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推内容“接地气”

“我的家人在非洲就能看到我配音的
节目，我妈妈还成了中国电视剧的‘剧
迷’。”来自坦桑尼亚的大卫，现在是四达
时代通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一名配音
员。在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公司
里，他每天和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同事一
起，用斯瓦西里语等非洲语言为《婚姻保
卫战》等电视剧配音。“这些电视剧在非洲
市场的收视率可是很高的。我的家人也
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他说。

“我们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四达时
代非洲总部及影视译制基地已经开建，占
地面积 2 万多平方米，总投资 8000 多万
美元，预计今年年底建成，届时可以满足
更多非洲民众对中国影视剧的需求。”四
达时代董事长庞新星告诉记者，目前他们
在非洲国家的节目平台已有 320 多个频
道，可用英、法、葡、斯瓦西里、豪萨等 8 种
语言播出。

近年来，随着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
国内大量影视作品、出版读物、文艺演出
纷纷走出国门。如何能让这些作品接上
当地的“地气儿”，成为“文化海推者”们反
复思索和实践的方向。

从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金太
狼的幸福生活》在坦桑尼亚等国热播，到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亚洲甚至欧美
地区引发热议⋯⋯人们发现，越来越多反
映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故事和日常风貌、
带着“中国温度”的文化作品成为海外观
众的关注热点。“这些节目之所以获得喜
爱，在于其讲述了中国老百姓的喜怒哀
乐，带着文化气质和生活气息，引发人们
的共鸣。”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
赵海生说。

尊重市场和观众的选择，是“文化走
出去”的一条“铁律”。把脉市场的关键，
在于观众对内容和故事了解与认同的程
度。上海芭蕾舞团在“中华风韵”美国巡
演中，曾推出两部戏售卖：欧洲古典芭蕾

《仙女》以及中国民族芭蕾《梁祝》。上海
芭蕾舞团本来认为，古典芭蕾更容易为当
地市场所接受，没想到在最终售出的 32
场演出中，《梁祝》占到 28场。

“《梁祝》是个体现人类共同美好情感
的爱情故事，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这
样一个故事‘芭蕾化’以后，国外观众能接
受。”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宇
认为，那些“叫好”又“叫座”、负载中国人
价值观的文化产品，能够真正有效实现中
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正是当下文化贸易
和市场所需要的。

“平台化苗头”初现

通过海外市场成熟渠道“借航出海”，
是许多文化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途径之
一。随着实力增强及国际视野拓宽，一些
企业开始选择自建渠道“造船出海”，自建
平台“海纳百川”。这种战略布局和组合，
将为文化走出去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

“我们将搭建一个公益平台。国内具
有市场潜力的创意产品，都可以借助这个
平台寻求资金支持和项目合作机会，进一
步开拓国际市场。”记者在 2014年底的北
京文博会上，见到蓝海电视台（BON）共
同创始人、董事长顾宜凡时，他刚刚获得
北京银行 1 亿元授信。他告诉记者，这笔
资金将用于“中国创意千万亿行动”项目，
助力更多小微文创企业走向世界。

面向国际市场，云计算、云存储及大
数据技术，全球共享视听图文新媒体⋯⋯
蓝海电视已经投入运营的融媒体全球传

播云平台“蓝海云”带有多类亮眼的标
签。在这个平台上，内容产品从素材收
集，到剪辑制作，到包装成品等，都有可能
是由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在网上“合
力”完成。而这期间调用的人力和智慧资
源，还可以根据评估计算出贡献占比，获
得相应的产品收益。

“这样的众包模式可激发更多专业人
士或技能人才参与文化产品创作。”顾宜
凡说，“蓝海云”将打造一云多屏、一网多
模式的全产业链高效融合生态体系，调动
数以千计的机构和人员，拍摄数以万计的
中国故事，向全球数亿观众传播中国内
容。从最初的节目制作，到如今的平台搭
建，蓝海电视在文化走出去的实践中，实
现了自身战略性成长蜕变。目前，已有
1126 家小微文创企业加盟“中国创意千
万亿行动”。

当下，我国文化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
展已成常态。文化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
文化企业互联网化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打造互联网文化企业走出去的创新平台，
渐渐成为迫切需求。“文化+电商”的融合
对原有国际贸易方式的颠覆式创新，为文
化产品和服务国际贸易提供了条件，创造
出更多市场机会。

“愈加明显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对文化
走出去、特别是文化贸易走出去提出了更
高要求。”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
长范周表示，打造互联网文化企业走出去
平台，“需要完善平台的基础设施，还要为
电商交易搭建跨境电子商务云服务平台，
建设文化信息消费安全保障制度，提供配
套的金融服务平台和政府监管体系”。

文化资本竞相“出海”

万达集团将马德里竞技足球俱乐部

20%股份纳入囊中，复星集团数次加价竞
购地中海俱乐部，凤凰传媒 8500 万美元
收购美国童书出版龙头⋯⋯近来，国内文
化资本瞄准海外市场频频“出手”，好戏连
台。随着国内影视传媒、游戏动漫、旅游
户外等行业板块发展活力涌现，相应文化
资本到境外投资的步伐也渐渐加快。业
内人士预计，未来 2 至 3 年中国文化企业
将会迎来海外并购的热潮。

以资本为纽带整合资源，文化资本海
外并购取得初步成效，在创新产业运作模
式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的特点。资源型并
购发力升级，如华策影视斥资 3.23 亿元
收购韩国电影业内容发行商 NEW 公司
15%股份，成为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在韩国
影视行业规模的最大一笔投资。华策表
示，未来双方合作将有机会提升中韩合拍
片的数量和质量。又如凤凰传媒收购美
国出版国际公司童书业务及其位于德国、
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等海外子
公司的全部股权和资产，成为目前我国文
化企业走出去的最大一宗并购案，实现了
对国际儿童读物出版资源的整合布局。

渠道型并购“通经活脉”。如安徽出
版集团在波兰全资收购时代马尔沙维克
集团，以此为平台与波兰哥白尼大学共建
汉语文化交流中心，并与在俄罗斯运营的
新时代印务公司配合，打造集团向欧洲走
出去的总部基地；万达并购全球第二大电
影院线 AMC并就地实现 IPO。

先导型并购布局长远，中国出版集团
在与拥有全球领先数字出版技术的英国
出版科技集团进行业务合作、共同研发

“易阅通”数字平台基础上，计划以 1 亿元
收购其股份，成为控股股东，以提升集团
现代出版的核心竞争力，抢占未来数字技
术制高点。

对于文化资本“出海”风生水起，中央
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表
示，文化走出去涉及到不同价值观、不同
生活方式之间的交流，文化企业走向国际
市场时容易出现水土不服问题。“从这一
点上看，资本走出去可以为文化企业、文
化产品走出去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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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实力渐强，文化“走出去”经历一

轮轮实践提升，正焕发出内生新动力——

日前，《失恋三十三天》、《老有所
依》、《北京青年》 等国产电视剧在海外
引起不小反响。我国的电视剧创作在坚
持艺术品格的基础上，不断开阔产业视
野，拓宽产业版图，汲取国外先进的制
作 与 传 播 理 念 ， 走 出 去 的 步 伐 不 断
加快。

作为亚洲电视交易的“风向标”，
在 2014 年 12 月 9 日至 12 月 12 日新加坡
举行的第 15 届亚洲电视论坛和交易会

（ATF） 上，共有近 30 家国内影视制作
企业参加，具有国际视野的纪录片受到
买家和观众青睐。其中，中央电视台在
本 次 交 易 会 上 展 出 的 纪 录 片 就 达 25
部。其中，《舌尖上的中国》 第二季、

《瓷路》 等收到众多购买意向。在中国
参展企业带来的其他各类电视作品中，
历史题材和古装电视连续剧也颇受买家
欢迎。

目前，很多国产电视剧走出去，在
东南亚地区颇有市场。从 ATF 上可以
看出，国产电视剧海外发行的价格并不
高，国内制作方以探索海外市场为主。
在亚洲电视论坛上，一些国产电视剧已
经卖到 1 万美元一集，很多电视剧仅卖
几千美元。对于拿到海外市场发行的单
部剧而言，国内发行收入还是占到 95%
以上。参加本届亚洲电视论坛的 SMG
尚世影业总经理助理李旸表示，参加电
视论坛一方面是拓展海外市场，另一方
面为了争取国际合作机会，更多地储备
项目。“海外市场的未来内容生产肯定
是越来越国际化的，我们参加展会也是
通过海外发行来感知国际市场需求，也
能 反 方 向 引 导 我 们 的 内 容 生 产 。” 李
旸说。

在综艺节目方面，近年来出口少，
引进多。目前，国内 90%的热播综艺节

目来自国际模式授权。像 《爸爸去哪
儿》、《中国好声音》、《中国达人秀》 等
热播节目皆脱胎于国外引进的电视节目
模式。在 ATF 上，国内最早的电视模式
引入者世熙传媒董事长刘熙晨表示，在
全世界范围内，亚洲的节目模式销量明
显低于欧美节目。“我国正处于一个学
习、提高、创新的过程中。”刘熙晨建
议，我国综艺节目走出去要依靠模式输
出。模式走出去一定要将东方优秀文化
和价值观融合进模式里，同时把制作实
力提高到一定水平。

在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工作的傅
彩莉表示，海外有很多媒体都喜欢中国
电视剧。她建议中国制作方应加强与海
外媒体之间的交流。目前，举行亚洲电
视论坛已成为新加坡推介本国影视作
品、吸引旅游的手段。据介绍，为期 4
天的亚洲电视论坛，共吸引了来自 6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4000 多 名 影 视 制 作
商、投资者和内容买家，交易额达 2.56
亿美元。

此外，一些交易会也成为中国影视
作品走出去的主要阵地。目前，国际电
视交易市场主要有 3 个，分别为新加坡
亚洲电视论坛 （ATF），每年 10 月初举
行的法国尼斯戛纳国际秋季电视动画节

（MIPCOM），以及每年 2 月初举行的北
美国际电视节 （NATPE）。

一位国内参展商表示，国产影视产
品走出去是实现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输
出。我国影视作品在东南亚有一定市
场，但国内机构去欧洲、美洲发行难度
很大。原因主要在于近几年欧美经济不
景气，内容市场供大于求，国外机构在
采购内容时，优先考虑本地区内容。中
国电视剧走出去，还要在了解国外市场
需求、提高作品质量上下功夫。

寻找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
——国产电视剧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

本报记者 谭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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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重视文化品牌建设
陈少峰

文化走出去需要坚持“内容为王”，重视系列

化的品牌建设，要通过具体的行动和有计划的实

施策略，实现文化元素的全面覆盖和持续性传播

本报讯 会唱歌的魔法梳子、会朗读古诗的国学经
典发声玩具书⋯⋯走进西安荣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记者仿佛置身五彩斑斓的文学童话世界。更让人想
不到的是这家看似不起眼，注册资本只有 300 万元的民
营文化企业，9 年间出版了 500 多个系列，2000 多本立
体书、洗澡书、纸板书、玩具书等多种形式的幼儿童书，两
套童书获 2010年度“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优
秀图书”。如今，西安荣信是中国高品质立体互动式童书
的市场开拓者和领军型品牌，被国家五部委评为文化出
口重点企业。

“引进国际知名品牌在中国本土化，完成初始的中国
市场开拓后，就开始在原创上‘双拳出击’，推出有中国特
色的自主知识产权品牌后向国际推广。这种引进来和走
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激发了荣信员工无限的创造力，也使
企业充满了活力。”公司总经理王艺桦告诉记者。

创业之初，荣信公司就将主产品“乐乐趣”童书品
牌定位为“心智均衡教育倡导者”。其将先进的“立体
互动式高品质童书”引进国内，改变了中国童书产品形
态，在引进中学习提高，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水准的原
创队伍。王艺桦介绍说，“乐乐趣”在原创上实行“双拳
出击”——“迪士尼授权原创”和“自内容原创”，即用迪
士尼的卡通形象，创作生产带着中国元素的米老鼠和
唐老鸭，同时主要针对婴幼儿的各个发展时期实施新
品研发和生产。截至目前，荣信已和新加坡、韩国、日
本、意大利等十几个国家达成版权输出意向。

（张 毅 何汪维）

推广“乐乐趣”原创童书品牌

西安荣信“双拳出击”

那些“叫好”又“叫
座”、负载中国人价值观的
文化产品，能够真正实现
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符合当下文化市场的需求

文化企业与互联网的
融合、文化企业互联网化
成为未来发展趋势。打造
互联网文化企业走出去的
创新平台，成为迫切需求

文化走出去涉及到不
同价值观、不同生活方式
之间的交流，容易出现“水
土不服”的问题，资本走出
去可以为其探路

文化走出去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的重要战略。近年来，随着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力度逐渐

加大、“出海”文化企业数量逐渐增多、外贸文化产品质量

逐步提升，我国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各方共识。虽然取

得了一些成绩，但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还未达

到应有高度。只有将优质内容凝练成文化品牌，才能

进一步在国际市场实现快速、有效、大范围传播。

品牌是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来源，优质内容则是品牌

形成的基础。文化走出去需要坚持“内容为王”。政府部

门不能局限于普通的文化交流，要带着产业发展的眼光

看问题，逐渐形成有品牌的文化产品，包括影视、游戏、音

乐等方面的出口。此外，我国文化产业出现了“做平台赚

钱，做内容不赚钱”的现象，值得警惕和关注。另一方面，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日益改善令人欣喜。知识产权法

院已经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氛围逐步形成，这些都

有利于文化产业进入“内容为王”的时代。

文化走出去还需要重视“系列化”的品牌建设。我国

在对外品牌塑造和传播方面不应局限于举办大型活动，

还应逐步建立包括国家、社会、企业、城市、明星、项目产

品等各层面的系列品牌。作为导向性标志，品牌不仅要

有知名度，更要有美誉度。不同层次的品牌具有不同的

文化内涵以及形象提升的价值，需要将不同层面的品牌

区分开来。

文化走出去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通过具体的

行动和有计划地实施策略，实现文化元素的全面覆盖和

持续性传播。倘若相关管理部门能提供资金，以内容塑

造品牌，将基本的文化元素和内容品牌传播出去，或许能

使文化走出去发挥出更大作用。譬如，可以打造文化走

出去的“十个一”工程，通过每年在全球集中推介一个汉

字、一个文化元素（如贴春联）、一个活动（过春节）、一部

家庭娱乐电影等，公开全面征集采购，发挥全民创造力，

调配社会资源，在各个领域里推动品牌内容建设和对外

文化走出去。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1 月 18 日，在公益电影“西藏的孩子之《永不放弃》”

新闻发布会现场，藏族学生进行文艺演出。影片《永不放

弃》讲述了西藏孩子在内地求学成长的故事。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从电视剧《媳妇的美好
时代》、《金太狼的幸福生活》
在国外热播，到纪录片《舌尖
上的中国》在亚洲甚至欧美
地区引发热议⋯⋯我国文化
产业走出去方兴未艾。

我国的文化产业如何更
好地走出去，关键是文化作
品能够被国外的观众认可和
接受，能够接上当地的“地
气”，能够“走进”当地。

我 国 的 文 化 产 业 从 走
出去到“走进去”是一个艰
难 的 过 程 ，需 要 搭 建 共 享
的 平 台 ，需 要 文 化 资 本 探
路先行。

日前日前，，北京交通大北京交通大

学赴美巡演团先后赴美学赴美巡演团先后赴美

国泽维尔大学等高校巡国泽维尔大学等高校巡

演演。。巡演团所到之处巡演团所到之处，，

均受到热烈欢迎均受到热烈欢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晶晶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