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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版企业来说，要有快

速发展，首先人要“活”起来，事

要做得“火”起来，品牌“香”起

来，出版土壤“肥”起来。只有

搞活搞火，才能有新思想，才能

有新局面。

在安徽出版集团有一句

话，“ 人人有激情，时时在状

态。”鼓励大家成为一个有激情

的人，才能组成一个激情的团

队，成为一个有激情的公司。

但有激情并不代表你有状态，

还得懂行，如果不专业、不努

力，激情可能是一个梦想。

打破天花板

如今，已经走到全国文化

产业发展排头行列的安徽出版

集团，也在悄悄地接近“天花

板”，产业发展面临创新与突破

的临界点，如何创新、向哪里突

破，正是王亚非和领导团队正

在研究的问题。

“天花板如何突破?我认为

需要始终找到新的竞争对手，

要找到新的山头去攻克。对我

而言，我始终在思考 3 至 5 年后

的事情，只要想清楚了，就交给

我的团队去做，即使我现在还

没有到那一步，我必须得考

虑。”王亚非说：“人有一种情况

下非常心虚，就是不知道自己

做的事，三五年后会如何，所以

现在都是在为未来做积累。在

工作中，一定会有一些工作是

在为将来打基础的。”

有一点，王亚非是坚定的，

那就是坚持做好文化产业的核

心——内容。“不管是图书还是

电影、动漫等其他文化产品，最

重要的是内容。只要有内容、有

创意，就可以无限地创造价值。

我们正在打通产业链各环节之

间隔阂，将内容转化为附加价

值，让创意变成新的盈利核心，

这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5 年企业靠领导人格魅力，

10 年企业靠制度管理，50 年企

业靠文化建设。王亚非深知队

伍及价值观的重要性，如今，他

把“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

操盘手素质，传递给了更多的

操盘手。在王亚非看来，一个

企业负责人对企业真正负责的

地方，就在于培养这样一支操

盘手队伍。这样“将来无论谁

来主阵，企业都会实现良性发

展”。而如果整个出版业拥有

这样一批人才，整个行业的价

值都将提升，资本扩张、产业链

延伸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由

此整个行业对社会的积极贡献

也将加大。

谈到未来的发展，王亚非

的心底还藏着一个“文人企业

家”的理想。“我带企业不完全

是为了做生意，在我这一任上

出成绩，我更想带出一个有品

牌、有品格的队伍，一个符合市

场竞争、既有文化品位还有独

特风格的企业品牌，打造一个

文化企业的百年老店。”

（（本文人物配图为闫微微本文人物配图为闫微微

摄影摄影））

□□ 伏峰（吉汇文化创始人）

2月 23日，贵报的文化创业版报

道了创业青年杨嘉敏，笔者同为文化

创意领域的创业者，杨嘉敏的创业经

历让我引起共鸣的是“勇气”：从风投

公司辞职并借钱创业、瞄准百老汇并

决定引进音乐剧《我，堂吉诃德》，辗转

联系到该剧的实际版权持有人并在资

金有限的情况下争取到授权……这

一步步，杨嘉敏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

是难以实现的。

笔者认为，创业者最宝贵的素

质就是“从无中创造有”的信念以及

“方法总比困难多”的达观，而其中，

勇气又至为关键。特别对于草根创

业者，在公司规模、资金、人脉不足

的情况下，更要敢想敢做。比如杨

嘉敏创业初始便决定引进百老汇的

音乐剧，这就是敢想；不因《我，堂吉

诃德》的版权代理公司的报价过高

而放弃，而是联系到实际版权持有

人并赴美洽谈，这就是敢为。给著

名投资人王功权发私信邀请他观看

《我，堂吉诃德》也能体现杨嘉敏的

勇气：互联网时代，联系上一个名人

是比较容易的，但很多人不敢联系，

而杨嘉敏敢，所以她成功邀请到了。

勇气的一个体现就是尝试。社会

环境已经设限太多，创业者就不要再给

自己设限。我们要勇敢尝试，突破一些

隐形限制。像邀请名人关注以及寻求

大公司合作这种事，即使失败也是没有

成本的，成功了则就“赚”了。只是许多

人受制于“失败的恐惧”，或者是有“人

家是名人或大公司，不会理我这种无名

之辈或小公司”这种消极的预设而不敢

尝试，所以应该有“祛魅”的心理能力，

就是“名人也是人，大公司也是公司，我

们不是去乞怜，而是提供双方共赢的合

作机会，你正好有需求那就双方受益，

你没需求那打扰了”。

笔者也借机分享一下自身创业中

的一些经历，来佐证勇于尝试能带来

收益。笔者在 2012年初发现 2012伦

敦奥运会塞尔维亚国奥队吉祥物乐鸡

Lucky在网络上走红并被网友称为“史

上最萌吉祥物”。虽然我的公司刚成

立，规模小，但我认为，乐鸡形象好，在

国内有良好的口碑，公司是经营卡通

吉祥物的，当时还没有人去争取形象

授权，为何不去尝试争取呢？于是通

过多个渠道，我联系到塞尔维亚奥委

会并最终争取到了乐鸡Lucky在我国

内地、香港、澳门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

唯一经营授权，并开发销售乐鸡Lucky

相关衍生品及开展授权合作业务。很

多合作方非常惊讶一个刚起步的小公

司拿到奥运吉祥物的经营授权，但其

实难度没有想象中的大，只是我们敢

去争取而已。当然，后来我们也经历

了一些失败，比如拿到乐鸡Lucky授权

后，我们就联系李宁、凡客等大公司寻

求合作，生产有乐鸡 Lucky形象的服

装。辗转联系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虽然因为某些原因没能合作，但我们

至少知道不合作的原因是什么，便于

我们寻找下一次合作的机会。

因为选择了一条风险大且艰难

的路，所以笔者认为每一个创业者

都是有勇气的人，而勇气最终可以

进化为“胆识”。

【活动】

由博采雅集文化策划的国

学经典系列之《颜氏家训》乃中

国家训之祖，是北齐著名思想

家、教育家、文学家颜之推的传

世佳作。这是颜之推为教育儿

女所写的家训，语言真实亲切，

循循善诱，秉承忠孝传家、治学

修业、立身扬名的家族文化精

神，成为家庭教育的典范。

敬 请 关 注《 文 化 财 富 周

刊》，本刊将向 10 名幸运读者

赠送《颜氏家训》一书。请发邮

件 至 w h cfzk 002@163. com 索

取图书，送完为止。

【征稿启事】

《文化财富周刊》读者来信

栏目面向文化经济领域的投资

者、经营者、管理者、学者以及关

注文化财富的热心读者长期征

稿。您可就当前的热点话题发

表看法，可将自己经营文化企业

的所思所想付诸笔端，可与大家

分享投资文化产业的心得，也可

对本报文章做出回应……字数

1200字以内，要求言之有物。

投稿邮箱：whcf zk002@163. com

“

“

“企业就像一

列前进的火车，企

业领导人要做个

优秀司机开着火

车不停地向前，不

管风吹雨打冰雪

暴日，只能向前，不

能停下。要始终

保持动力，这是责

任和义务。企业

领导人更要像船

长，在生死关头，任

何人都可离船，而

船长不能弃船，必

须与船共存亡，这

是船长精神。”

□□ 本报记者 李婧

六七年前，作家出版社社长葛笑

政有时会为相熟的作家代理版权经

纪，但他一直很苦恼，单本作品的版

权买断处于版权交易的初段阶段，其

实很难有多大收益，他想如何才能实

现版权交易的规模化，真正让作家们

从版权交易中获益？有一天，版权交

易有没有可能建成一个类似阿里巴

巴的公共平台，供求双方都能在这里

找到各自的心仪对象，实现版权低成

本、快速高效的交易？

出版社的核心价值是版权

葛笑政最近一直为作家出版社

的作品研发中心忙活着，这个研发

中心主要业务就是文学作品的研

发、版权交易和孵化。

两年前，作家出版社已成立一家

影视公司，其目的不在制作电影和电

视剧，而是专注于影视产业链条上的

初端产品研发，即出版作品的剧本改

编、剧本开发、策划和版权交易。

去年，作家出版社已经试水了

两部艺术电影，其中由天津作家林

希的小说改编的《危城之恋》在全国

25 个城市的艺术院线上线，并入围

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影展，这部电影

的制作费只用了 200多万元。

在葛笑政的设想中，未来这个研

发中心将对外开放，其版权资产库不

限于作家出版社自己出版作品的版

权，而是开放式的，全国任何一个写作

者，只要确保影视改编权在本人手中，

都可以将版权聚到这一平台上。而任

何需要好剧本的投资者都可以到这一

平台上选择所需的选题，而作家出版

社要求享有分账权或影视投资权，一

般来说，这个比例是10%至20%。

未来，作家出版社将从一个传

统出版社转型为作品研发机构，事

实上。早在 3年前，作家出版社已经

在思考转型战略，就是以版权为核

心，辐射到数字出版、影视出版等衍

生领域。葛笑政认为，传统出版社

的转型核心在于对版权的维护、储

备和运营。

版权“阿里巴巴”需各方协同

“版权印”业务将版权信息以图

标、代码、URL链接、二维码、数字水印

等数字化形式与作品紧密绑定，使版

权作品的版权信息在作品发布、流转、

交易等过程中实时可见、可查与可用。

像葛笑政一样正在为版权集约

化努力的还有许多人，他们有的以金

融手段推动版权运营向规模化方向

发展；有的从事版权确权，为版权集

约化奠定基础；有的负责内容分发，

为版权集约化提供技术支撑，这些名

不见经传的新兴科技公司，共同为搭

建一个版权“阿里巴巴”提供了专业

服务，组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人们在网上搜索资料时，常有这

样的感受：很容易搜索到需要的图片，

但是每搜到一张图片却不知道能不能

用，授权的复杂性没有解决。如何让

内容随时可用，所见即所用，所用即授

权？北京版银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

一宏介绍了他们的“版权印”业务。“版

权印”并非真的给作品盖上章，而是形

象的说法，是将版权信息以图标、代

码、U R L链接、二维码、数字水印等数

字化形式与作品紧密绑定，使版权信

息在作品发布、流转、交易等过程中实

时可见、可查与可用。版权作品的原

作者可以通过版权印宣示自己的权

利、制定授权规则和授权价格；版权使

用者可通过版权印及时了解这些信

息，从而规范使用者对版权作品的使

用行为，实现版权作品的有序流通。

陈一宏介绍，版权印平台 3月中

旬将正式上线，所有个人和机构都

可以免费注册和使用，而他的公司

利润主要来自于交易产生后的佣

金，即版权作品的尾部收益。

北京云视天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祝晓成的主要工作是为视

频版权云分发平台提供技术支撑，版

权云分发将改变电视剧一直以来的

版权买断制，而是以点击量确认收

益，上下游利益方以分账模式分享收

益，而云分发平台作为第三方，将为

上下游提供点击量的实时动态数据，

保证数据的真实可信，降低权属风险

和结算风险，提高各方交易信用。

“分账模式帮助权利人和播出

平台，规避价格大起大落的风险，降

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的覆盖度和

规模。同时也降低播出平台带宽和

运营成本，更有利于播出平台取得

海量、丰富的内容，满足消费者个性

化的需求。”祝晓成说。

社会化作品有望实现版权保护

在网络时代，社会化分享已经

成为全媒体重要的模式和形态。大

家都在用微博、微信，但这些社会化

作品如何实现版权保护？

中国东方雍和国际版权交易中

心董事长殷秩松介绍，国际版权交

易中心正在探索微博的版权社会化

平台，“今天我们看到在微博里面已

产生诸多的版权问题，如何面对，是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化版权的

托管服务平台将是版权集约化运营

的重要部分。”

在社会化协同创作、管理和输

出方面，国内最大的译者社区译言

网走在了前面，该社区于 2006 年底

成立，现在有 38万个注册用户，活跃

的译者占三成左右。

译言网 CEO 赵嘉敏介绍，他们

第一次采用深化协作的方式是 2008

年汶川地震，组织了 600多位社区译

者，完成了 10万字救灾资料的翻译，

这些资料后来由地震出版社整理出

版成地质安全手册。此后译言网开

始深入尝试社会化协作的机制，翻译

过多本图书，其中很有名的是《失

控》，该书由于内容涉及多个学科，传

统出版社很难翻译，而译言网通过社

区协作的方式，找到了 11 个来自不

同学科的译者，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

将其翻译出来。但是社会化协作和

分享在版权操作上一直处于灰色地

带，因为这些网站上的文章，都是由

译者自发选择、自发翻译、自发发表，

没有严格的授权。要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构建社会化版权的托管服务平

台，而版权聚合之后，如何变现又是

一个难题，赵嘉敏认为，未来可能主

要通过衍生环节实现变现。

中国东方雍和国际版权交易中

心是版权集约化理念的提出方，并

一直致力于推动其发展，记者专访

了该中心董事长殷秩松。

文化财富：您曾提到版权集约

化已到了很好的时机，为什么？

殷秩松：现在版权的创造越来越

容易，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多，版权价

值参差不齐，这个跟数字时代的发展

密不可分，而从需求来说，版权需求

越来越分散，传播分享越来越多，以

单一版权来说，价值不高，为版权集

约化运营提出了必要性。版权从创

造到消费，整个链条的分化和融合越

来越明确，专业化集成也成为趋势。

文化财富：版权集约化运营主

要有哪些形式？

殷秩松：第一类是版权资产的

运营基金，利用私募基金的形态，通

过资产集成形成人才的集成，最后

实现集约化经营。2010 年我们设立

中关村新媒体版权基金，是国内第

一支版权私募基金，希望通过资本

的集成实现资产、人才、经营能力的

集成。第二类是社会化版权的托管

服务平台。第三类是专业化版权的

托管服务中心。受托之后如何经营

是一个问题，这种受托形式在很多

年前就有，如新华社受托过很多出

版社的版权。但是原来的经营模式

不够多元，版权价值实现并不是很

充分，在这个时候受托就变成只是

托付一下而已，并不能带来真正的

经营价值。所以，如何构建多样性

的经营网络和电子化的经营平台，

是专业化的版权托管中心未来必须

解决的一个问题。

文化财富：当下在版权运营方

面，版权云成为一个很热的概念，其

与版权集约化有何关系？

殷秩松：版权云是什么？形象

地说，就像在家里使用自来水一样，

只要有人在网上消费了数字文化产

品，无论是看了一集电视剧，还是听

了一段相声，都相当于拧开了水龙

头，版权云就像水表一样开始计费，

然后再从网络公司的指定账户里划

账，并且将版权费支付给持有该产

品版权的文创企业。其实版权云供

应的运管平台解决的问题就是，如

何在版权的上下游之间建立一条供

应链，使得版权能够按照标准化合

约快速地、实时地进行交易和交付。

像逛网店一样购买版权产品

版权“阿里巴巴”来了

勇气是创业者的关键特质

3D 打印的商机和科技副作用

□□ 孔书（媒体人）

3D打印是当下流行的词汇。从

设计业到新闻界，从 I T业到股市，它

似乎能够渗透到所有行业。3D打印

究竟有多火？2月 13日，美国总统奥

巴马在发表 2013年度国情咨文时提

到，3D打印技术“革新了关于制造的

一切”。他表示，美国计划建设一个包

含15个制造创新中心的全国性网络，

专注于3D打印等新兴技术的研发。

事实上，3D打印技术从 10 年前

就开始被用于汽车、航空航天模型设

计，那时它被叫做“快速成型”技术。

随着三维图像软件等立体图像的扫

描、编辑技术的进步和装备制造上的

升级，3D打印的用途越来越广泛。

北京计算中心3年前从国外购买

了一台冰柜大小的3D打印机，一开始

只打印一些小型工业齿轮，后来与北

京自然博物馆合作，打印出一件小型

马门溪龙骨骼模型用于研究。国内

还有文物爱好者自发在尝试利用 3D

打印机进行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

很多人看到了3D打印的商机，开

始把科技带入百姓生活。去年，我国

首家3D打印照相馆落户西安，在这里

顾客只要花15分钟将自己的全身外形

扫描至计算机，经过 2至 3小时打印，

便会得到一个立体的自己。今年1月

15日，一座3D打印体验馆落户北京工

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如果一对新人

来这里用三维照相的方式拍摄结婚

照，最后得到的不再是合影照片，而是

打印出的结婚雕像。一位刚从美术学

院毕业的学生开设了自己的3D打印设

计工作室，开发出3D打印灯具、饰品等

产品，目前已经开始盈利。

不过，正如许多高新科技都是双

刃剑一样，如此神奇的“造物神器”也

有它让人担忧的地方。在美国，已经

有网民根据从网上下载的枪支打印

图纸，通过 3D打印机制造枪支零件

和弹药匣，组装了一把如假包换的来

复枪。这让一些开发者意识到，有必

要为这门新技术限制使用边界。

目前，淘宝网上已经有小型3D打

印机出售，一台打印规格为20厘米以

内的 3D打印机，售价为 2 万元左右。

当 3D打印机和配套的激光扫描仪变

得廉价之后，衣服、鞋子、工具、家具等

重视设计成本的商品，它们的廉价仿

制品就很容易出现泛滥的问题。如

何有效防止盗版、山寨呢？

而因为机器和打印材料的限制，

3D打印也不是什么都能完美复制的。

北京计算中心市场总监朱林介绍说，

比较大型的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成

品最大尺寸也只能达到长宽300多毫

米、高约250毫米，而且在色彩、质感等

方面不能重现物品原貌，只能复制它

的几何形状。另外，造价比较高，打印

出来的产品表面不光滑，还需再加工

也是3D打印产品的一大硬伤。

读者来信

对 话

版权创造越来越容易，版权需求越来越分散，这为版权集约化运营提出
了必要性。（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