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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资讯

产业聚焦

为青少年营造良好文化环境

“护苗2017”打出组合拳
本报记者 白 炜

2016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业绩向好
本报记者 曲晓燕

山东规划动漫领域“全产业链”发展

近日，国家信息中心在其网站对外发布

《2016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股市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报告》显示，2016 年，我国战略性新

兴产业相关上市公司表现良好，其中，去年底

才被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数字创意产业表

现出亮眼业绩。

《报告》统计的数据显示，战略性新兴产业

上市公司业绩总体向好，在国内股市各类题材

板块中表现突出。截至 2016 年底，A 股上市公

司中共有 1152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占上市

公司总数的 38%。其中，主板、创业板和中小板

分别有 445 家、393 家和 314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企业，占比分别为 25.7%、61.8%和 36.8%。2016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业绩稳定增长，

企业效益向好态势逐步稳固，区域走势有所分

化，企业投资活跃度明显提升，战略性新兴产

业上市企业对 A 股市场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2016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3.25 万亿元，同比增速为 17.7%，比上年提高

1.2个百分点，保持了近年来持续稳定增长的势

头。在上市公司整体业绩上涨较快的背景下，

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依然保持了近 10 个百分

点的领先优势，成为支撑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

主要力量。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也是上

市公司优质股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 年 A 股

上市公司营收增速排名前十的企业有一半是

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营收增速前 100 名中有

40 家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前 200 名中有

96 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此外，战略性新

兴产业上市企业盈利表现更加突出。2016 年，

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增速为 22.3%，较上年增长

8.5个百分点，高出上市公司总体 16.2个百分点，

相对优势进一步扩大。企业平均销售毛利润率

为 25.1%，高出 A 股平均水平 7.5个百分点，效益

持续引领A股市场。

但从细分领域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不

同行业业绩有升有降。其中，2016 年数字创意

产业由于前期基数较高等原因，虽然增速有所

放缓，但仍然维持了 33.1%的高速增长，营收规

模为 1586.4亿元。《报告》认为，这反映了当下消

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文化、信

息等新消费拉动作用明显增强。其中数字内

容子领域增速超过 40%，连续两年领跑战略性

新兴产业所有细分领域，体现了内容为王时

代，优质内容价值进一步凸显。

在营收数据方面，《报告》显示，2016 年，战

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中营收增速最快的企

业大量集中在信息技术和数字创意领域。2016

年，营收增速超过 100%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

公司企业数为 77 家，其中信息技术和数字创意

领域上市企业共为 38 家，占据半壁江山。营收

增速超过 50%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有

217 家，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创意领域

占比达 53.5%。《报告》据此认为，“互联网+”和

“创意+”给新兴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打

开了产业发展新风口，如数字内容领域的三五

互联和任子行 2016 年营收增速均超过两倍，二

者同为游戏公司，说明网络游戏行业仍然有巨

大的成长空间。

与此同时，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寻求新的突破和发展机遇，更多上市公司加大

了研发投入，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表现尤为

突出。2016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

强度为 6.6%，高出 A 股上市公司整体 2 个百分

点。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研发强度最

大，近几年基本维持在 8.7%左右的水平；数字

创意领域研发强度近几年快速提升，由 2014 年

的 5.2%上升至 6.4%。

在重组并购方面，《报告》数据显示，2016

年共有 109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重组并购，

占总数的 41.3%。这些交易总价值达 2054.8 亿

元，主要集中在生物、信息技术和数字创意领

域，交易额分别达 489 亿元、375 亿元和 362 亿

元。其中，内容领域的天舟文化以 16.2 亿元

的交易价将游爱网络纳为 100%控股子公司，

通过外延并购投资的方式布局游戏产业，进

一步推动公司业务转型升级。

在 IPO 和增发募资方面，2016 年战略性

新兴产业企业上市步伐有所放缓，共有 82 家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企 业 在 A 股 融 资 上 市 ，比

2015 年 减 少 8 家 。 首 发 募 资 总 额 为 424.6 亿

元 ，低 于 2015 年 的 552.7 亿 元 。 但 同 期 已 上

市 企 业 增 发 募 资 增 速 较 快 ，2016 年 共 有 293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实施增发募资，募资

总额为 4727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1336 亿元，

增 速 为 39.4% 。 其 中 ，2016 年 数 字 创 意 领 域

上市公司的增发募资额达到 482.9 亿元。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

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2016 年 12 月 19

日，国务院正式公布《“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规划》，与文化产业结合紧密的数

字创意产业，首次被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 发 展 规 划 ，并 成 为 与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生

物、高端制造、绿色低碳产业并列的五大新支

柱。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形成文化引领、技

术先进、链条完整的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格局，

相关行业产值规模达到 8 万亿元。业内普遍

认为，数字创意产业的纳入体现了国家规划

的战略性和前瞻性，是践行新发展理念、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能

的重要举措，是从国家规划层面引领和促进

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标志着文化

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和

提高。

在“护苗 2017”专项行动中，全国“扫黄打

非”部门强化市场清查、案件查办、宣传教育

等工作措施，坚持“打防并举”原则，突出整治

校园周边文化市场和净化未成年人上网环境

两 项 重 点 ，深 入 开 展 丰 富 多 彩 的“ 绿 书 签

2017”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打出了一套“护苗”

组合拳，努力为青少年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和文化环境。

净化校园周边环境 开展网络专项治理

从春季开学至 4 月，各地“扫黄打非”办公

室协调教育、文化等相关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学

校园周边书店、文化用品商店、电子产品维修

店等开展市场检查，大力取缔无证销售出版物

的游商摊点，坚决收缴含有淫秽色情、血腥暴

力、校园霸凌、自杀自残等有害内容的图书、报

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据统计，1 月至 4

月，全国共收缴少儿类非法有害出版物 6.7万余

件、盗版教材教辅 73.2万余件。

各省（区、市）在 3 月底前组织对辖区内中

小学校园周边文化市场进行了一轮全面摸底

调查，建立有关市场监管台账，确定重点监管

场所并开展专项检查。湖北多地采取错时查、

定期查、突击查等多种方式，全面深入摸排整

治校园周边安全问题隐患，对打字复印店、书

报刊店、印刷企业等进行检查 4000 多人次。安

徽多个地市抽调执法人员成立出版物市场专

项整治工作组，围绕校园周边文化环境整治、

出版物源头治理、印刷复制业整治、游商地摊

出版物专项检查等方面重点发力。浙江、湖

南、江苏、福建、重庆等地“扫黄打非”部门广泛

落实校园周边执法检查，收缴非法出版物及音

像制品，对发现的问题特别是教辅类非法出版

物问题大力整改。

此外，各地还积极开展涉未成年人网络有

害信息专项整治，深入净化互联网文化环境。

北京、浙江、广东、江苏等地加强对辖区内网络

文学、游戏、动漫等网站及应用的监测，特别在

休息日、节假日等青少年易接触网络的重点时

段，强化网络监测，清理含有妨害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的有害网络出版物及信息。据统计，1

月至 4 月，全国共清理、删除淫秽色情等有害信

息 42万余条。

其中，江苏省“护苗”案件工作成果突出，

从严查办了苏州“2·08”特大微信传播淫秽物品

牟利案、南京“2·21”利用微信跨省传播淫秽物

品牟利案等多起涉未成年人传播网络有害信

息的案件。

“绿书签”活动异彩纷呈

4 月开始，各地全面推动“绿书签 2017”系

列宣传教育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护苗进校

园”，引导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除派发

绿书签，组织签名、发出倡议等活动外，各地还

大力创新活动载体、形式，积极扩大覆盖面和

影响力。

江西继续组织开展“绿书签”“百场公益

讲座”进学校活动。湖北、江苏、河北、四川等

地结合全民阅读活动向中小学推介优秀少儿

出版物、举行经典诵读。湖南、黑龙江、浙江

多地组织中小学学生参与开展“护苗”少儿漫

画或手抄报比赛。山西、江苏等地组织在多

家电视台、户外大屏幕播放“护苗”公益动漫

视频。安徽、天津等地将“扫黄打非”纳入开

学第一课。与此同时，多地“扫黄打非”办公

室还联合当地新华书店开展“绿书签”购书优

惠活动。

如果说最近影视圈有什么热点新闻的

话，那么《欢乐颂 2》的播出和口碑评价一

定是当仁不让的一条。可是与去年《欢乐

颂》播出时的交口称赞不同的是，《欢乐颂

2》的播出已接近尾声，口碑却是一直在低

位徘徊，甚至有观众打趣说这是低配版的

《小时代》，以至于连被称为“国剧良心”的

出品方——正午阳光也成了吐槽对象。

从第一部众口一词地喊好到第二部众

口一词地吐槽，“欢乐颂”经历的可算是断

崖 式 的 口 碑 下 滑 ，何 以 至 此 ？ 发 生 了 什

么？这是一个能够激发起好奇心的问题，

而观众、媒体和业界对这个问题乐此不疲

式的回答，也正是“欢乐颂”虽然质量下降

但依然占据各种话题榜和娱乐新闻头条位

置的原因。回答是五花八门的，有说编剧

“三观不正”，把某些畸形的社会现象当做

主流来写；有说导演把控力弱化，导致节奏

拖沓混乱；还有说植入广告过于生硬，不符

合角色身份；甚至连播出前导演引以为豪

的多首歌曲的使用也被人说是导致剧情注

水、拖沓的原因之一。

好的电视剧是一样的好，不好的各有

各的不好。上述原因都是这部剧可以探讨

改进之处，但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却不

是这些。当然，这个“锅”除了出品方正午

阳光要“当仁不让”地背起来之外，恐怕目

前的行业环境也要负上一定的责任。事实

上，在目前的行业格局下，已经很难有独善

其身式的“良心”存在，而只有被逐利的资

本和浮躁的心态裹挟的“成功”。以至于回

头来看，很多时候，前期的“良心”都不过是

后期“成功”的铺垫而已。那么什么是当前

行业格局下的“成功”？IP 要响亮、植入要

多、演员要大牌，最重要的是出品要快，这

样才能把资金的利用效率放到最大，也才

能够在资本市场讲更多的“故事”，圈来更

多的资源。以此标准来看，《欢乐颂 2》并不

像观众吐槽的那般不堪，而是已经“成功”

了，因为完全符合制作周期缩短、植入广告

众多、迅速收回成本的行业“成功”标准，至

于观众口碑，目前看并不是构成这一标准

的一个变量。

关于这一点，笔者一位朋友的说法很

具有代表性，谈及为什么对这部电视剧如

此“ 气 愤 ”，她 的 说 法 是 ：正 午 不 是 于 正 。

这个说法的潜台词是行业的底线不能再

低了。如果说观众给予的“良心”称号代

表的是行业底线，那么《欢乐颂 2》上演的

这一出从“良心”到“成功”就是底线屈服

于混乱行业格局的生动个案。而正是底

线的一降再降，让我们的影视剧行业只能

在偶尔的佳作和永恒的烂片之间低水平

循环。

近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迎来了 60 华诞，其对外发布了新片及 5 年创作计划。据介绍，2017 年暑期，动画电影《大耳朵图图之美食狂想曲》将

率先登场。60年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孕育出品了 600多部动画作品。图为《大耳朵图图之美食狂想曲》发布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 任 珑 摄

从“良心”到“成功”
林 楠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近日，《山

东省“十三五”时期动漫产业发展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印发。《规划》提出，“十三

五”时期山东将遵循动漫产业发展规律，树

立“大动漫观、全产业链”的发展思路，加强

内容建设和引导，培育骨干企业，打造山东

原创、具有齐鲁文化特色和国际影响的动

漫品牌。

为推动形成完整、成熟的动漫产业链，

《规划》明确，山东将重视漫画创作的基础

作用，建立漫画创作联盟；完善动漫图书出

版发行体系，建立动漫图书出版宣发联盟；

大力发展影视动画，建立动画播映联盟；扶

持发展动漫会展，建立动漫会展联盟；重视

动漫版权保护，建立动漫知识产权保护联

盟；以“动漫+互联网”为抓手，加快培育新

兴动漫业态；推动原创动漫形象授权，扩大

动漫衍生品市场规模；发展应用动漫，推进

动漫跨界融合。

《规划》提出，今后山东还将引导和鼓

励原创动漫作品创作和生产，优化全省动

漫产业布局、营造发展环境，实施骨干企业

和重大项目带动战略，拓宽动漫产业融资

渠道，强化动漫人才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

用，支持动漫技术研发、为产业发展提供技

术保障，建立动漫产业海外服务平台、加快

山东动漫“走出去”步伐，重视动漫产业理

论研究和行业标准制定。

2017北京舞蹈双周将办

本报讯 （记者于帆）由北京雷动天下

现代舞团、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和北京天

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 2017 北京舞蹈双周

将于 7月 18日在北京开幕。

据了解，本届舞蹈双周的第一周是教

学周，将邀请 16 位 来 自 14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国际知名编导、舞者来华授课；第二周

为 展 演 周 ，由 大 师 班 、青 年 舞 展 、另 类 平

台、焦点舞台四大板块组成。其中，另类

平台将展演具有创新性和实验性的国内

外 舞 蹈 节 目 ；焦 点 舞 台 将 呈 现 由 北 京 雷

动天下现代舞团、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

挪威茵 格 莉 菲 斯 达 舞 团 等 带 来 的《圆 2：

源 流》《风 中 二 十》《天 体》等 6 台 现 代 舞

作 品 ；而 专 为 青 年 新 锐 编 舞 家 开 设 的 交

流 平 台 青 年 舞 展 ，收 到 了 来 自 国 内 31 个

城 市 213 位 年 轻 舞 者 带 来 的 827 分 钟 原

创 节 目 ，组 委 会 从 中 挑 选 出 400 分 钟 的

节 目 进 行 编 排 ，为 观 众 呈 现 当 今 中 国 现

代舞的创造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适逢香港回归祖

国 20 周 年 ，香 港 舞 蹈 艺 术 家 在 香 港 特 区

政 府 的 支 持 下 ，打 造 了《香 港 经 典 再 现》

《香港创作新势力》等几台令人眼前一亮

的作品参与本届舞蹈双周的活动。

原版漫画《神奇女侠》引进出版

本报讯 （记者于帆）美国电影《神奇

女侠》于 6 月 2 日在中国和北美地区同步上

映，原版漫画《神奇女侠 1：血脉》也于近日由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公司引进国内。

该漫画由美国漫画家布莱恩·阿扎瑞

罗、克里夫·江创作，作者完全抛弃了原来

书中女主人公戴安娜与奥林匹斯众神的旧

传 说 ，并 让 这 些 经 典 角 色 以 全 新 形 象 登

场。有评论者如此评论这一漫画：“它是一

部极具野心、布局缜密的史诗。”

据悉，除了《神奇女侠 1：血脉》之外，漫

画《神奇女侠：海克提亚誓约》和传记《神奇

女侠秘史》也将由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公司引进出版。

黄 卓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