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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态可掬的狗熊、机巧灵活的猴子、
令人捧腹的小丑⋯⋯谈起马戏，人们的第
一印象就是欢乐。然而，带给人们欢乐的
马戏剧组自身并不总是欢乐的。由上海
杂技团脱胎而来的上海欢乐马戏有限公
司，就经历了一场涅槃重生的过程。

剧组变成“我的团”

“一星期两三场演出，观众寥寥，每晚
挣的演出费刚刚够吃碗汤面。”回忆起以
往 10 余年的场景，小丑演员周继辉不胜
唏嘘。前些年，马戏事业遇到了瓶颈。国
内原来拥有马戏节目的国有杂技院团都
对成本较高的马戏进行了改制，有的承
包 、转 卖 ，有 的 干 脆 取 消 了 马 戏 节 目 。
2007 年时，上海杂技团是国内唯一保留
马戏节目的国有文艺院团。

如何让马戏剧组也“欢乐”起来呢？
“改革前，最困扰我们的是动物与人的关
系。马戏团里，驯兽员和动物最好一天
24 小时都能亲密接触，在欧美更是有家
族制的艺术传承。在我国，员工下班后
和放假时很难完全把精力扑在马戏团，时
间一长，如何能出戏、出人、出精品，又如
何赢得市场？”改制后担任上海杂技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的俞亦纲十分感慨。

“马戏的动物表演很受老百姓特别是
孩子喜爱，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需要有一
台高水平的马戏表演。”俞亦纲认为，上海
杂技团马戏团队能选择的，就是“通过改
革寻找马戏艺术的内在规律，突破发展的
瓶颈”。2007 年，上海杂技团对团内马戏

剧组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探索，由剧组演职
人员持股上海欢乐马戏有限公司，主营

《欢乐马戏》节目的项目运营。不久后又
成立了上海欢乐马戏有限公司，上海杂技
团、马戏城出资 51％，马戏团演职人员出
资49％，“欢乐马戏”剧组员工按一定比例
购买项目公司的股份，成为股东，从而实
现了单位与员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舞台盘活高效益

“人还是那些人，动物还是那些动物，
但事情就是变化了。”俞亦纲说，员工成为

股东后，激发了主人翁意识、市场意识、竞
争意识和成本意识，最大的变化是舞台上
演员们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欢乐马戏”
从此被盘活了。

就拿饲养动物来说，现在饲养员给动
物买饲料，总要货比三家，有的演员甚至
开着自己的车到处跑，看哪里的肉最新鲜
性价比最高。“仅动物饲料成本一项，就由
改革前的每年 81 万元下降到 51 万元。”
上海欢乐马戏有限公司总经理金伟说。

“人的积极性一旦被调动起来，生产
力是无穷的，‘欢乐马戏’可以上演海豹一
家 4 口的新节目了。”一名欢乐马戏的成

员兴奋地说，“现在对小动物的保护意识
也大大提高，我们比动物园的专业饲养员
还专业。”

不过几年光景，公司创排的《欢乐马
戏》已成为上海杂技团又一个品牌剧目，
且总体成本开支比改制前节约了 10%，
票房收入增长 50%以上。2013 年，《欢乐
马戏》在上海马戏城的剧场演出了 160
场 ，观 众 达 10 万 人 次 ，票 房 收 入 超 过
1000 万元。演职人员的演出收入也有了
明显增长，作为股东还拿到了分红。俞亦
纲告诉记者，公司正在计划再度创作全新
的《欢乐马戏》剧目，再创精品。

本版编辑 佘 颖

2013 年，中国出版集团资产总额为
123.58 亿元，营业总收入 90.87 亿元，利润
10.23 亿元，增幅 79.48%，其中净利润的增
幅超过 90%。同时，集团以 7.04%的图书
零售市场占有率持续领跑全国，出版的 7
种图书入选“2013 年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
书”，多个项目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
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奖项。

“无论新技术如何影响，持续不断的内
容创新才是出版业永恒的主题，真正的出
版人永远是优质内容的提供商与服务商。”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谭跃认为。

为此，公司制定了既抓内容生产，促进
出版繁荣，又抓质量控制，强化导向管理的
双重管理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促进集团
主业发展的“创新十策”，带动了创新力的
持续提升。

谭跃提出，文化企业围绕内容做文章，
既要立足内容，又要跳出内容。立足内容，
就是要立足内容的创意和创新；跳出内容，
就是要跳到时代大潮大局之中，促进内容
与时代、与市场的融合。为此，中国出版集
团既创新选题策划、营销推广，也创新与内
容生产相关的各种机制，加快内容传播的

数字化、国际化进程，探索内容与相关行
业、相关产业的融合。

品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出版
集团旗下汇聚了中国出版界的一批知名品
牌，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

“这是我们从前辈那里承接下来的宝贵财
富，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得到更好的维护、
经营和创新。”谭跃表示，品牌经营战略的
关键是要抓住中心话题，这个中心话题就
是做强品牌企业、做响品牌产品，将战略落
实到一批明星产品上，落实到服务品质和
服务水平上，落实到市场表现上，落实到机

制、人才、营销等重要环节上，落实到择优
扶重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上。

为保持良好的品牌价值并使之不断提
升，中国出版集团一直将出版物的质量管
理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近年来，集
团不断完善制度建设，陆续出台《出版物质
量检查办法》、《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
法》、《出版物审读办法》等，每年开展两次
质量大检查，发现问题的根据问题性质和
影响程度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同时，通
过完善的激励、培训等机制，使广大编辑人
员的政治意识、质量意识得以强化。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北
京立足全国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的城市功能
定位，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已经结出累累
硕果：文化贸易额从 2006 年的 12.65 亿美元提高
到 2013 年的 35.33 亿美元，年均增长 15.8%，国家
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数位居全国之首。

文化“走出去”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
正如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伟所说，文化“走
出去”必须坚持政府主导与民间参与融合，文化交
流与文化贸易融合，渠道建设与内容提升融合，不
断提升文化话语权。

2006 年以来，北京市出台了推动文化产品和
服务出口的实施办法，从财税优惠、服务保障、交
易平台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了文化
交流与文化贸易工作推进机制，全市受理对外文
化交流项目 2600多批，服务近 5万人次。

连续举办 8 届的北京文博会，文化贸易签约
额累计达到 4845 亿元；2013 年北京国际图书节
签订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超过 2000 项；4 月
举办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交易额突破百亿元；刚刚
闭幕的第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博会上，北京展
团在开幕当日即签署合作项目近 60亿元。

除了借助各种国际展会把文化产品推向国际
市场，北京还加大、加快国际文化传播平台的建
设，推动文化企业“买船出海”，在推动文化“走出
去”的方式上，不断推陈出新。

北京支持四达时代开办 7 个语种的 19 个频
道，在 12 个国家发展用户超过 400 万；支持北京
出版集团与欧洲梅尔杜蒙开展合作，推动中国精
品图书走向世界；现在，在美国、加拿大的电视台
也定期播出具有北京特色的电视节目。

继万达集团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 AMC 公司
成为全球最大电影院线运营商之后，北京蓝海天
扬等一批骨干企业通过设立、收购等方式，在欧
美、澳洲、东南亚、中东地区陆续开辟传输网络，而
北京天创演艺集团成功收购美国布兰森白宫剧院
后，推出驻场演出《功夫传奇》和《马可·波罗传
奇》，累计演出 800多场，在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
际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京：

“买船出海”走世界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欢乐马戏》集合了

上 海 马 戏 团 的 狮 子 、老

虎、小狗、海豹、小鸟、马

等动物，并配有杂技、小

丑演出、滑稽戏表演等内

容，很受观众特别是小朋

友的喜爱。图为演出中

的驯鸟环节。

（资料图片）

上海杂技团探索剧组股份制改革，创拍《欢乐马戏》年票房收入超过 1000万元——

员工持股 马戏欢乐
本报记者 李治国

上海杂技团探索剧组股份制改革，创拍《欢乐马戏》年票房收入超过 1000万元——

员工持股员工持股 马戏欢乐马戏欢乐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如果将数字电视项目比喻为高速公路的话，
四达不仅负责高速公路的建设，还包括建成之后
路上跑什么车、车上装什么货，提供从资金筹措到
规划建设，从内容提供到运营管理一整套解决方
案。”四达时代集团副总裁郭子琪说，这种独特的
做法，让四达在非洲多国获得了运营牌照。

四达时代集团创立于 1988 年。自 2002 年
起，四达开拓非洲市场，目前已在 23 个国家注册
成立公司，在 12 个国家开展数字电视运营，发展
用户超过 400 万，覆盖非洲 80%的人口，成为非洲
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数字电视运营商。广受非
洲人民喜爱的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正是通
过该平台向坦桑尼亚及泛非地区播出的。

此外，四达还形成了有独具特色的内容平
台。四达节目平台共有 320 个频道，其中包括中
央电视台、新华社及四达自办共计 38 套中国内容
的电视频道。四达非洲总部及影视译制基地设在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预计明年底建成使用后，将形
成选片、译制、播出、版权交易的完整产业链。

在已运营的非洲国家，四达拥有 200 多家营
业厅、3000 家便利店、5000 个渠道商。此外，多
元化的用户缴费系统、专业化的客服队伍、积极响
应的运营维护等，都广受用户好评。

今年 4 月底，四达还成功完成了对南非第二
大直播卫星运营商 ODM 公司的并购，使四达在拥
有地面电视和移动电视平台的基础上，拥有了覆
盖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直播星平台。

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但要抓住机遇、全速发
展，还要有面向大众的宗旨。“四达提出让每一个
非洲家庭都买得起、看得起、看得好数字电视，共
享数字电视的美好，每月仅需 3 至 5 美元，就可收
看 30 套节目，得到非洲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
欢迎。”郭子琪说。

四达时代：

数字电视闯非洲
本报记者 金 晶

天创演艺集团收购美国布兰森白宫剧院后，

推出了《马可·波罗传奇》。图为演出剧照。

（资料图片）

又一个周末，《欢乐马戏》又一次拉开
了帷幕。斑点狗、金刚鹦鹉、狗熊、老虎等
动物明星们，又开始上演它们娴熟但又永
远显得笨拙的演出。不少观众在观赏之
际，往往会惊呼，“咦，快看，带着老虎狮子
表演的居然是个女的！”

这位驯兽师名叫李靓。她原本是一
名科班出身的杂技演员，“蹬技”过硬，能
从蹬铁圈到蹬板凳，外带板凳上再顶着 3
个成年人。进入上海杂技团后，杂技团马
戏部的陆师傅看这小姑娘形象还不错，就

希望她玩点高难度的——当老虎和狮子
的驯兽师。李靓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不
久，剧团来了一只几个月大的东北虎，跟
小狗一样顽皮可爱，李靓就和小老虎玩了
起来。小老虎一天天长大，李靓跟它也有
了感情。就这样，李靓转行当了驯兽师。

如今，李靓已拥有近 10 年驯兽经验，
她双手的伤痕也在时时增长。她的手指
关节处有一个很明显的疤痕，这是在训练
时被老虎的爪子弄伤的，缝了 10 针。为
了便于伤口的愈合，缝针的时候医生没有

为李靓打麻药。李靓却不以为然地说，
“跟老虎狮子打交道，哪有不受伤的？”李
靓的一个师傅戴跃华有着 30 年驯虎经
验，也曾经在看护一只生病的老虎时被老
虎尖利的牙齿咬穿手掌。所以，在虎笼和
狮笼的周边，经常放着红药水、紫药水、酒
精、双氧水、创可贴、绷带等等，都是驯兽
员平时必备的。

2009 年前后，李靓的师傅们先后退
居幕后，她正式成了主角。每当李靓带着
3 只白虎和 2 头狮子出现在舞台中央，总

能获得最多的叫好声和鼓掌声。
“以前有师傅们在，总觉得可以躲在

后面靠一靠。可如今，两位师傅都不在台
上，一下子觉得肩头的担子重了很多。”李
靓说，现在自己也快 40 岁了，很多杂技学
校的同学都转行了。但她一直喜欢舞台
上的感觉，她说，“只要身体允许，希望一
直可以演下去”。

按照上海欢乐马戏有限公司的规划，
《欢乐马戏》还将继续改版。那时，李靓和
她的虎兄狮弟还要向新的难度挑战。

驯兽师李靓：

虎兄狮弟找“靓妈”

中国出版集团作为“国字号”的出版“航母”，通过塑造内容创新与质量控制“双螺旋”结构，成为

行业领头羊——

141 天 ，是 今 年 全 国 电 影 票 房 突 破
100 亿元所用的时间，比 2013 年提前了 29
天，比 2012 年提前了 83 天。而将时间回
溯，2010 年我国电影票房首破百亿的喜悦
仍不算遥远。

随着国有电影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
随着电影院线发展加快，我国电影产业持
续高速发展的势头不减，票房屡创新高。
一批叫好又叫座的优秀国产影片丰富着大
众文化生活，也为文化消费力的释放提供
了有效途径。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
人》、《一代宗师》⋯⋯能让观众记住名字的
优秀国产影片越来越多了。这不但代表着
我国电影创作生产能力日渐提升，也是市
场多元化创作趋势的一种体现。

经过多年市场锤炼，国产电影和引进

大片同台竞技，表现颇为不俗。截至目前，
今年票房前 10 位影片中，国产片与进口片
各占 5 席，其中，《西游记之大闹天宫》以
10.44 亿元票房雄居榜首。在进口影片的
强势压力下，国产片票房市场份额仍占到
了 56%。5 部国产片中除《西游记之大闹
天宫》外，其余 4 部都是普通 2D 版，平均票
价 远 低 于 5 部 IMAX 和 3D 版 本 的 进 口
片。票价低而票房高，意味着国产片的观
众人次远超进口片，国产电影的市场认可
度越来越高。

企业是市场活跃的主体。这些年，以
中影、上影为代表的国有电影企业和以光
线、乐视为代表的民营电影企业，都围绕电
影产业链进行探索拓展，营造出良好的市
场竞争环境。国有电影企业更是在文化体
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释放出青春和活力。由

中影集团主体业务改制而成的中国电影股
份有限公司，已成为目前我国电影产业内
综合实力最强、产业链最完整、品牌影响力
最广的企业。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坚
持把提高创作能力和市场控制力作为企业
核心竞争力，企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
头。上影股份组建一年多，充分发挥资源
重组优势，企业效益取得明显增长，利润达
到 1.69亿元，比上年增加 30.02%。

根据中国证监会近期发布的 IPO 预披
露名单，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万达电影
院线股份有限公司等均含在列。依靠资本
力量发挥企业优势，我国优秀电影企业将
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稳定市场的中坚力
量。

浏览此次 IPO 预披露名单可发现，涉
及电影产业的 3 家，即上影股份、万达院

线、金逸院线都不约而同地将主要募集资
金放在了影院扩张上。业内人士分析，我
国电影院线公司或将掀起一轮上市热潮。

目前，我国电影院线发展布局已初见
端倪。中影星美、上海联合等具国企背景
的院线，多由国有电影集团组建，采取影院
签约加盟的模式。民营企业投资组建的院
线，则多采用资产联结模式，或资产联结与
签约加盟的模式。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内地新
增影院 325 座，新增银幕 1609 块，国内银
幕总数已经超过 20000 块，而在 2002 年，
这个数字仅为 1843 块。高质量的电影和
高数量的银幕，将继续支撑我国电影产业
的高速发展。专家预计，今年下半年，电影
银幕增长速率有望继续推动国内电影市场
的容量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