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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

□□ 肖帝雷

一代创意大师乔布斯死时，国内的

哀荣派和唱衰派纷纷出动，为这位大众

偶像涂抹上各种色彩，有人为其套上天

马行空的智慧光环，也有人开始质疑他

的各种成就。各种版本的“假如乔布斯

出生在中国”由网友自发创造开始形成

文体，开始在三大门户以及一些社交网

站频繁出现并广泛传播。

哀荣派的理由很坚挺，他们大多是使

用苹果手机和电脑的“果粉”，乔布斯推出

的Mac OS X操作系统以简单易用和稳定

可靠著称。苹果手机无论从外形设计到应

用体验都颠覆了当时国内手机使用时的用

户体验。苹果更在电脑之后，将手机、MP3、

平板电脑等数字硬件全线升级，开发出独

属苹果特色的系列产品，并将各类硬件和

移动、互联网相勾连，创造了一种新型商业

模式，其推出的应用商店业绩至今无人突

破，更改变了终端娱乐业的生态。

而来自中国的唱衰派的理由也颇具

说服力，知名出版人路金波的言论耐人

寻味：“乔布斯是顶尖的生意人，但是他

对中国的贡献，远小于比尔·盖茨。人们

要为一台苹果4省吃俭用，却可以一直享

用盗版Windows。”考据派网友纷纷发文

称，乔布斯对世界唯一和最大的贡献就

是制造出了第一台能普及的个人电脑，

即苹果2。“乔布斯无非就是把他的产品

加上网络增值，实现利润最大化和可持

续性。把现有的软硬件架构加上大屏幕

就成了平板电脑；加上射频，就成了手

机；换个小屏幕，就成了MP4。国内的山

寨手机方案公司在2002年的时候就开

始运作了，只不过国内公司资金少，没达

到芯片级的研发程度，没做大而已。”

然而无论是哀荣派还是唱衰派，都

有一个共同认识：中国并没有产生乔布

斯或乔布斯们。

这个唱衰和哀荣的两面，恰如现在

让国人引以为傲却又尴尬无比的中国互

联网和新媒体产业。即时通讯老大腾讯

以QQ把 1996年 3个以色列人聚一起开

发的新软件ICQ完美击败，附带击败了

MSN；搜索老大百度引以为傲地击退了谷

歌，淘宝可以打败易贝、亚马逊，同样，小

米也可以打败苹果、三星……利好派的

信心无比爆棚，互联网科技是全人类的

知识财富，新媒体业态是全人类之必然

进程；所谓技术无国界，中国近10年来，

互联网技术和电脑、手机软硬件技术一

直在紧紧追随国际顶尖潮流，并且根据

国情需要，创造出了全世界瞩目的商业

成就，成为中国文化 GDP的中流砥柱。

然而唱空派冷静指出，中国近10年来，一

直仅是紧紧追随、模仿甚至是抄袭世界

领先的技术，活学活用别人的商业模式，

并实现巨大的套现。当腾讯、百度、小

米、若干国产品牌公司市值急速飙升的

时候，回到家里，他们是否应扪心自问，

是否应感谢一下乔布斯，或者比尔·盖

茨，或者曾在互联网科技发明和技术突

破领域专注而无名的众多英雄？曾经以

四大发明令世界震惊的中国，当下的创

造力和独立思考、钻研能力又剩下几许？

搜狐财经观察栏目曾推出过“假如

乔布斯出生在中国”的专题，“如果在中

国，他的人生之路则全然不同”“脱离教

条，独立之思考，自由创造成本很高，挣

脱禁锢，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尚且不

易，谈何创新？”

假如乔布斯是一个满怀激情创意的

中国青年，那么他在中国创业时可能经

历哪些道路呢？我们不妨直面一下在中

国创业时可能面临的各种“环节成本”，

进而设想乔布斯可能的N种人生历程。

开办公司初期，乔布斯将在思考创新的

点子之前，首先想到要搞到牌照、经营许

可证之类。开发了Mac OS X操作系统

后，由于开发成本过巨，民营公司不太能

够获得补贴，乔布斯有可能仅以专利权

技术连人带公司，最后被某个大佬收购，

成为其旗下一名打工仔、贡献市值的无

名英雄。否则，他就可能如同上述那个

国内山寨手机方案公司一样消失得无声

无息；如果乔布斯有幸获得此时活跃关

注互联网和技术投资的风险投资的资

助，开始进入苹果手机、MP3、MP4和移动

通讯应用的研发阶段，此时他将可能向

处于渠道垄断地位的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交纳大笔的“路桥费”，没办法，没人会

意识到乔布斯对人们可能带来的影响，

只会仅把他当作一个小CP（内容提供商）

来处理；然而很不幸的是，被风投机构和

乔布斯寄以厚望的苹果手机外观、使用

体验、应用等小到外观设计、流程软件设

计、大到商业模式，可能在2个月内就遭

到了各种模仿和抄袭，其核心技术被他

的研发团队某人以高价出卖。乔布斯

开始疲于奔命地打各种官司，把三星、

小米、若干全告上了法庭，在支出大量

的法律服务费用之后，最后仅获得了少

许补偿。理由很简单：专利权也许可以

保护，外观设计保护恕难普及，商业模

式保护连美国的知识产权界也尚在探

索之中。在大量的模仿型竞争对手面

前，苹果为了生存，苦于挣扎，为了加大

对消费者的凝聚力，果断缩减了进一步

技术突破的成本，忽略了美感和使用体

验的更新，进行流水线式生产以达到批

量降价的竞争力，抱着“法不责众”的心

理，在应用商店中开始大量引入未经授

权的版权产品，泯然众人矣……

一位曾经的苹果“忠粉”在谈到乔

布斯时，开始这样教育他的下一代：“不

用创新就能赚钱，要创新来干什么？”

假如乔布斯出生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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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开门

□□ 本报记者 毛俊玉

在微时代，很多微博大 V的影响超

过了一般的平面媒体，并且涌现出了

一批草根微博名人。微博营销也成为

一个课题。对出版业而言，大大小小

的出版机构都已经注册了微博，借助

这一平台推广图书，与读者互动。而

就在微博的发展如火如荼之时，微信

也开始登堂入室，大有压倒微博之

势。2012 年，微信被看作移动应用领

域最大的亮点之一。截至 2013 年 1

月，微信用户已突破 3 亿。DCCI 互联

网数据中心总裁胡延平预测，2013 年

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微信的活跃

用户数超过微博。在这样的大背景

下，出版机构在微信平台营销图书是

大势所趋。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在人们才刚刚适应微博这一“自

媒体”时，微信更加强势地渗透到了

人们的生活中。微信对人们来说已

经不是一个陌生事物，但如何用好微

信又是一个新课题。对出版机构来

说，微信是一个新兴的营销平台。近

日，记者采访了多家出版机构的营销

编辑，从中了解到北京凤凰壹力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译文出版社、北

京新华先锋出版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博采雅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出版

机构均已开通了微信平台，它们是

“图书微信营销平台建设”的先行者，

但 它 们 开 通 微 信 平 台 的 时 间 也 不

长。而更多的出版机构还未建立微

信平台。分析指出，目前微信营销的

成效还不大，很多出版社不愿意投入

人力物力进行微信平台建设。

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出版

机构已经不能再忽视微信平台了。

2013 年初，艾瑞咨询集团发布的 2012

年中国网络经济总结报告指出：“微信

是 2012 年移动应用领域的最大亮点，

截至 2013 年 1 月，用户已突破 3 亿。”

微信的用户仍在快速增长。DCCI 互

联网数据中心总裁胡延平认为，2013

年，移动网民的数量会超过 PC 网民的

数量。2014 年，中国 10 亿多的手机用

户里会有一半以上是智能手机用户。

这也意味着微信用户将突破 5 亿。

庞大的微信用户将会催生一个广

阔的市场，同时也为出版机构的图书

营销创造了巨大空间。对出版机构而

言，做图书总会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

与读者的距离最近，如何快速在读者

群中进行有效的阅读传播。而微信平

台正好能实现出版机构的期望。

成为企业服务平台之一

民营出版机构北京凤凰壹力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壹力”）

的微信平台于 2013 年 3 月底开通，目

前设置有新书预告、精彩内容试读、客

服在线、内部抽奖 4 个板块。截至 4 月

24 日，获得了 600 多个粉丝的关注。

这个粉丝量的增长是较为快速的。《生

如蚁，美如神》、《故乡有灵》、《岁月的

泡沫》、《一生的读书计划》等近期出版

的图书都在凤凰壹力的微信平台上进

行了推荐。凤凰壹力营销编辑田果

说，和微信相比，微博的字数有限，很

难与读者分享图书的精彩内容。而微

信可以发比较长的文章，因此在推介

图书时，他们会精心挑选一些内容与

读者分享。

在田果看来，微信不仅仅是图书

的营销新渠道，它更是一个综合服务

平台。记者在凤凰壹力的微信平台上

看到，其已将豆瓣小组、微博和淘宝图

书专营店等其他图书营销渠道链接到

了微信平台，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

体。记者点击其中一个链接，进入了

凤凰壹力在手机淘宝网上开设的图书

专营店，可以在手机上淘宝购物。

有了粉丝的关注，就会有沟通和

交流，以及问询和解答。因此，凤凰壹

力设置了微信客服，有专人在微信平

台上为读者服务。田果说：“有读者会

通过微信平台询问一些新书的情况，

还有读者来索要书目。还有人加我们

的微信，咨询招聘的事情。”对凤凰壹

力来说，微信成了一种客服渠道。田

果总结说：“微信有两个功能，一是发

布信息，二是起到综合办公室的作

用。发布信息能增加凝聚力，办公服

务则加强了与读者的沟通与互动。”

谁家粉丝最忠诚

目前，微信要获得关注比较困

难。一些开通微信的出版机构，其微

博的粉丝获得要比微信容易。分析指

出，原因在于读者知道出版社微信账

号的渠道比较少，目前善于使用微信

的读者也比较少，微信的粉丝量增长

自然就比较缓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目前，出版机构往往通过微博、豆

瓣等渠道推广微信平台。此外，一些

出版社将二维码印刷在出版图书的书

封上，读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关注

他们的微信。如北京新华先锋出版科

技有限公司在《娘要嫁人》、《忐忑的中

国人》等新书的封底均印上了二维码。

谈及微信粉丝少的原因，田果说：

“微信的内容更精准，需要粉丝主动认可

你推送的内容，认同你的图书品牌，才会

加关注。而微博则可以泛泛的关注。所

以，目前微信的粉丝会少于微博。”

微信平台推广一本图书并不容

易，它不像微博一样有转发的功能。

因此，微信很难像微博那样一下子就

炒热一本书或者一个话题。但微信也

有微博所不具备的优点。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微信更具凝聚力，微信营销

图书比微博更具针对性。田果则认

为，与微博相比，微信的粉丝忠诚度更

高，更铁杆。

此外，微信的内容更有深度，而微

博的内容比较杂乱零碎。作家宋毅开

通了个人的微信号，他说，微博发不了

长文，内容不易深刻；微博的信息更新

太快，容易被淹没。而微信对这些问题

都有很好的解决，字数空间足够大，每

天只允许推送一两条信息，所以在微信

平台上，大家拼的就是文章质量。只要

文章质量足够好，自然能吸引一大批有

同样爱好的朋友。而这也可以解释为

什么微信的粉丝比微博更有忠诚度。

微信是一个免费的营销平台，也

是新兴的社会化媒体，出版机构想要

用好这个平台并不容易。但未来会有

更多的出版机构开设微信平台，谁也

不想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落伍。田果认

为，对出版机构来说，要做好微信营销

平台，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必须具备服

务精神，为读者提供优质的阅读服务。

图书营销步入微信时代

□□ 本报记者 郑洁

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日前圆满

结束，其中的电影市场交易环节共促成

27 个项目签约，总额达 87.31 亿元，创

下中国电影节展交易额的新高，相比去

年更增长 65.58%。其中，过亿项目达

21 个，占到项目总数近八成，体现出中

国电影交易“量价齐升”的利好局面。

这些数据背后，折射出中国电影市场哪

些变化，国内外电影机构的哪种热情？

记者采访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

的承办方——歌华文化发展集团旗下

歌华蓝石数字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电

影市场项目总监陈彩云。

近90亿签约额来自哪里

“87.31 亿元签约额目前是中国电

影节展最大的交易成交额。”陈彩云说

道。而且与美国等电影市场以版权交

易为主的情况不同，北京电影交易会中

版权交易占比 60%，其他交易更涵盖了

电影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其中，影片类

项目签约额为 31.08亿元；影院院线、影

视基地及文化地产建设类项目签约额

为 30亿元；电影投融资项目、微电影项

目、技术和其他类项目签约额为 26.23

亿元。大项目、大手笔频频涌现，27 个

签约项目中，中外电影合拍项目有 10

个；过亿项目达 21 个，占项目数的

77.78%。

据悉，本届电影市场包括项目创投

及洽谈、产业项目路演、市场放映、市场

展示交易、行业沙龙、签约仪式、研讨会

七大内容，吸引了 800余家中外公司和

机构、3000 多位业内人士参与。组委

会今年首次尝试按照电影制作、投融

资、发行、院线等电影产业运营的重要

环节来划分展位，迎来 200多家国内外

电影公司及机构进入展位洽谈，其中有

80 余 家 国 际 展 商 ，相 比 去 年 增 长

30%。这说明，北京国际电影节已成为

中外影商洽谈合作的重要桥梁、国际电

影交易的高端市场。

“应该说，中国电影的天时地利人

和促成了这个签约和交易结果。”陈彩

云说，中国电影是产业化程度最高的

文化领域，近年来影市一年比一年热，

中间主要依靠市场驱动。而他们举办

交易会的原则也是市场在哪他们就设

置哪些环节。从目前看，市场的蓬勃

最主要是得益于中国电影院线制的发

展，大量影院的出现需要内容支撑，进

而影响整个电影产业链的繁荣。“去年

国产片的票房比例较低，今年一季度

国产片票房却占国内总票房的 68%。

从去年以来，一些中小成本国产影片

表现良好，事实证明，具有中国独特文

化特色的国产片能够在当下的市场有

前途。”陈彩云说。

外资捕捉内地电影商机

让陈彩云感触良深的是外资对于

中国电影市场现状和变化的及时捕

捉。“行业人士几乎都知道 2016 年底

WTO 对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市场的保

护程度可能会降低，在这个大环境下，

中国的电影人也在及时地加强对外合

作合拍的思路，而目前每年美国分账大

片的引进数量从 20 部提升至 34 部，就

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好莱坞的热情。”

陈彩云还谈道，美国电影人正在重新审

视跟中国电影机构的合拍片机制，因为

这种方式不占配额限制，所以好莱坞非

常重视，在此次交易会中合拍项目也比

较多。

“同时，中国电影技术环节的投资，

也不受当下政策影响，加上中国人力成

本等优势，国外机构在此领域的进驻也

非常有热情。”陈彩云介绍道，电影节上

共有近 30 家海内外特效公司进场.为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做特效的公司更

是感叹，在国外他们虽然凭借技术得奖

了，但也因美国高昂的成本而几近“破

产”。“我们可以想象，目前美国大片以

澳大利亚、新西兰为制作基地的景象，

未来可能转移到中国来。”

在陈彩云看来，中国电影后期制作

无论在前期创意还是形象造型设计以

及一些技术手段运用上，都还需要向好

莱坞学习。

歌华搭建影视交易服务平台

近年来歌华艺术、文化、演艺等平

台迅速出炉。“歌华集团是综合型的文

化集团，致力于成为领先的文化服务供

应商，我们在影视领域自身也是有想法

的。”陈彩云说道，而主办电影交易会则

能让他们迅速了解电影领域的讯息、长

短处以及当下的市场空白。特别是培

育电影工业的要素服务交易，逐步提供

电影产业的投融资服务、版权保护法律

服务、营销宣传服务、电影保险服务等

服务平台。

陈彩云介绍说，目前歌华集团正在

主力操作的文化保税区项目，未来会跟

影视的投融资、版权交易等后期服务挂

钩，而她所在的部门目前也已经涉足纪

录片、微电影、电视广告等业务，“期待

未来两年内歌华集团的影视平台会初

步搭建成形，期望北京电影市场在国际

电影交易服务平台上拥有重要席位。”

陈彩云说。

北京国际电影节签约超 80亿元 创交易新高
——承办方歌华文化将搭建影视服务平台

中外合拍片成电影交流主旋律中外合拍片成电影交流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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