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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

日前，作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实力最
强的民营影视文化企业之一的华策影视，终
于明示了其“大数据”发展战略。7 月 29
日，该公司通过董事会决议，拟以现金及发
行股份相结合的方式收购上海克顿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这也成为迄今为止
国内影视行业已宣布交易中金额最大的一笔
并购项目。“收购完成后，华策影视有望成
为 国 内 电 视 剧 行 业 首 家 市 场 占 有 率 超 过
10%的公司，年产电视剧规模将达到 1000
集以上。”华策影视总经理赵依芳告诉记
者，“未来公司将试水大数据平台与传统影
视业务相结合的新型产业模式。”

公众最近一波关注影视业与大数据“结
缘”的浪潮，似乎是从奈飞公司 （Netf-
lix） 依靠 《纸牌屋》 起死回生的传奇经历
开始的。

其实，广大观众对一部电影的关注点，
多集中在影片本身是否好看。所以，关注数
据并受其反馈影响最深的，还是影视业及业
内企业本身。就目前而言，我国影视产业最
主要的商业模式仍为初级的‘B2B2C’模
式。内容提供商 （B）、渠道 （B）、受众

（C） 分处产业链的上、中、下游。这种相
对传统的商业模式，特点是单向传输，即内

容产品在各个环节与参与方之间进行的单向
传输。无论是内容提供商对内容制作的选
择、渠道对内容的选择，还是广告主对渠道
的选择,更多的都是根据经验去判断受众的
喜好，然后作出决策。对于影视业，尤其是
电影这种一次性消费的文化产品而言，单向
模式的经验主义往往无法满足观众观影的变
化需求，进而造成成本投入的无的放矢。

幸而，“大数据”的介入和应用促进了影
视产业生态体系的优化，并引导国内影视业
摸索进入了‘C2B2B2C’模式阶段。在这一阶
段，产业链业务流与数据流间形成有效串联，
推动内容提供商、渠道平台、受众群体、广告投
放与消费环节的循环联动，内容产品的受众定

位、策划制作等环节更加精准，在符合行业政
策的前提下，最大程度根据受众和渠道平台的
需求去制作更优质的影视作品，将使影片在受
众群体中产生更大影响力。

再以华策收购克顿传媒为例，前者除了
看中后者的影视资源外，更看中后者掌握的
影视信息。在克顿传媒数据库中，不但收录
了 1997 年以来近万部影视剧在各平台播出
的分地区、分观众群的收视评估情况，还收
录了国内领先的制作班底信息，其中有记录
的导演、编剧、制片人等均超 2000 人，演
员超 7000 人，涵盖国内 90%以上有播出记
录的主创人员及 80%以上的其他制作班底成
员。这些对于大数据时代的影视产业来说，

当属优质资源。赵依芳告诉记者，克顿此前
独立研发的“影视资源管理系统”，将有助
于信息资源的有效分类、筛选和调动，最终
成为决策依据，更好地服务于华策影视内容
的生产销售。

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影视龙头企
业崛起，并从自身优势出发进行全产业链布
局，内容与渠道环节也将进一步深度融合，
精简的“C2B2C”模式会崭露头角。到那
时，观众群体将细分定位，其观影感受也被
突出强调。大数据、新媒体技术在产业链各
个环节的广泛运用，行业数据的海量积淀与
智能化系统分析，将会吸引更多的高满意度
客户对影视作品直接消费，进而更有效地带
动影视产业的衍生消费。此外，对大数据运
用水平的要求也会相应“水涨船高”——除
了需要具备数据量基础和基本分析能力外，
更需要数据掌握者具备独到的筛选眼光，可
以从纷繁复杂的数据中“去糙取精”，抓出
关键变量。否则，“有量无用”的数据也不
过是废纸百张。

新 闻 速 递

“大数据”重构影视商业模式
本报记者 金 晶

随着“大数据”、新媒体等技术的普及应用，影视产业发

展的生态环境也在不断调整中完善，产业链格局正发生着巨

大的变化，逐步影响并推动着各个环节发展方向、战略定位、

商业运作与思维模式的升级与变革。






 


虽然少数博物馆通过开发相关文化
产业走上了自己“造血”的路子，但郭治
华对这种“以文促商、以商养文”的发展
方式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这些博物
馆如果没有社会资本的注入，一旦出资
者的资金链断裂，将难以为继”。郭治华
认为，民办博物馆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加

快制定相关法律规定，保障民办博物馆
地位，明确民办博物馆的权益与义务，为
社会资本进入民办博物馆打开“通道”。
同时，探索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成立博物
馆发展文化基金会，构建政府资助、社会
捐赠、博物馆自筹、基金会、行业发展基
金等相结合的多种供养模式。政府也应

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减轻博物馆的
运营成本压力，为其轻装上阵，更好地发
挥社会职能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

“下一步，我们将在全市探索建立博
物馆文化基金，并推广法人治理模式。
同时，为了让博物馆形成聚合效应，我
们将整合资源，构建曲江新区、大明宫
等 5 个区，南北中轴线、东西中轴线为主
的 2 条线，及环山公路秦岭北麓为一带
的‘五区两线一带’博物馆发展格局，届
时 西 安 将 成 为 名 副 其 实 的‘博物馆之
都’。”面对未来，郭治华信心满满。

· 另辟蹊径

西安：民办博物馆“以馆养馆”的艰难探索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何汪维

2010 年 3 月，陕西省西安市政

府提出要将西安建设成“博物馆之

都”，用 3 年时间再建 50 座至 80 座

博物馆，使全市博物馆的总数突破

100 个。如今，西安的博物馆总数

果然已达 100 家。其中，民办博物

馆增加最快、最多，已分别占到新

增博物馆的 60%和博物馆总量的

30%以上。

然而，民办博物馆在快速发展

中也遭遇了种种“成长的烦恼”困

惑。有的因资金不足而关门歇业，

有的因运营不善而门庭冷落，但最

需破解的还是“民办非企业”的身

份之惑，以及由此而来的“以馆养

馆”式生存境遇之难。日益庞大的

城市博物馆群体，到了一个该追求

“健康质量”的“关口”。

坐落在秦岭北麓脚下的关中民俗艺
术博物院，是收藏奇人王勇超历经 20 多
年创办的一家集关中民俗文化和建筑文
化于一体的民间博物馆。上世纪 80 年
代中后期至今，博物院已累计投入近 5亿
元，用于收集和抢救保护周、秦、汉以来
的 33600 多件（套）石雕、木雕等，征集保
护 40 院、近千间明清古民居。然而，很
少有人知道，这座有着“民俗基因库”美
誉的博物院，却让家底殷实的创办者王
勇超走上了借债运营的艰难之路。

“拆东墙补西墙，墙墙都还没倒。”
王勇超如此描绘自己“艰难并活着”的博
物馆之梦。2012 年，该馆接待游客 18 万
人次，门票收入约 1000 万元，但人员工
资 、水 电 费 、维 修 费 等 基 本 开 支 就 达
3000 多万元。“博物院的展品征集、复建
工程等已经花光了我的积蓄，为维持正
常运转，不得不四处借款。”

与王勇超有着相同“苦恼”的，还有西
安经文牛文化陶瓷博物馆馆长任经文。
2009 年，他创办了西安惟一一家以牛为

主题的博物馆，该馆目前正为生存而苦苦
挣扎。“最大问题是资金。博物馆每年的
维修费用和运营费用至少要300万元。”

此外，近年来国有博物馆的免费开
放也对靠门票收入维持运营的民办博物
馆运营带来压力。“民办博物馆免费开放
没有收入，不免费又没有观众，处境尴
尬。”大唐西市博物馆馆长王彬如是说。

“设立容易运营难。”这是记者在采
访中听得最多的一句话。

“开博物馆是每个收藏家的最终梦
想 。 一 旦 开 办 ，博 物 馆 就 成 为 一 个 巨
大的窟窿，要不断投钱进去。”西安市
文 物 局 博 物 馆 处 处 长 郭 治 华 说 ，这 是
许多怀有良好愿望的收藏家事先不曾
料及的。

运营之难运营之难

企业还是事业？私有还是国有？这
是困扰民办博物馆健康发展的又一难
题。郭治华介绍说，我国《博物馆管理办
法》将民办博物馆划归非国有博物馆；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及《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又将
民办博物馆划归“民办非企业单位”，这
是一个“非猫非虎”的概念，因此，民办博
物馆游离于国有体制和私有体制中间。

为了生存和发展，西安的民办博物
馆不得不向市场谋出路，摸索不同版本

的“活法”。
6 月 27 日，南五台山下鞭炮齐鸣、锣

鼓喧天，迎宾社火、华阴老腔、唢呐鼓乐、
敬献寿桃等传统项目，让 300 多名观礼
嘉宾赞叹不已。这是关中民俗艺术博物
院传统寿庆文化交流活动的现场。3 年
前，该院推出文化产业项目“南山福苑”，
通过给老人过寿，既推广了优秀的传统
民俗寿礼，又实现了博物院的发展。“我
们已经组建了 150 人的专业队伍，专门
经营寿礼，创收前景看好，未来还计划打

造以地方小吃、造纸坊等为主的商业一
条街。”据介绍，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已被
确定为陕西省和西安市的“十一五”、“十
二五”重大文化建设项目，并纳入西安五
台旅游古镇的规划，统一开发建设。

大唐西市博物馆是在唐长安西市原
址上建立的国内首座民营遗址类博物
馆。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该馆发掘整
合历史文化资源，精心规划了“一大事
业”——大唐西市博物馆，形成了“五大
产业”——丝绸之路风情街、国际古玩
城、国际展览馆、胡姬酒肆演艺中心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城，并以这些产业带来的
收益补贴文化遗产保护，创新了“以文促
商、以商养文”，即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相互促进、双轮驱动的科学发展模式。

身份之惑

发展之路
本报讯 记者金晶报道：2013 中国设计红

星奖作品征集活动于日前结束。今年的红星奖旨
在鼓励企业和设计师通过展现设计的智慧，诠释
社会进步与健康发展之美，此次征集也呈现出参
评数量大、涵盖范围广、著名企业多、科技含量高、
涉及领域宽等特点。据主办方介绍，今年共有国内
外 5567 件产品参评红星奖。这一数字不但超过了
德国红点奖 4662 件的征集数量，同时也使红星奖
成为全球参评数量最多的产品设计奖项。

本报讯 记者苏民 牛瑾报道：首届北京七
夕文化节将于 8 月 9 日至 13 日在北京通州举行。
文化节期间将进行七夕歌会、“相约运河”七夕鹊
桥会、“大美运河”七夕文化展、“漫步运河”七夕民
俗游等 5大板块的 17项子活动。

据了解，本届七夕文化节以“情定运河，梦圆
北京”为主题，所有精彩活动都将在通州运河文化
广场举行，免费向广大市民开放。届时，市民可以
充分感受七夕民俗文化的魅力。

本报讯 记者杨学聪报道：以“让生活对话，
让创意发声”为口号的上海市民文化节市民创意
大赛，日前正式启动。本次大赛面向全体生活、工
作、学习在上海的广大市民中的创意设计爱好者
和工作者。大赛设置了“生活用品”、“动漫游戏”、

“艺术设计”三大门类，其中以贴近老百姓，人人都
能创意的“生活用品”为本次大赛的核心门类。8月
31日前，市民可以将自己的创意，通过图纸或文字
等形式投入放置在莫干山路50号“M50”园区门口
的“创意邮箱”。组委会将择优选取其中部分创意，
借助设计师的力量，帮助市民完成最终设计。

2013设计红星奖征集结束

首届北京七夕文化节将举行

上海市民尝鲜“创意梦”

本版编辑 张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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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①：：7 月 26 日，人们在第 15

届香港动漫电玩节上参观。本届动

漫电玩节有 170 个参展商参与，共

计 500 个摊位，预计吸引逾 70 万人

次入场。 新华社记者 赵宇思摄

图 ②②：：7 月 27 日 ，在 首 届 BP

one 动漫展暨西部动漫节银川分赛

区的展示会上，动漫爱好者在选购

动漫产品，来自宁夏的百余 CO-

SPLAY 选手和团体参加了本次展

示会。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大唐西市博物馆。 （资料图片）

暑期动漫热

本报讯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召集 9 家卫
视召开工作会议，公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歌唱类
选拔节目的通知》。通知不仅要求节目加强评委
点评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加重歌曲演唱和歌曲欣
赏的基本知识讲解，还要求严格把控引进海外节
目模式。

除了对数量、播出时段进行调控外，在总局下
发给所有卫视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歌唱类选拔节
目的通知》中，也重申今年各台一律不再投入制作
新的歌唱选拔类节目。《通知》还特别提到，要对参
赛选手、评委、嘉宾、主持人等做好把关和引导工
作，语言、行为、服饰等都应符合媒体格调，导师评
委要加强点评的专业性和针对性。 （杨 子）

面对扎堆荧屏的歌唱类真人秀节目，“限歌

令”的出台算是提了个醒。“限”而非“禁”，“限劣”

而“促优”，不但可以表现政府主管部门的判断力

与执行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大众文化潮流

走向健康。

从人情角度而言，电视节目中自然流露的感

情会引发共鸣，也让节目更加好看、耐看。但一些

品质不高的节目，却在利用观众的同情心理，夸大

其辞、无病呻吟、煽情讨巧。殊不知，愚人者终自

愚，一味“消费”情感，“作秀”出来的热度必定无法

延续，最终也会被人们所厌弃。

从行业角度而言，同质化节目过多已成为国

内电视节目创新的一大阻碍。由于竞争激烈，一

些卫视选择了“什么火上什么”的节目制作方式，

抄袭模仿却又不得精髓。同类栏目总量过多、重

复性高，不但没有丰富荧屏，还造成了人力物力资

源和频道资源的严重浪费。做节目若不问功底积

淀，片面追求收视率或轰动效应，甚至干扰公众对

节目筛选的判断，这样的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最

终会进入发展的死胡同。

满足观众多样化的电视节目需求，要在充分

市场化的背景下进行适度的行政调节，促进优胜

劣汰。知易行难，调节的手段、标准是否适度，是

否能前瞻性地防微杜渐，种种探索考量着智慧。

此外，“限劣”的同时更需“促优”，营造创新为先的

氛围，鼓励原创节目，或将减少跟风和“劣币驱逐

良币”的恶性竞争。

“限歌令”调控落定“限歌令”调控落定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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