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15年 9月7日 星期一E-mail：whcyzk@126.com 电话：010-64291141产业与市场·影音本版责编 于 帆

万达院线投资时光网 开展O2O业务

一周影话

国产电影票房屡破纪录的喜与忧

影音资讯

中 国 电 影 如 今 不 仅 让

世界影坛惊艳不已，也在不

断创造票房奇迹。然而，在

电影市场一路高歌猛进之

时，国产电影作品质量离精

品力作甚远。就其电影的

品格、电影的境界、电影的

思 想 力 量 和 艺 术 力 量 而

言，可概述为轻电影、小电

影大行其道。称其轻，是指时代质量过轻；称其小，是指思想力量过

小。现在的国产电影因一切围绕市场而失衡。重迎合，轻引领，迎

合市场，淡化责任，唯利是图，疏离理想。 （来源：《光明日报》）

评：电影作品之病，出于创作者和制作人审美理想之偏差。

当下电影创作者，不能因被电影市场之手改写了审美目光、审美

理想和审美习惯，便脱离社会、脱离生活、脱离观众。市场和艺术

之外，电影也有必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弘扬主流价值观念。我们

需要反思，最近这些年是否过于强调电影产业化，是否格外重视

电影的娱乐功能，而忽略了电影对社会风尚的引领作用？

《三体》获奖，你是否看好电影版？

近 日 ，被 称 为“ 科 幻 艺

术界诺贝尔奖”的第 73 届雨

果奖在美国揭晓，中国作家

刘 慈 欣 凭 借 科 幻 小 说《三

体》获得最佳长篇故事奖，

这是亚洲人第一次在国际

上摘得雨果奖。消息传来，

对于已经杀青正在制作中

的电影《三体》，影迷更加好

奇了。据《三体》片方介绍，整个剧本修改了近 20稿，电影投资超过 2亿

元，全片 2400 个镜头中有 2100 个特效镜头，后期团队超过 600 人，目前

正日夜赶工精益求精。 （来源：《文汇报》）

评：中国何时能拍出自己的科幻大片？这个问题似乎一直没

有答案。刘慈欣认为，中国科幻电影其实不差钱，也不差拍摄技术，

缺少的是对科幻概念的认识。在很多人看来，即使是好莱坞超一流

的团队，改编《三体》都颇为棘手。以国内二三流团队的实力来制作

这部影片，恐怕更难令《三体》迷和其他影迷满意。电影版《三体》究

竟如何呈现原著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花千骨》收视虽火，竟然是赔钱的

今年火爆暑期档的电视

剧《花千骨》不仅引发超高收

视率，同款手游、周边商品也

让商家赚得盘满钵满。然

而，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交易

管理中心主任肖宁日前却透

露，《花千骨》在湖南卫视是

亏本的，因为剧场招商早在

年前就买断了，《花千骨》播得再火，于电视台来说也没有什么获利机

会。肖宁此语引起外界对传统电视台境况的一片悲鸣——如果连省级

卫视的“老大”都赚不到钱，其他卫视该怎么活？ （来源：《羊城晚报》）

评：知情人分析，湖南卫视所谓的“赔钱”，不过是没有分到

《花千骨》诸多如手游和周边产品的收益而已。虽然游戏和衍生

品在影视剧收益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商业广告目前依然是电

视台盈利的主力。实际上，如果电视台仅作为单纯的播出方，仅

能从广告中赚钱，随着周边产业发展的成熟，其广告收益所占整

体比例只能日益缩减。传统电视行业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开发电

视剧产业的多种盈利方式，更好地参与到蛋糕分配中去。

（素淡 整理点评）

电影票也电影票也能改签能改签？？

行业规则能否被互联网改写
孙 雨

项目项目成功率仅六成成功率仅六成

影视众筹市场面临投资危情
刘 丽 张小洁

一部国产动画电影及其 89 个众筹

投资人的财富故事，在这个夏季，一遍

又一遍地在媒体、论坛等各式各样的平

台中被提起——《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以下简称《大圣归来》）票房破 9 亿元，

众筹投资人人均投资不足 10 万元却净

赚 20 多万元，这的确堪称影视投资史上

的励志故事。人们为之狂欢膜拜之余，

却少有人注意到，这一非常规案例，障

目了更多影视众筹项目的落魄，掩盖了

影视投资领域的高风险现状。

小概率盈利

显然，《大圣归来》的成功并非常规现

象。百度去年推出“百发有戏”平台，试图

涉足影视众筹市场，但其随后推出的电影

《黄金时代》，却无奈遭逢“滑铁卢”。而阿

里巴巴通过众筹推出的《魁拔Ⅲ》，同样

也遭遇了票房惨败。可是，成功的案例

总被人津津乐道，哪怕它只是个孤例。

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23 日，《大圣归

来》票房累计达 9.32 亿元，创近 50 年来

国产动画电影最高纪录。据媒体报道，

这部采用了众筹方式进行融资的影片，

参与投资的 89 位众筹投资人，合计投入

780 万元。目前初步预计，众筹投资人

可获得本息约 3000 万元，平均到每位投

资人身上，相当于每个投资人在此笔投

资中净赚了约 25万元。

“这 89 个投资者，由于他们是股东，

电影越卖座，回报就越高，所以他们会

积极参与到营销中。虽然《大圣归来》

是通过熟人朋友圈的私募方式，不属于

公开的股权众筹模式，但它充分发挥了

众筹的优势。这也形成了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一种基础模式。”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院副院长、互联网金融专家杨东

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电影通

过众筹模式，能够克服传统金融模式的

不足，使产业和金融高度融合，并将资源

充分整合起来。众筹的直接效果就是

“股东变成消费者，消费者变成股东”。

问题在于，还能不能有第二个、第

三个乃至更多的《大圣归来》？据盈灿

咨询数据统计，目前国内共有 9 家平台

涉及影视类众筹。从平台项目发布数

量来看，近半数平台影视类众筹发布项

目皆为个位数，而项目成功率仅为 64%。

淘梦网创始人阴超表示，去年国内

影视行业吸引了约 800 亿元的投资，但

票房却不到 300 亿元，也就意味着其他

的投资打了水漂，这也直接证明了影视

投资无疑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淘梦

网这类平台，目前更多的是在支持年轻

导演拍短片，提供偏商品类而非偏股权

类的众筹，投资者在投资视频短片后，

可以获得相应的海报、宣传物等。”阴超

坦言，即便是这种模式，项目成功率也

并不高，仅为 20%至 30%。

天使汇创始人兰宁羽对影视类的

投资现状更为悲观。他表示，2015 年上

半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示立项

的电影剧本有 1329 部，初步预计全年立

项 3000 部左右。此外，还有大量的电影

项目根本没能完成立项手续，但资金早

在项目初期就需要进入，而目前每年进

入院线的国产电影仅为 200 部左右。以

3000 部为基数，这也就是 1/15 的比例，

但 其 中 能 够 盈 利 的 国 产 电 影 能 有 多

少？这个概率恐怕比天使投资的成功

概率还要低，影视众筹的风险可见一

斑。

伪项目众多

笔者注意到，不少所谓的影视众筹

项目，不过是投资于影视项目的理财产

品。业内人士称，这种投资几乎无需门

槛，几百元、几千元便可参与投资，并获

得相应的承诺回报，投资者并不能真正

成为电影的股东或者出品人。比如阿

里巴巴和百度分别推出的“娱乐宝”和

“百发有戏”，其模式就更接近于互联网

理财产品。

以阿里“娱乐宝”里的《小时代 4》项

目为例，最低投资金额为 100 元。这 100

元并没有直接投至影片，而是先购买国

华人寿的保险理财产品，再由保险公司

投向文化产业，获取投资收益，预期投

资年化收益率为 7%。也就是说，假设一

个用户向《小时代 4》项目投资了 100 元，

预计可收到 7元收益。

百度“百发有戏”的项目收益则由

票房收入来决定，收益情况分为几个档

次：如果电影票房低于 2 亿元，收益率为

8%；每增加 1 亿元，收益率就提高 1 个百

分点；如果票房超过 6 亿元，收益率可达

16%。以该平台上的电影《黄金时代》项

目为例，如果电影票房超过 6 亿元，那么

投资人投入 100元最多可以产生 16元的

收益。当然，即便票房收入低于 2 亿元，

投资者投资 100 元也可以获得 8 元钱收

益。但最终，《黄金时代》票房惨败，投

资者确实只获得了 8%的收益。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在“娱乐宝”和

“百发有戏”这种理财产品式的投资模式

中，投资者并不能真正成为电影的股东

或者出品人。这和《大圣归来》这样的电

影众筹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些电影选择

通过以上平台进行融资，其意图不仅是

筹资，有时更多的是一种宣传手段、一种

炒作噱头。事实上，阿里数字娱乐公司

原总裁刘春宁就曾表示：“我们不是众

筹，而是一种投资。因为众筹项目不能

以股权或资金作为回报，项目发起人更

不能向支持者许诺任何资金上的收益。”

信用飘摇

除 了 阿 里 巴 巴 、百 度 等 互 联 网 大

佬，其他众筹平台也纷纷推出影视项

目，并出现了淘梦网、聚米金融等一批

以专业的影视众筹起家，专注垂直于这

一领域的平台。不过，规模较小的平

台，其影视项目多集中在互联网影视、

微电影等，院线电影则相对比较少。业

内人士指出，这也是考虑到投资人的投

资周期、风险承受力等，由于院线电影

众筹周期长达几年，而且能否上映难以

确定，所需金额较大，风险不可控，这也

就将普通投资人直接挡在了门槛外。

有影视众筹项目的投资者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参与投资的电影

最终由于一些原因没能上映，也只能

“愿赌服输”。阴超表示：“有些电影筹

资者拿了钱，拍了两三年也没有拍出

来，这在影视行业中也是很常见的事

情。尤其是一些通过微信朋友圈募集

资金的，更有可能涉及诈骗，因为没有

通过平台中介来进行筹资，便没有机构

会为其承担责任。”阴超说。

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蔡灵说：

“影视众筹风险较高，成功比例较低，一

方面影视剧投资风险本来就较高，票房

不可确定性较强，受到档期、同期上映

电影、市场偏好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

响；另一方面，影视众筹发展时间较短，

相关运作体制尚未完善，存在技术风险

和信用风险。投资者不能对影视众筹

过于乐观，影视众筹的商业模式还需要

不断完善，以降低投资风险。”

网贷之家高级研究员张叶霞也表

示，目前我国影视众筹以奖励众筹类型

为主，普遍小额投资，一般多予以实物

奖励，风险较低。而影视众筹模式与票

房挂钩，收益率波动较大，且影视剧投

资票房还受到档期、同期上映电影、市

场偏好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不确定

性较强。此外，由于影视众筹发展时间

较短，相关运作体制尚未完善，其中存

在的信用风险和管理风险等问题也都

不容忽视。

近日，阿里影业旗下的粤科软件联

合首都电影院，在北京金融街店推出首

家智能影院。其“智能”之意在于，这家

电影院完全实现了“无票化”，观众通过

手机或者影院自助售票机购票以后，只

要在影院入口的闸机扫码就可以进入影

厅，中间无需再经过售票员和检票员。

而更受年轻人青睐的，则是该电影院还

推出了开映 24 小时前可退票，开映 3 小

时前可改签的服务。

电影票不退不换这个运行多年的行

业“铁规矩”，在北京金融街冒出的那家

“跑在”互联网上的电影院，被正式打

破。而互联网巨头袭入电影业，能否带

来像在其他领域那样的“洗牌式”巨变？

在一些分析看来，一旦电影票退、改

签等新的服务得到用户的认可，电影票

售出概不退换的时代将成为过去时。能

够令电影院做出退票、改签这种“服软”

的决定，其背后暴露出的却是伴随着中

国电影票房的快速增长，多数电影院却

一直在大幅亏钱的现状。

数据显示，2015 年上半年，全国票

房 超 过 203 亿 元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48%。全国影院总数达到 5400 多家，其

中排名靠前的 500 家影院票房占全国票

房的 42.8%，余下近 5000 家影院，上半年

平均票房收入仅 200 万元左右。按照目

前业内通行的分账比例，票房收入在扣

除 5%的电影发展专项基金和 3.3%的营

业税金及附加后，余下部分由片方与影

院按照 43：57 的比例分成，所以影院的

净分账收入约占票房的 52%左右。

对此，一位业内人士算了一笔账，如

果一家电影院半年的票房收入是 200 万

元，其净分账收入只有 104 万元，这笔钱

很可能都不够支付场地租金，更不用说

水电费、人工成本、设备折旧费等其他成

本开支。如何在一片欣欣向荣的票房市

场找到自己的盈利点，成为困扰着不少

电影院投资运营方的最大难题。

而对于习惯从模式上改造一切的互

联网巨头来说，他们把这一环节变成了

“寻找自己的流量并激活会员”。而这无

疑成为目前还未被互联网改造的影院首

先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对于消费者来

说，最喜欢去的电影院依旧是离家最近

且价格最便宜的那一家。

对于大多数电影院来说，在激烈竞

争中拿到客流量固然重要，而留住客流

量则更为关键。因为 9.9 元或者 1 元的

团购券带来的仅仅是一次性消费。“从电

影票可以退、改签等服务上可以看出，电

影院也开始拼服务了。这对用户来说是

好事儿。”有业内人士分析说。

而电影院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早就

是互联网巨头们死死盯上的一块肥肉。

今年 4 月，阿里影业宣布斥资 8.3 亿

元收购专注于影院售票系统的公司——

粤科软件，并开启传统院线“电商化改造”项

目。百度也在今年6月斥资1.5亿港元入股

传统院线巨头星美控股。对此，一位业内人

士表示，一方面影院存在很多可改造的地

方，互联网巨头们的介入有很多商机；另一

方面，对于如今巨头激战正酣的O2O市场

来说，娱乐文化场所是重要的流量入口。

“以后在电影院看电影，放映前不是

各种广告的播放，而是电影周边产品的

展示，用户可以一边看电影一边购物。”

阿里影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实际上，就

如此前改变购物、改变用户出行等模式

一样，互联网巨头们正在用互联网化的

方式改变文化娱乐产业。

例如，阿里收购的粤科软件不仅能

触动影院售票系统，还能帮助影院优化

IT 技术、提高效率，使影院的运营走向

智能化。阿里希望将衍生品的售卖电商

化，使院线成为电商平台的引流入口，让

商品分成收入也成为电影院线营收的一

部分。而百度的圈地逻辑则是对星美控

股开放各项资源，包括搜索地图和移动

定位等，并提供技术支援和新产品研发、

在线众筹等金融产品合作，让这些互联

网产品同样可以在线下影院发挥作用。

可以看到，对于互联网巨头们来说，

一切还处在传统模式下的商业都是机

会。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表示，未

来 30 年，互联网的机会在线下，而不是

线上。电影行业规则能否被互联网彻底

改写，我们拭目以待。

本报讯 万达院线于 8 月 31 日

发布公告，称公司与Mtime Holdings，

Ltd（以下简称“Mtime”）签署投资协

议，战略投资其 20%的股权。双方将

全面展开电影电商 O2O 业务，利用

移动互联网将电影衍生品、电影推

广与线下影院无缝连接，创造电影

电商新模式，更好地服务片商、影院

和观众。

据了解，Mtime 旗下的时光网是

国内电影互联网内容相当丰富、电

影推广业务比较全面和衍生品研发

领先的平台，集电影数据库、电影社

区、电影推广、线上电影票务、电影

衍生品及影视内容平台为一体，拥

有庞大的中文影视数据库，相对集

中的电影原创影评媒体，下载量巨

大的电影移动应用 APP，国内排名前

列的电影在线票务平台等。

万达院线表示，公司本次战略

投资时光网，结合公司在影院终端

的优势与时光网亿级的精准电影用

户，打通线上和线下资源，将使双方

在业务和服务领域产生最佳的互补

效应，打造开放、全方位、面向所有影

院的电影服务 O2O 平台，可以更好

地丰富电影产业，推广电影文化，为

片商和用户提供全面、便捷的一站式

服务，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将产生积

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宗 禾）

本报讯 （记者于帆）投资 18亿

韩元的动作巨制电影《暗杀》日前确

定将于 9月 17日中国公映，影片中文

版定档海报及预告片也于近日发布。

这部由崔东勋执导，全智贤、李

政 宰 、河 正 宇 主 演 的 动 作 电 影《暗

杀》目前正在韩国热映中，观影人次

已破千万，不仅创下年度纪录，更跻

身于韩国影史前十名。该片讲述了

一场发生在 1933 年的暗杀故事，独

立军战士、临时政府专员和雇佣杀

手，为完成各自任务，命运交织在了

一起，影片将展现他们不同的选择

和出人意料的结局。

除了飞车、爆炸等标准动作元素

外，热血的暗杀联盟和令观众颇感意

外的剧情多重反转等看点也首次集

中出现在此次定档预告片中，赏金杀

手、神秘特工等剧情角色依次在预告

片中精彩亮相。据悉，为保证呈现最

逼真的动作场面，该片动作导演于尚

燮（代表作《追击者》、《黄海》、《夺宝

联盟》等）倾尽全力，在人员众多、枪

炮易走火等复杂的摄制情况下，设计

了完美的动作场面。

据了解，电影《暗杀》是导演崔

东勋继屡破韩片纪录的《夺宝联盟》

后第二部登陆中国影院的作品。届

时，他将偕同主演李政宰、河正宇于

9月 7日来中国为该片进行宣传。

韩片《暗杀》9月蓄势待发

有话就说

由环球影业和照明娱乐共同呈献的 3D 动画电影《小

黄人大眼萌》将于 9月 13日在全国上映，日前三位主角斯

图尔特、凯文和鲍勃 (从左至右) 登上长城，开启了“小

黄人”的中国之旅。《小黄人大眼萌》是以《神偷奶爸》系

列中深受喜爱的小黄人为主角的全新故事。影片讲述

了三位小黄人主角为了拯救全族，寻找新主人的精彩故

事。图为三位主角登上长城。 （欣 文）

此后智能影院或将采用无人售票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