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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文化产业投融资趋势预测

□□ 刘德良

纵观 2013 年全年，文化产业私募

股权投融资活动依旧频繁，优质企业纷

纷选择海外上市。据不完全统计，2013

年文化产业私募股权投融资事件 143

起，已披露投融资总额 120.92 亿元，分

别比 2011 年和 2012 年增加 27 亿元和

64.29 亿元。相比 2011 年火爆时期，融

资总金额下降了 19.43%，热度有所回

落。2014年,文化产业投融资将呈现怎

样的趋势？

文化产业投融资将迎来小高峰

2013 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约占

GDP比重的 3.77%，对社会经济的拉动

作用进一步加强。2013 年文化产业投

融资迎来近 5 年内一次重大市场化调

整，国内 IPO 大门持续关闭，年末刚开

启，新三板扩容进行中，逐渐强化了文

化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叠加影响。

上市方面，截至 2014 年 1 月 2 日，

在上交所和深交所申请上市的文化企

业多达 46 家。 2013 年共计有 13 家互

联网文化企业先后在香港、美国等地上

市，这为国内众多想谋求境外上市的中

国文化企业带来信心。与此同时，2013

年在新三板挂牌的文化企业多达 30

家，其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特质受到

初步认可。

除此之外，文化产业领域内众筹模

式逐渐兴起。据统计，文化项目融资规

模已经从 2011 年的 6.2 万元增长到

2013 年年末的 1278.9 万元。“大家投”

众筹平台共发布 83起科技创新企业的

股权众筹信息，其中 7 家企业完成 615

万元融资，15 家正在融资当中的企业

已获 264万元融资。

总之，在利好投融资环境下，2014

年文化产业投融资将迎来一个小高

峰，投融资活力预计将会被大大激活，

系统把控、战略选择、机会辨识和执行

能力更加注重策略。在私募股权投融

资领域，受 IPO 新政影响，更多早期项

目将受到关注，团队能力和所处行业

前景成为首要考虑因素。创新企业和

创新模式的稀缺性争夺更加频繁，天

使投资、早期 VC 和腾讯、百度、阿里

巴巴等三大巨头间的竞争将愈加激

烈。整体看，在科技发展驱动下，文化

产业内部的传统旅游、教育等领域将

会继续出现潜力企业，游戏行业投融

资活动将有所回落，资本将更加理智

选择标的，传统文化产业形态如广电、

演艺、新闻出版、娱乐业在继续面临转

型危机的同时，跨地区、跨行业、跨所

有制的兼并重组活动将持续升温。新

三板、创业板、中小板和主板逐渐形成

我国资本市场的多层级互补结构，文

化企业直接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各

板间联动作用令人期待。与此同时，

国内文化企业登陆海外资本市场的热

度不会降低。

2014 年，在文化产业银行信贷、债

券融资、保险和信托领域依然值得期

待。预计 2014年全国文化产业中长期

贷款余额有望接近 2000 亿元，债券融

资在经过 2013 年试点工作范围扩大

后，继续实现平稳增长，或可将“新三

板”挂牌公司引入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

券。文化产业保险在首期试点工作结

束后，同样会有所举动，尤其是在艺术

品保险领域。在文化产业信托方面，积

极引导初创期中小企业采取灵活设计，

尽快实现融资和价值投资，以及影视、

艺术品等项目的融资和投资。

引导民间资本和金融资本

探索创新模式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当前我国文

化产业投融资体系还存在一些不利产

业提升发展的问题：一是我国文化产

业投资经验积累不足，投资过快过热

的趋势在某些细分领域内表现得较为

明显，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等资本模

式和产业发展模式仍在改革和完善

中，资金供给和文化产品生产则相对

不足；二是文化金融产品多元化不足，

难以满足文化产业的融资需求；三是

文化产业中产权交易体系、无形资产

评估体系还不完善，导致文化资源和

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对接困难；四是国

有文化企业资产有相当一部分未能产

生经济效益和产业价值，且国有文化

资产在管理、流转、出让、交易等方面

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模式和体系；

五是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

组的体制障碍仍然阻碍着文化产业集

约化、规模化的方向；六是版权交易市

场、艺术品交易市场等要素市场建设

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产生对产业发

展的真正推动力。

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建设要以激

发民间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创新力为核

心点，引导民间资本和金融资本面向

文化产业探索创新模式，并通过制度

设计保障民间资本和金融资本平等、

公平、自由地参与文化产业投融资，笔

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是

推动建立全国性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资

产转让交易平台；二是推动民间资本

参股控股国有文化企业的制度体系探

索；三是推动文化产业经营信息和信

用信息平台建设；四是推动无形资产

会计制度改革，建立以无形资产为核

心的文化产业创新金融体系；五是推

动国有文化企业联合优秀的民营企业

兼并收购国外文化企业的方式，快速

进入国际市场；六是明确国有文化企

业的战略发展布局和兼并重组方向，

联合宣传、文化、财政、税务、工商、国

土、商务以及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出

台文化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进

一步推动文化企业股份制改造、上市

融资和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并推动

国有文化企业吸收和联合竞争能力较

强的民营文化企业，最终培育出一批

混合所有制、跨媒体、跨平台、具备国

际竞争力的骨干型企业。（本文作者系

新元文智集团总经理）

□□ 本报记者 刘妮丽

2014 年的脚步日益临近，人们期

盼新年到来的心情也与日俱增，甲午马

年承载着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期盼与

愿望。对于文化产业领域里的从业者

来说，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如何在创意与

市场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准确预测市

场，把握投资机遇？本期邀请几位文化

创意者，聊一聊他们的新年愿望。

台湾著名导演赖声川：

期待剧场结构平民化

关于理想——

艺术殿堂不再高高在上

关于一个理想的创意园区，这几年

也有很多人找我做过规划，我认为的创

意园区不是在边远的地方，而在市中

心，它应该涵盖很多内容，包括服装、家

具，甚至快餐厅，它应该是把日常生活

浓缩到一起的一个空间。过去，中国建

了很多剧场，都是采用 19 世纪的建筑

模式。 19 世纪的歌剧院是艺术的殿

堂，要欣赏艺术就要走进一个楼才能进

到伟大神圣的殿堂。但我认为要把整

个剧场结构平民化，很多人可以走进剧

场，花低价钱看一部戏，这是我的理想，

未来应是这样，这才是新时代的创意产

业园区。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意义在于让

全民了解文化和创意的重要性，可以参

与，这才是重点。如果文化创意产业变

成奢侈品，创意园区就跟生活脱节，也

就违反了它原来的意义。目前来说，大

部分的文化创业产业园区的发展不太

乐观，很多园区到最后变成一群餐厅。

文化创意产业如果真正实践下去，

是要创造创意、创造文化，这两点若没

有做到的话，最后就是做一个漂亮的空

间或者开一个餐厅。文化是个名词，但

我们应把它动词化，它是要转化人心、

转化社会。

关于事业——

预测市场不如创造市场

30 年来，我一直从事戏剧行业，戏

剧该如何产业化，从《两个人一直说

话》、奥运会开幕式，到话剧《宝岛一

村》，再到拍电影……很多人都问我是

如何准确猜测市场的，在他们心中我是

很有市场的导演。其实，这对我来说是

一个大陷阱。

我看过一篇报道，一部新电影上

映时，好莱坞有史以来票房成绩最好

的导演却躲到山上的一个小屋，不敢

面对第一周票房的压力，即便是全世

界有史以来最好的票房，他也不敢去

面对市场。这就是一个陷阱，你一直

在猜市场，想下一步话剧要做什么，猜

观众要看什么，其实这不是聪明的做

法。如果我想知道你要看什么，那还

不如想我要看什么，这是比较合理的

方式。就像乔布斯讲的，消费者不需

要事先知道要什么，iPad 面市前并没

有做过任何市场调查，上市后却很受

欢迎，一直卖到今天。我的《如梦之

梦》是一场 8 个小时的戏，有人质疑是

否有人会去看，但它还是演出了，而且

靠票房生存下去，这就证明我们所关

怀的，就是观众需要的。

关于投资——

赢得市场的不是有商业算盘的

文化产业细化到剧场文化，作为文

化投资者应该从哪些方面把剧场文化

做好做强？

我认为，商业跟艺术之间的区分是

不存在的，动机会决定你做的是商业还

是艺术。如果动机是赚钱，就是商业，

如果你不在乎票房，你做的就是艺术，

这样反而更了解我投资的是谁，投资的

是好作品还是赚钱的作品。好作品能

否赚钱？以今年上映的电影为例，每一

部都有强烈的商业算盘，认为可以赢得

市场，但 10 部戏中只有 1 部会赢，这是

规律，最精明的商人也算不出哪部电影

一定会赚钱。只要做就要做最好，做好

了你就赢了。

遇到艺术和商业相结合的工作就

是硬碰硬，只有一个方式可以缓和彼

此的矛盾，投资人要更理解艺术人，艺

术人更要理解投资人。如果没有资

金，电影就拍不出来，你接受最棒的赞

助就是什么条件都没有。在欧美和台

湾，一个企业赞助你，不会在舞台上放

一瓶酒或者规定演员一定要用什么品

牌的道具，只在海报上放个 Logo，这

就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企业不一定大，

但人够大气，欣赏你而赞助你，而不是

纯粹的利益交换。

建筑师事务所MAD负责人

马岩松：

文化如何让我们

生活得更好

关于理想——

用建筑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有权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如果所有的房子都是一样的，进行大

批量生产，那现在的城市可以说是用

公式算出来的，建筑多高，面积多大，

楼与楼的间距多少，就是没有关于怎

么生活的讨论，没有你想要的环境，你

想要的平台。比如，我想要一个院落，

院落有颗树，树下有子孙，有家庭，有

温暖，有爱，所有这些东西，不是用公

式算出来的。

文化不是必需品，不能跟消费品

去比较，大众消费品有很多是必需

品，关系到生活最基本的东西，但文

化艺术品，比如一幅画是可有可无

的，不是必需品。反过来，做文化的

人，也没必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必需

品，如果没有人需要你，就是虚的。

另外，灵魂是每个人所需的，一

个城市也有灵魂，老北京也在消费这

个伟大的城市，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

是跟它类似的，老北京很美，但是是

由有灵魂的人创造的。对于生活，不

是我们生活得好不好，而是有文化能

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关于事业——

建造出有生活和灵魂的城市

我设计建筑，肯定建筑要有用，

很多人认为做建筑是在盖房子，这

不能说明全部现实，所有的城市建

千篇一律的房子，城市之美从何谈

起？灵魂在哪儿？房子盖完了灵魂

全都毁了。

我们在经济时代下生存，你最理

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每个人可能都

有不同的想法，但在现实中就是实现

不了。我认为文化人都有这个层面的

抱负，我们要给社会带来自由，是思想

的自由、选择的自由，这是一个社会抱

负甚至是政治抱负，一个只是从经济、

政治出发建造的城市，是不可能创造

出生活和灵魂的，因为没有生活就没

有灵魂，所以，怎么生活，其实是跟每

个人息息相关的。

关于投资——

不希望投资者约束我自己

有人觉得我不重视建筑事务所

的品牌，这对于投资者来说很危险，

但我不希望投资者约束我。作为一

个设计师，我更关心事务所以后的路

怎么走，其实品牌都是附属品，只有

作品跟人是密切相关的，你的生活是

什么，你的作品就是什么，作品反映

了人的内心。一个人的成长需要时

间，比如，怎么看待社会和城市，怎么

让作品达到预期效果，而品牌并不是

最重要的。

Maryma高级定制中心董事长

兼艺术总监马艳丽：

牛仔礼服走向世界

关于理想——

赋予牛仔新的生命

我在 2000 年做第二场时装发布

会时，所用的面料都是牛仔，那时对牛

仔的痴迷程度可见一斑，人们对牛仔

的理解大多停留在牛仔休闲层面，很

难想象它还会有另一种形象。在那次

的时装发布会上，我尝试着用牛仔做

礼服，如果用牛仔面料做成优美大气

的礼服，或许能在奢华的礼服当中脱

颖而出，也能显示出这个人的性格，而

这个性格可能正是我内心想要的。从

生活美学上和设计上把牛仔做一个好

的延伸，希望有一天，不管是在中国还

是好莱坞的颁奖舞台上，走在红地毯

上的明星们能够穿上我的品牌，这是

我的一个梦想。

2003 年，我开始做服装品牌，从零

售到高级定制，再到 2014 年打造牛仔

系列品牌，对我而言是一个新的商业模

式。因为高级定制是针对高端、小众人

群，在规模上不容易做大，但其附加值、

影响力在这个领域都有一定的分量。

此外，高级定制客户是很好的传播者，

对品牌的宣传也有很大的作用。

关于事业——

文化市场需要设计理念引导

当人们出席活动时，总是纠结于穿

什么样的衣服，人人都希望自己拥有更

美丽的人生。这就使服装行业拥有很

大的市场，但如何满足这一消费市场？

就需要有设计师和服装品牌去引导。

在当前的大环境下，需要一个真正的创

造者、一个设计师、一个品牌去引导消

费者，让消费者发现这正是他们需要

的，有时还要有坚强的财团在背后支撑

你。如果找对合适的时机和方式，它一

定会带动真正的审美高度，影响人们的

生活质量。

关于投资——

不排除投资其他行业

设计对我来讲，是我一生要去延续

的事业。因为 Maryma 这个品牌从创

建到现在也受到一些朋友的认可和喜

欢，这是我的梦想，毕竟这是一个美丽、

幸福的行业。把身边的人打造得光鲜

亮丽，对我来讲也是一种享受。但作为

一个企业，在不同阶段，当然会有一些

新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有一些多元化的

发展。所以，不排除将来在别的方面有

一些投资。

金融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