐日益快餐

化的时代，作为原创音

乐人，不得不承认这个

产业的环境正在变得

越来越差。”音乐人敏

群无奈地表示，唱片业的萎缩已

经是不可遏止的了，不少优秀的

音乐人都退出了这一行，导致艺

术性很强的好作品日益减少，网

络口水歌大肆泛滥。“我就曾对一

些刚入行的年轻人说，这个行业

看似非常火爆，但对于原创者来

说，一定要耐得住寂寞。”

音乐产业亟须谋变

数字时代，难道人们就不需

要音乐了吗？其实不然。唱片销

售虽然下降，但同期数字音乐的

销售却在数倍增长。其中战绩最

为辉煌的苹果 itunes 下载模式，它

付费下载和分给版权方 70%收入

的模式，创造了网络反哺音乐的

最佳盈利模式。

音乐人敏群认为，虽然唱片

业萎缩，但从大的产业来看，人们

获得音乐的渠道正在变得更加丰

富，音乐产业的整体价值也在不

断攀升。但苹果模式在中国难以

复制，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对音

乐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太过欠缺。

“以江苏一个省为例，去年关

于音像版权方面的维权案例就有

近 500 件，其中光唱片维权案例就

高达 300 件。但是，除了与 KTV

的集体收费诉讼能够赢得较为合

理的赔偿外，其他案件尤其是涉

及互联网的维权案件，最终判决

的赔款甚至还不够取证费用，令

我们非常尴尬。”冯晶说。

有 关 专 家 认 为 ，近 日《国 家

“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明确提出了将从政府投入

保 障 政 策、文 化 经 济 政 策、文 化

贸 易 促 进 政 策、版 权 保 护 政 策、

法 制 保 障 政 策 5 个 方 面 加 大 文

化产业扶持力度，说明国家在政

策 面 上 已 经 高 度 重 视 版 权 保 护

问题，下一步还应进一步完善版

权 立 法，加 强 版 权 执 法，尤 其 要

尽 早 赋 予 录 音 制 作 者 广 播 权 和

表演权，同时进一步提高版权方

在移动和网络市场中的收益分成

比例。

在一些音乐人看来，寒冬中

也并非没有生机。“除了不断呼吁

保护音乐版权，作为音乐人，我们

也应当与时俱进，不要继续拘泥

于原有的经营模式，换一种新的

眼光和思路来规划、经营音乐。”

敏群说。

败也网络，成也网络。业内

人士认为，音乐产业的未来已经

牢牢绑在了互联网的战车上。尤

其随着三网融合时代的到来，音

乐产业链必将发生深刻嬗变，新

兴的互联网音乐公司必将逐步替

代传统唱片公司。能否在移动互

联网下寻找新的生存机会，能否

重塑整条音乐产业链，关系到中

国音乐的未来。

本报讯 （记者于帆）2月22日，

国内首个针对中国电影海外观众

的实证调研在北京师范大学发

布。该调查显示，国际上最具影

响力的华裔导演是李安，演员则

是成龙。“功夫片”是外国观众最

青睐的中国电影类型，中国导演

与演员在海外知名度不高。

“2011 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

全球调研数据”是由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的

学术小组完成。通过对美国、英

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 9 个国

家、18 个语种的 1400 名海外观众

的问卷和访谈，对海外观众对中

国电影的接触途径、偏好、文化价

值认知等方面进行分析。报告

显示，半数以上的海外观众对中

国电影知之甚少，中国导演与演

员在国外认知度不高。在接受调

查的人群中，国外观众对于中国

导演认可度排序，李安（55.2%）、

王家卫（38%）、张艺谋（30.5%），其

他如陈凯歌、冯小刚、贾樟柯等基

本在 8%左右。而演员当中，中国

男演员排名前四的为成龙、李小

龙、李连杰、周润发，而女演员影

响力较小。

调研报告的第一作者、中国

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

教授表示，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

总体接触情况不佳，“总体看，有

1/3 的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一点

也不了解，近 1/5 的观众对中国电

影较为关注，近一半的人对中国

电影多少有一点了解。可以说，

中国电影在国外的影响力总体局

势相当不好。”

据了解，外国观众认为视觉

画面是观看中国电影时最容易接

受的方面，而文化差异和对白是构

成欣赏难度的主要因素。关于中

国电影文化所带来的价值观认知，

国外观众主要了解到的是爱国主

义、英雄主义等传统的中国文化价

值观，多数受访者表示希望今后

多看到中国都市文化和现代社

会价值观的影片。

2011 年，中国电影市场影院

票房不出意外地突破 130 亿元新

纪录，成为仅次于北美和日本的世

界电影第三大市场，影院建设向一

万块银幕的新纪录进发，3D银幕如

雨后春笋快速增加，电影黑马昭示

着电影观众的成熟和分化……

在这些喜讯之外，中国电影

市场似乎也显露出显而易见的危

机：进口影片在种种调控措施的

限制下，强烈冲击着国产影片保

持良久的50%的市场份额；大投资

的国产动作影片票房成绩大多远

远没有达到预期；长期以来支撑

内地市场票房的香港制造的电影

越来越失去市场号召力；多达近

600 部的国产影片竟然难以有效

填补影院空间满足电影市场的观

众需求；新一代电影人的崛起没

有能够完全接过张艺谋、冯小刚、

徐克等前辈们手中的枪；来自各

级政府各个部门以及社会各种形

形色色的非商业性投资和诉求深

刻影响电影产业，导致电影市场

各种要素的供求关系错综复杂，

甚至良币遭遇劣币驱逐……

当然，可以预期的是，2012年

中国电影产量仍然会居高不下；

中国电影市场还能保持 20%以上

的增长幅度，票房总额预期可以

达到150至160亿元；中国电影企

业的上市冲动还会继续保持，少

数龙头企业将从影片的产品生产

向企业的品牌经营升级；一批青

年电影人主导的、与网络文化息

息相关的中小成本电影会继续得

到青年观众的支持；在电影生产

仅仅拼钱多势众、来头大的倾向得

到遏制的同时，电影的美学智慧和

制作诚意将得到更大、更多的尊重；

新媒体对视频内容的需求将大大拓

展电影的生存空间，大电影产业可

能通过互通互联的数字媒体得以

初步形成；年初《大闹天宫》3D 版

的热闹登场，预示着国产动画电

影将继续凭借其市场链的长度和

宽度扩展发展空间；3D 电影在市

场上的不俗表现，会促进国产电

影的3D步伐迈得更快更大……从

这个意义上说，深度改革 10 年以

来，中国作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

快的电影市场之一，2012 年不是

末日而将是持续前行的一年。尽

管如果没有进口电影的进一步放

开，电影市场的增幅很难再达到过

去几年的成绩，但中国电影市场的

继续扩大，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从2012年进入市场的影片来

说，除了来自大洋彼岸的《蜘蛛侠4》、

《星际迷航2》、《暮光之城：破晓·下》、

《冰河世纪：大陆漂移》等好莱坞大

片仍然将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主力

之外，冯小刚厚积薄发的《温故

1942》、陈凯歌重振江湖的《搜索》、

王全安姗姗来迟的《白鹿原》，还有

乌尔善新作《画皮2》、陆川新作《王

的盛宴》、宁浩新作《黄金大劫案》、

李芳芳新作《无论西东》，以及王家

卫的《一代宗师》等，加上这几年各

种“黑马”电影，都注定 2012 年值

得期待，中国电影品质的整体提

升将出现良好势头。

当然，中国电影面临的挑战

仍然严峻。各种动机不纯的资金

流入电影制作行业带来的过度急

功近利，甚至造成不少电影缺乏

起码的电影常识和电影尊重；缺

乏强力遏制和行业监管的各种商

业和政治诉求对电影市场的公平

公正透明诚信造成肆意破坏；电

影专业技术人才、创作人才、制片

人才的匮乏带来中国电影整体制

作水平的不足；曾经大出风头的

香港电影人呈现出的强弩之末态

势造成商业电影真空难以立即得

到填补；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政治

环境造成电影题材空间的狭小和

电影创作自由的受限；社会主流价

值的错位还会继续造成电影美学和

电影表达走向拜金主义、拜物主义、

拜技主义的迷失……这一切，都将

是2012年中国电影发展必然要回

答的考题。答卷的好坏，影片才

能给出答案，而越来越成熟的观

众才能给出最后的评判。

过去 10 年，中国电影的高速

发展带给了国产电影蓬勃的商业

动力。同时，“身体走得太快，灵

魂跟不上”也不仅是当今中国的

社会现实，也是中国电影市场能

力提升快于审美文化提升得现实

写照。随着大制作古装动作片的

失宠，香港制造的武打、搞笑、警

匪等类型影片的逐渐老化，上一

年度一批“接地气”的中小制作新

都市电影的崛起，关怀现实人生

的艺术影片逐渐丰富，年轻一代

电影人崭露头角，中国电影期待

已久的转型也许正在到来。当然，

重装转型需要过程。这过程是否顺

利，既依赖于电影创作的政治文化

环境是否更加宽松，也依赖于电影

生产的市场环境是否更加良性，更

依赖于电影人对过去10年电影产

业化道路的经验和教训的反省是否

自觉。技术进步与人文价值的融

合、艺术创作水平与商业运作能力

的同步、现实关怀与视听娱乐的统

一、传统资源与普适价值的交融、艺

术想象力与工艺执行力的互动，都

将决定着中国电影创作是否能够创

造更加辉煌的新十年。著名传播

学家麦克卢汉曾经这样描述过对

待传媒变化的态度：“我展望未来时

心潮激荡，充满信心……我们生活

的这个过渡时代充满巨痛和悲惨

的身份渴求，但是这个痛苦是新

生的阵痛。”的确，新生的阵痛，决

定了中国电影蜕旧变新仅仅是一

个开始，“故事才刚刚登场”。

第 62届柏林电影节于柏林时

间2月18日晚落幕。华语片《白鹿

原》摘得摄影银熊奖。本届柏林

国际电影节主席迪特·科斯里克

在采访中表示，华语文艺片仍缺乏

稳定性，并期待张艺谋能带新作品

来参赛。

当记者问他如何看待中国

电影近些年来的发展，是否觉

得过度商业化在吞没中国的艺

术电影时，迪特·科斯里克认

为，中国电影的商业化正在飞

速发展，而柏林电影节很早就

在关注中国电影，并对中国电

影的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中

国导演张艺谋、王全安都获得

过金熊奖，而他也希望看到中

国出现更多的艺术电影来柏林

参赛，更希望这些艺术片在中

国国内受到关注。但现在中国

的文艺片常常是一年好，一年

坏，缺乏稳定的发展。“我想告

诉大家的是，柏林电影节的大

门将永远向中国电影开放，而

且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年轻导

演带着他们的文艺作品来到这

里，柏林将是他们展现自我的

舞台。”迪特·科斯里克说。

（来源：《扬子晚报》）

（于 帆 整理）

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美术

电影制片基地，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素有“中国动画梦工厂”

之称。近日，上海美影厂厂长

钱建平仔细了解了“东方梦工

厂”的合作方式、业务领域后，

表示自己感觉“东方梦工厂”的

成立正好契合中国动画这两年

的发展需求。这些年，包括美

影厂在内的中国动画界，刚认

识到动漫产业应该怎么走，而

“东方梦工厂”几乎一举囊括整

个产业的方方面面，“梦工厂是

航空母舰一样的企业，产业方

面比较齐全，这次的合作很全

面，前段有技术研发、动画影视

制作，后段有衍生产品、演艺娱

乐，还有主题乐园等，应该说是

汇集了动画产业比较成功、成

熟的模式。”他表示，去年中国

动画已经达到了 20 多万分钟的

制作量，但总体来说缺乏市场

认可的精品。梦工厂的成熟体

系与中国元素相结合，无疑有

助于中国动画走出去，走入美

国好莱坞，让世界各国观众接

受。“梦工厂之前也用过中国元

素 ，效 果 很 好 ，比 如《功 夫 熊

猫》。而对中国动画来说，很多

元素都在我们自己家门口，要

走出去，关键是表达，一是怎么

讲故事，二是风格、影像系统怎

么得到认可。这正是我们欠缺

的 。 梦 工 厂 若 能 带 来 先 进 技

术，并启发创意，加上他们一整

套体系，无疑能加快中国动画

的发展壮大。”

同时，钱建平看好“东方梦

工厂”的前景，并提到，美影厂在

国际动画界被称作“中国动画学

派”，在传统风格的中国动画方

面预计会和“东方梦工厂”有很

多合作，希望将动画“中国风”吹

向世界。 （来源：时光网）

近日，芭乐 CEO 姚建疆表

示，视频网站版权混战阶段即将

结束，将进入健康发展阶段。因

此，新媒体自制内容将得到快速

的发展，内容将更加的细化以满

足不同人群的观影需求。

“为此，我们将 2012 年定为

战略年，将在各个细分领域继

续发力，继续推动新媒体自制

内容快速发展。”姚建疆称，根

据市场和用户的需求，芭乐今

年将推出四大类型、15 部精彩

大片，开启新媒体影视剧主题

季，分别为幽默季、纯爱季、英

雄季、悬疑季。

业内专家认为，目前芭乐

新媒体影视剧制作水平已经较

高。基于互联网庞大的用户群

为基础，新媒体影视剧比传统

作 品 影 响 力 更 大 。 以《青 春

期》系列新媒体电影为例，目

前播放量已经突破了 7 亿次，

这 个 数 字 是 传 统 院 线 无 法 想

象的。此外，专家还表示，随

着 行 业 的 发 展 和 市 场 以 及 用

户的需求，新媒体影视剧市场

也 将 根 据 受 众 人 群 的 不 同 而

更加细化。姚建疆透露，2012

年芭乐将深耕细分领域市场，

推出在汽车、房地产、医药以及

快速消费品等多个垂直领域的

自制视频内容。（来源：和讯网）

宋柯与“黄金时代”的太合麦田

◀ 第 84 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于美国当地时间 2 月 26 日晚（北京

时间 2 月 27 日清晨）在洛杉矶柯达剧院举行。尽管本届奥斯卡因为提

名影片的黯淡、北美本土势力的不济而备受业内人士奚落，但作为当

前世界上影响力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年度电影颁奖盛事，本届颁奖礼

照例吸引到好莱坞及世界各地的大批电影明星出席。

在目前奥斯卡组委会已经确定的嘉宾名单中，迈克尔·道格拉斯、

汤姆·克鲁斯、汤姆·汉克斯、安吉丽娜·朱莉等明星将作为颁奖嘉宾。

而获得提名的乔治·克鲁尼、布拉德·皮特、梅丽尔·斯特里普等新老红

星也都将盛装亮相。图为 2 月 22 日，在美国好莱坞，摄影师们拍摄为

奥斯卡颁奖典礼准备的海报。 新华社发（赵汉荣 摄）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白瀛）

第 22 届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

2 月 23 日在北京揭晓。本届星光

奖增设了一个新的类别奖项：电

视文艺评论节目大奖，增扩了特

别奖的数量，增扩了提名荣誉奖

的数量。

电视文艺“星光奖”是与电视

剧“飞天奖”、电影“华表奖”并列的

广电总局 3 个政府大奖之一，评奖

对象是除原创电视剧之外的电视

艺术门类，目前两年评选一次。本

届星光奖参评节目播出时间范围

为 2009 年 3 月 1 日至 2011 年 2 月

28 日，分为地方广电局初评、电视

艺委会组织专家复评、广电总局领

导和观众终评 3 个环节。新增设

的电视文艺评论节目大奖获奖作

品为：央视的《〈文化正午〉年度特

别节目——收获2010》、央视的《文

化视点》、上海台人文频道的《文中

有话·让汉字安静一下》。

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60 周年大会及联欢晚会、

情系玉树·大爱无疆——抗震救

灾大型募捐活动、央视 2010 年和

2011 年 春 晚 等 8 个 节 目 获 特 别

奖。除特别奖外，本届星光奖设

电视综艺节目、电视歌舞节目、电

视音乐节目、电视戏曲节目、电视

文艺专题片等 13 个大奖以及相应

提名荣誉奖。

据悉，本届星光奖将于4月8日

在武汉举行颁奖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