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段时间的中国电影可谓是

喜忧参半。

在资本市场上，作为中国电影“国

家队”代表的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影”）和上海电影股份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电影”）先后登陆 A 股

市场，并且股价一路飙升，直接凸显了

中国电影在资本市场上的热度。但与

此相对应，今年暑期档国产片总票房相

比去年同期下滑近四成，国产片口碑也

遭遇了“冷冬”。

中国电影产业何以如此冷热不均，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携资本大

旗来势汹汹的影企“国家队”，能否为中

国电影产业带来新的活力？

影企“国家队”厚积薄发

8月 9日，中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8 月 17 日，上影也在上交所挂

牌——不到 10 天的时间，中国影企“国

家队”的两支主力军先后登陆资本市

场，成为整个资本市场的焦点。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也像多数机构

分析的那般，中影和上影上市后股价一

路飙涨。不过两家国有影企的“生猛”

表现仍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料：中影和上

影自开盘后均迎来了连续十多天的涨

停。其中，中影从首日开盘时的 10.7元，

最高涨至 40.28 元；上影则从开盘时的

12.23 元，一路飙涨至 49.55 元方才开始

逐渐回落稳定下来。与此相对应的是，

两家国有影企总市值最高时曾接近千

亿元，集体在整个资本市场和电影市场

秀了把“肌肉”。

不过，尽管当下中影和上影一时风

头无二，但回顾其上市历程，可谓是运

筹已久却一波三折。

中影上市堪称经历了一场持续12年

的“长跑”——早在2004年，中影就曾尝试

赴香港上市，但因当时政策限制外资进入

内地娱乐业而搁浅。2008年，中影上市计

划再次启动，但受累全球金融危机等诸多

因素而再次受阻。随后每年媒体上都会

出现中影即将登陆A股的传闻，却在再次

冲击 IPO 时，不时遭遇各种内外因素的

“拖累”，直至今年方才得偿所愿。

据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介绍，上

影自 2004 年开始启动转企改制后，经过

8年打拼，终于在2012年实现了符合上市

标准的彻底改制。同年 11 月，上影正式

递交上市申请，然而随后却经历了长达

近两年的两次 IPO 审核暂停等“考验”，

终于在去年底通过证监会审核，并于今

年8月完成上市。

虽说两家国有影企在市场化转型

和上市过程中历经考验，不过包括市

场、资本、管理等在内的日益复杂的内

外环境，也刺激着两家影企加速改革和

产业布局，均成为国内产业链最完善的

影企之一。此次两家影企先后上市并

大受市场热捧，实属“厚积薄发”的最好

证明。或许正如任仲伦在上影上市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中影和上影的

上市，标志着国有电影公司的重新崛

起。”作为行业的主力军，两家国有影企

已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完备的现代企

业制度。

上市意义影响深远

中影和上影的上市之所以成为中

国电影产业里程碑意义的大事，除了其

自身的地位，上市还将对两家企业的发

展、国有影企转型以及中国影业格局变

化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根据中影日前发布的半年报，今年

上半年，中影出品并投放市场 12 部影

片，实现票房收入 73.96 亿元，占国内同

期影片票房总额的 30.09%。在电影发

行营销业务板块，中影占同期国产片市

场份额的 70.79%，占同期进口影片市场

份额的 60.87%。在电影放映业务板块，

中影约占全国影院市场份额的 31%，占

全国同期总票房和观影人次的 1/3。正

如其招股说明书中所说，中影已实现了

全产业链布局。

对于首期募集资金的使用，除了在

电影发行放映领域持续发力，中影表示

将服务于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包括补

充影视剧业务营运资金、数字影院投

资、数字放映推广、购买影院片前广告

运营权等项目。而一直致力于发行环

节及院线建设的上影，首次募集到的资

金，将按轻重缓急顺序投资于影院建

设、电子商务平台“上影网”项目建设与

流动资金的补充。

为 何 中 影 和 上 影 都 偏 爱 院 线 建

设？对此，任仲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的年复合增

长率达 30%以上，其中绝大部分红利兑

现在了院线端。由于院线端处于票房

分账的首个环节，拥有强势的分账比

例、稳定的经营收益和充沛的现金流，

因此较之制片业，院线在享受高增长的

同时，又体现出了明显的稳健优势。”

笔者注意到，最近国内院线领头羊

万达影视和新势力阿里影业也纷纷加

大了对于院线的布局和投入，显然与中

影和上影加大在原先领域的扩张密不

可分。院线巨头之间可谓是激战正酣。

此番中影和上影先后上市并迎来

资本市场热捧，带来的另外一个影响，

则是使得包括投资界、咨询机构和媒体

在内的不少人将目光聚焦于国有影视

公司，并期待以中影和上影上市为契

机，掀起国有影视公司“上市热”。

不过，与中影、上影两家影企有着

地理和资源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以

及近年来相对成功的市场化改革和转

型不同的是，包括长春电影集团等在内

的其他几家国有影企已在近些年日益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掉队，不管是整体规模

还是优秀人才、管理模式等，都很难与中

影和上影两大国有影企以及华谊兄弟等

民企巨头比肩，登陆资本市场可谓长路

漫漫。

避免“双刃剑”的负面影响

据国家电影资金办统计，今年暑期

档，国产片总票房仅为 47亿元，相比去年

同期的 79亿元缩水约 32亿元，下滑近四

成。尤其与去年暑期电影“三驾马车”票

房口碑双丰收不可同日而语的是，今夏上

映的国产片可谓既不叫座也不叫好——

今夏暑期档中的 73 部国产片及合拍片，

有42部在口碑网站上的评分在5分以下。

有分析称，影片类型单一是今夏暑

期档票房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制

作层面而言，如今的中国电影同质化现

象愈发严重，在应对市场新增的不确定

因素时捉襟见肘。主流影片类型多局

限于国产片惯常可驾驭的内容，依然重

复生产青春、爱情、喜剧等“轻电影”，少

量的高概念产品并未体现出中国电影

工业发展的水平，譬如今夏上映的被各

路人士广泛吐槽的《封神传奇》等作品，

只见特效，不见人物塑造、叙事逻辑和

人文关怀，缺乏与技术匹配的创意转

化。这也就不难理解，半数以上影片甚

至达不到好评及格线。

在电影院线和发行市场格局相对

稳定、电影广告和衍生品等外围领域争

夺激烈的背景下，上游的电影制作领域

无疑是群雄最核心的角力场。虽然中

影和上影等国有影企皆从制作领域起

家，不过，目前这一块儿占据领先地位

的却是华谊兄弟、万达影视等民企。

此次中影和上影在招股说明书中，

都以完整的电影产业链作为打动资本

市场的亮点，并且都号称将加大对于制

作领域的投入。不过，由于上市后需优

先考虑更好的财报表现等因素，不少电

影业界专家并不看好中影和上影会在

投资回报风险较高的电影制作领域有

所侧重。毕竟，发行和影院才是他们的

最主要营收来源所在。

在经历了 A 股市场最初半月的疯狂

之后，中影和上影的股价已逐渐回落并

趋于平稳，资本市场已开始回归理性，而

这也是华谊兄弟、光线影业等上市影企

曾经的轨迹——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华

策影视等国内上市民企中的领军企业开

盘当日股价均不算低，从六七十元到上

百元不等，但如今都已回到了 10 元到 15

元之间。何以如此？除了与开盘时的气

势和当下的大盘密不可分，企业的战略

布局和业务发展也起着决定性作用。

中影和上影借助资本市场巩固既

有优势业务无可厚非，然而国有的基因

也决定了他们在中国影业发展的核心

领域——生产制作方面必须要有所作

为。倘若只考虑短期的漂亮财报成绩

而忽视了影企长远竞争力，那么上市这

把双刃剑带给他们的，必然是战略层面

上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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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影话

现实题材仍最具生命力与感染力

（素淡 整理点评）

评：现实题材不容易做，这是业内共识。然而真实反映生活、

讲述人心的剧作，正是优质电视剧的优势所在。一部《小别离》胜

出的要诀，其实也是现阶段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开拓方向——寻找

浓郁的现实基础，并深挖细耕下去，或许会是现实主义电视剧出

精品的可取之道。

E-mail：whcyzk@126.com 电话：010-64291141产业与市场·影音

影企“国家队”登陆A股

资本热能否回暖票房市场
齐 物

酷狗试水娱酷狗试水娱乐实体店乐实体店

新生态模式如何“搅活”KTV业
本报记者 周志军

观察近段时间的荧屏，现

实主义题材电视剧虽然在数

量上还占据一定的比例，但出

精品的难度却越来越大。在

种种围困之下，改编自鲁引弓

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小别离》

却引发观众共鸣，受到专家和

观众一致认可。该剧以留学

为引线，讲述了 3个初三学生家庭的人生别离悲欢，并将当代城市生活

百态悉数呈现。对于这部电视剧的情节，很多网友评价“生活化，十分

接地气”。 （来源：《文汇报》）

遏制“票房造假”，不能光给院线开罚单
“票房造假”“偷票房”被

视为当前电影业的毒瘤。近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电

影产业促进法（草案）》，新增

条款：“不得采取制造虚假交

易、虚报瞒报销售收入等不正

当手段，扰乱电影市场秩序。”

电影院如果“偷漏瞒报票房”，

未如实统计销售收入，处 5 万

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这

无疑迈出了惩戒票房造假的第一步。但也有业内人士表示，惩罚的手

段和力度还不够。 （来源：中国江西网）

评：相较于院线“偷票房”，“票房造假”对电影市场秩序的干

扰更大。而发行者作为“票房造假”的元凶，未在惩戒名单之中，

显然是不恰当的。可见，遏制“票房造假”，不能光给院线开罚单，

更不能只开“挠痒痒”的罚单。唯有让所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都受到严惩，使其不敢铤而走险，电影票房才能返璞归真。

音乐恋上方言，别跑偏变恶搞
如果说“原创”曾是音乐

类节目的一张王牌，如今方言

开始成为音乐节目纷纷关注

的“香饽饽”。近来，从《中国

新歌声》上四川话版的《双截

棍》，到拖着蒙古语尾音的《乌

兰巴托的夜》，再到方言类音

乐节目《十三亿分贝》的悄然

开展，方言元素成了流行音乐

的一大卖点。业内外对此众说纷纭，有观众鼓掌叫好，也有观众吐槽

“方言歌曲多局限于说唱和恶搞”。 （来源：《北京日报》）

评：目前，方言歌曲创作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形式比较单一，

并且创作有向“恶搞”方向发展的苗头。虽然娱乐性元素的加入

有利于增强歌曲的传唱度，但值得提醒业内注意的是，歌曲创作

要有底线，只有兼顾音乐性和娱乐性的歌曲才会有传唱度，才能

让人们关注方言歌曲背后的文化内涵。

一边是传统模式 KTV 经营纷纷陷

入寒冬期，不断上演闭门潮；而另一边，

互联网企业以 O2O 新模式拓展的新型

KTV 正风生水起。国内 KTV 行业格局

似乎正在迎来一场新的变革。

9 月 10 日，数字音乐企业酷狗音乐

联合广东酷奇文化打造的旗下首个娱

乐实体店 LINDA LIVE&酷 KTV 在广州

正式开业。酷狗音乐副总裁赵海舟称，

该项目融汇了酷狗音乐、酷狗繁星直

播、5SING 中国原创音乐基地等网络资

源和直播系统，将颠覆传统 KTV 娱乐单

一的模式，通过线下的音乐空间，结合

酷狗生态线上资源，打造一个线上线下

联动的 O2O 娱乐生态圈。

这也是继唱吧大力拓展线下麦颂

量贩式 KTV 业务、百度糯米与 K 米合作

之后，互联网企业在 KTV 行业的又一次

试水。对此，业内人士认为，传统 KTV

消费市场的日益萎缩，并不代表 KTV 就

此成为夕阳行业，只要有能够匹配互联

网社交和娱乐消费属性、功能的新型

KTV 的出现，行业仍将大有可为。

线上音乐企业试水线下实体经营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业务的日益

渗透，不少传统行业都面临着快速转型

和升级，低迷许久的 KTV 行业也开始活

跃了起来。

前不久，首家登陆新三板的 KTV 企

业米乐星最新发布的半年度财务报告

显示，该企业今年上年营收 1.21亿元，同

比上升 146.18%；净利润 1471.67万元，同

比上升 879.11%；同时，以线上 K 歌业务

起家的唱吧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布局线下

麦颂 KTV，截至目前仅北京就已开设了

30余家门店。而此次酷狗首家娱乐实体

店高调落户广州 CBD，更是广受关注，仅

当天在酷狗 LIVE 直播平台上收看此次

开业直播的人数就超过了 26万。酷奇文

化总裁蔡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未

来 3 至 5 年内，LINDA LIVE&酷 KTV 将

陆续在北京、上海等全国一线城市落户。

“想做这样的线下实体经营并非一

时兴起，虽说 O2O 的模式很热，但要想

做好却很难，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什

么样的 O2O 模式既能满足 24 小时在线

的要求，又能提供便利互动性，酷狗在

探索多年后，决定通过打造这样一个线

下平台，以联动线上直播的方式尝试不

同的 O2O 模式。”赵海舟说。

“如何让用户体验到在传统 KTV 模

式下体验不到的参与感，通过大平台优

势连接各种新的服务以满足用户需求，

是我们打造 LINDA LIVE&酷 KTV 的关

键。”据酷奇文化副总裁蒋艺杰介绍，在

酷 KTV，用户可以通过微信一键实现订

房、买单服务。而“互联网+KTV”更奇

妙的体验是，用户除了可以感受到专业

研发团队为每个用户量身定制的人性

化硬件产品和顶级音效，还可以体验到

K 歌 O2O 的互动娱乐：通过酷 KTV 的

线下录歌功能，用户可以将线下的 K 歌

作品同步到酷狗 K 歌平台进行线上分

享，与线上其他用户进行唱将榜的竞

逐。系统能够根据用户的唱功表现进行

自动打分，同时，平台上的数万粉丝也可

以通过投票等方式对自己喜爱的歌手给

予支持，相应的成绩都将在平台上体现。

全新体验感的提升也为 KTV 带来

了不错的人气。据统计，今年 4月至 9月

试营业期间，拥有 60间 K 房的酷 KTV 平

均每天的开房率就已达到了 90%，以白

领等中高端消费人群为主的会员数已

达两万。

为有梦想的音乐人
打造音乐众创空间

当然，在传统 KTV 纷纷转型互联网

模式的当下，企业要想拥有更强的竞争

力，仅仅通过搭载 App一键消费、互动分

享等目前 O2O 发展模式中常见的功能

应用来提升场所体验感还远远不够。

谈 及 LINDA LIVE&酷 KTV 的 发 展 方

向，赵海舟认为，其区别于其他竞争对

手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是一个音乐

的众创空间。

“以 LINDA LIVE 为例，在这里，我

们不仅为有梦想的音乐人提供了一个

配备了专业演出设备的现场舞台，还将

结合酷狗音乐、酷狗繁星直播、5SING 中

国原创音乐基地等资源，形成从艺人挖

掘到培训到表演等一整套完整的职业

音乐人孵化机制，能够为优秀的音乐人

和音乐作品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

会，让更多好的音乐和音乐人在这一平

台上延续，这也是酷狗一直以来致力的

目标。”赵海舟说。

而作为该项目的落地执行方，有着

近 20 年文化娱乐行业品牌策划和运营

经验的蒋艺杰对“音乐众创空间”则有

着更为具体的规划。“我们不仅要颠覆

传统 KTV，还要颠覆一般模式的 O2O；

不仅要做 KTV、展演厅，还要做造星产

业链、文化产业链。”蒋艺杰告诉记者，

从 娱 乐 生 态 的 角 度 来 说 ，可 以 把

LINDA LIVE&酷 KTV 看作是音乐艺人

和粉丝线下互动沟通的线下空间，也可

以说是一个草根造星的发现基地。比

如，LINDA LIVE&酷 KTV 会发起“团购

艺人”概念，通过庞大的酷狗用户群体，

根据线上用户的票选和投资，将多数用

户最喜欢的艺人邀请到现场进行表演，

参与“团购”的粉丝和酷狗用户都有机会

到现场参加活动。除此之外，LINDA

LIVE&酷 KTV 还将扶持小众音乐人，挖

掘本土潜力音乐新人。同时，将定期举

办各色娱乐音乐趴，包括小型演唱会、主

题音乐派对、明星见面会、电影发布会

等。“所有的现场演出都会通过酷狗直

播系统进行全网直播，让小众音乐通过

直播的形式增加影响力。”蒋艺杰说。

在蔡晓看来，虽然就经济大环境而

言，目前布局做实体经营的时机并不是

很好，“可以说是逆市而上”，但他看好

新模式下行业未来的发展，“希望能帮

助更多喜欢音乐的人实现他们的音乐

梦想”。

专家学者在京研讨IP产业

本报讯 （记者于帆）9 月 13 日，

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IP

现象与 IP市场”研讨会在北京清华大

学举办。多位学者及行业专家参加了

此次研讨，就IP价值评估，IP市场发展

现状与趋势等议题发表了看法。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

长崔保国表示，IP 产业的良性发展

有利于版权市场健康持续发展和文

化产业的专业化升级。与此同时，

他也对时下 IP 价值被夸大的问题提

出警示：“IP 价值需要正确评估，IP

开发与培育需要良性互动。”北京大

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也认

为，目前 IP 产业面临的重要问题是

IP质量的提升。

谈及 IP 的评估标准，慈文传媒

董事长马中骏认为，衡量 IP 有三个

标准：首先从作品视角、类型、人物、

情节等角度衡量；其次要考虑影视

化的制作难度；最后要考虑粉丝转

化率。光线传媒青春光线总裁张航

对 IP 持审慎态度。他认为，所有的

IP 只是一个起点，挖掘 IP 价值更多

取决于制作环节。

研讨会现场，由清华大学《中国

传媒产业发展报告》课题组撰写的

《2016 中国 IP 产业报告》同时发布。

据了解，《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

从 2004 年 开 始 ，连 续 12 年 每 年 发

布。课题组主要由清华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

牵头，联合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以及

国内外学术界众多专家学者共同编

撰。《2016 中国 IP 产业报告》是该课

题组的专项课题之一。

本报讯 （记者于帆）近日，坏

猴子影业在北京举办了“为未来而

生”主题发布会，宣布“坏猴子 72 变

电影计划”正式启动。

据了解，坏猴子影业曾成功出

品了《疯狂的石头》、《无人区》、《心

花路放》等多部脍炙人口的影视作

品，无论是内容创意、电影理念，还

是商务植入和发行模式，在行业内

都独具个性。此次新计划的发布，

旨在全方位实现平台化转型，推陈

出 新 打 造 更 为 专 业 化 的 电 影产业

模式。

发布会现场，由“坏猴子 72 变电

影计划”推出的十位新导演首次亮

相，作为坏猴子影业的核心成员，宁

浩、王易冰、余伟国、盛志民、邢海涛

也在现场畅谈了各自在团队中发挥

的 作 用 。 宁 浩 作 为 坏 猴 子 影 业 艺

术 总 监 ，从 创 作 优 质 电 影 作 品 、挖

掘新电影导演、项目运营模式等方

面 介 绍 了 坏 猴 子 影 业 的 产 业 体

系。他表示，坏猴子影业的企业文

化 和 艺 术 理 念 可 概 括 为“有 创 意 、

有态度、有未来”，而当代、本土和

创意三者的有机结合，才是电影产

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坏猴子影

业的方向。

据 介 绍 ，“坏 猴 子 72 变 电 影 计

划”将坚持本土化，秉持创新精神挖

掘并扶持电影新人，为电影产业注

入新生力量，并将利用自身的制片、

发行、项目运营等经验为新导演保

驾护航。

“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正式启动

由上影主投主控的《盗墓笔记》成为今年 3月以来唯一一部票房破 10亿元的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