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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面临“断奶之困”
本报记者 金 晶

近年来，国产综艺节目由少到多，由弱变强，已走进“大
成本、大阵容、大制作”的“大时代”，但节目缺乏创新力的隐
忧依然存在——

日前，记者随着涌动的人流走进广
东东莞市玉兰大剧院，欣赏由北京摩登
影子演出策划有限公司出品的音乐剧

《下一个出口，望牛墩》。正如海报上的
宣传语“给我 100 分钟，让你爱上音乐
剧！”整场演出，观众们如痴如醉。

这已是该剧在东莞的连续第 6 场演
出，市民们依然兴致不减。大家一是冲
着它的主演而来——有“中国音乐剧女
王”美誉的影子，曾获选为百老汇经典
音乐剧 《妈妈咪呀！》 中文版第一女主
角；二是冲着它的制作人而来——著名
音乐剧制作人李苏友，制作了 《阿姐
鼓》 等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望牛墩，东莞一个充满岭南水乡风
情的小镇。一年多前，李苏友和影子携
剧团悄悄在此落户，与该镇签约成立了
东莞摩登影子音乐剧团有限公司，帮助
当地打造音乐剧创作基地。对他们的决

定，圈内朋友都有些“看不懂”。毕竟，
李苏友驻守北京、上海搞音乐剧已有 20
多年，早在 1992 年就创建了上海第一个
音乐制作机构，还是北京 798 艺术区的

“元老”之一；影子更是登遍世界各地的
舞台。

怎么会去望牛墩？一年来，李苏友
屡屡被问及这个问题。“其实我来得太晚
了！”李苏友笑言。事实上，在摩登影子
之前，已有东莞保利三宝演艺团、北京
松雷蝶之舞音乐剧团等著名剧团在东莞
扎根，三宝、关山、李盾等著名音乐剧
人纷纷在此聚集。

他们的选择有着共同的考量。近年
来，东莞提出了打造“音乐剧之都”的
梦想，希望用音乐剧来滋润市民的心
灵。近一两年，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将
市场机制作为切入点和着力点，东莞逐
步完善起一套音乐剧创作生产的“五合

一模式”，即“政府扶持、目标监管、企
业投资、项目办团、院线营销”，打通了
政府发展文艺精品创作与演出走市场化
的渠道，使文化企业的创造活力迸发。
迄今为止，东莞已推出了 11 部原创音乐
剧，在全国上演 700 多场，平均上座率
达 80%以上。

记者在望牛墩音乐剧创作生产基地
看到，摩登影子的排练厅足有几百平方
米，录音棚等设施一应俱全，而这些都
是由望牛墩镇政府无偿提供的，同时该
镇每年还向其提供 100 万元创作资金。

“这样的条件在北京、上海是不可能有
的。”李苏友坦言。影子也告诉记者，优
惠的扶持政策、舒适而自由的环境令她
乐意在此潜心创作。

《下一个出口，望牛墩》 正是摩登影
子耗时一年打磨出的第一部心血力作。东
莞学习国外先进的音乐剧运作模式，安排

该剧在玉兰大剧院和望牛墩剧院进行持续
6周的驻场演出。“是否有驻场演出是衡量
一部音乐剧成功与否的基础，我们总算迈
出了第一步。”李苏友说。不同于巡演，
驻场演出对作品能否吸引足够的观众是极
大的考验。事实上，该剧走的完全是市场
路线：门票一张不送、提前两个月做场外
布置、设计衍生产品等，这些都是为了验
证靠市场的音乐剧能不能行，而演出的结
果令李苏友长舒了一口气。

就在 1 个月前，由摩登影子倾力打
造的望牛墩音乐剧创作基地连同东莞
另外两个基地，被授予“中国音乐剧
创作基地”的称号。“国字号”授牌让
公司上下信心备增。李苏友相信，随
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音乐剧市场
良好生态的形成，望牛墩作为他创作
生涯的“下一个出口”，一定会走出别
样的精彩。

摩登影子倾力开拓音乐剧市场——

从北上广到“望牛墩”
本报记者 郑 杨

开唱前，先付费
王 迁

综艺节目的类型多种多样，但都受我国著作

权法保护。对于他人制作的综艺节目，电视台如

希望播放，视频网站如希望提供点播服务，均需要

经过制作者许可

岁末年初，10 余档综艺
节目陆续亮相，多部综艺电
影火速出击，比拼贺岁档，带
给 观 众 一 次 次 娱 乐 文 化
盛宴。

据初步估算，2015 年国
内综艺节目（含常规和季播）
将有 200 余档，综艺大盘“发
酵”势头愈益猛烈。

在 引 进 国 外 优 质 同 类
产 品 的 同 时 ，国 产 综 艺 节
目 成 为 各 大 卫 视 的“ 香 饽
饽”，在电视台和互联网平
台上都创造了高人气。目
前的发展态势如何？在规
模拓展和品牌塑造上呈现
出哪些特点？

近年来，包含各类音乐、舞蹈表演或才艺展示的综

艺节目层出不穷，花样不断翻新，内容日益复杂，在给

观众带来欢声笑语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版权问题，应

引起综艺节目制作者、引进者和传播者的注意。

综艺节目的制作，往往涉及对他人作品、表演和录

音录像的利用，制作者应当分别获取权利人的许可。例

如，《中国好声音》 中使用了大量歌曲 （音乐作品），要

让参赛歌手公开演唱歌曲并进行现场直播和录制，都需

要经过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否则将构成侵权。根

据著作权法的规定，组织他人表演时，获得许可的责任

在于组织者而非作品的表演者。因此，综艺节目的制作

者有义务及时获得版权许可。

综艺节目的类型多种多样，但都受我国著作权法保

护。有的制作者从大量单一节目中独具匠心地进行选择

和编排，使由此形成的综艺节目成为汇编作品，如春节

联欢晚会。有的综艺节目名为“现场秀”，其实嘉宾们都

是按照编导的安排，根据事先确定的台词和故事进行表

演，这类综艺节目类似于以剧本为基础的舞台演出。从

拍摄的角度看，如果影像体现了在拍摄角度、镜头转换

与衔接和特效等方面的独特安排和设计，则电视综艺节

目还可能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即使

是对现场表演较为古板、机械的拍摄，也能形成录像制

品，同样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因此，对于他人制作的

综艺节目，如电视台希望播放，或视频网站希望提供点

播服务，均需要经过制作者许可，在“开唱前先付费”。

电视台从境外引进综艺节目时，应注意区分对节目

本身的引进和对节目模式的引进。引进节目，意味着获

准以电视播放等方式传播境外已经制作完成的节目。如

优酷土豆引进韩国综艺节目 《Running man》，就属于

引进节目。引进节目模式，是指对方提供的并不是制作

完成的节目本身，而是该节目固定的风格、套路、制作

程序、参与者应遵循的统一规范等“模式”。如 《中国

好声音》 和 《中国达人秀》 的节目模式就是从境外引进

的。引进节目和引进节目模式涉及的版权问题完全不

同，对于前者，中方需要购买版权，也就是外方许可我

方传播其享有版权的作品或录像制品；后者则与版权交

易无关，因为节目模式属于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思想创

意，模仿他人的节目模式制作自己的节目并不构成版权

侵权。当然，要制作出相同质量的综艺节目，往往离不

开外方对制作方法、流程与技巧的传授与指导，因此也

需要向外方付费。但所支付的并不是版权许可费，而是

技术指导费。外方有时要求在合同中约定：中方制作的

综艺节目属于演绎作品，不经外方许可不得使用，或者

约定由外方取得该综艺节目的版权。这种约定缺乏版权

法上的依据，应当尽量避免。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全方位”进入生活

想看文化知识类综艺节目，有《汉字
听写大会》；想看亲子互动类综艺节目，
有《爸爸去哪儿》；想看益智类综艺节目，
有《最强大脑》；想看选秀类综艺节目，有

《中国好声音》⋯⋯当下，类型丰富的综
艺节目正全方位、多角度进入人们的生
活。在刚刚过去的一年，综艺节目不但
成为各大卫视的“香饽饽”，而且在电视
台和互联网平台上都创造了高人气。据
艺恩咨询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国内综艺
节目数量在 2014 年创下新高：除常规综
艺外，全年季播综艺多达 87 档，平均每
个季度都有超过 20档节目开播。

从时间类型上看，季播类节目占据
着当下综艺节目主流市场。这种带有

“节奏化”的播出形式，可以避免常年播
出创意不足导致的收视疲劳。

在欧美和韩国，季播编排已形成一
套非常成熟的体系，可以为广告客户提
供长线、中线、短线等不同的植入式投放
资源。国内综艺节目在引进、创新的过
程中，也顺应了这种市场选择。国内最
早尝试全面推行季播节目的湖南卫视，
目前已形成比较稳定的季播节目播放机
制，如在 2014 年一季度推出《我是歌手
2》，二季度推出《花儿与少年》，三季度

《爸爸去哪儿 2》，四季度推出《一年级》。
而其每年推出的重点节目类型和时间，
在前一年招标会上就已基本确定。

从内容类型上看，真人秀节目当下
在综艺节目中占有绝对优势。在 2014
年综艺节目的版图中，除《快乐大本营》、

《天天向上》等常规综艺外，主流季播领
域已被各类真人秀全面占据。对多种题
材的广泛涉猎，为真人秀打开了多元化

的大门。分析显示，在 2014 年季播类综
艺节目排行前 25 名中，音乐类是最受欢
迎的类型，亲子类虽然热度犹在，却不敌
竞技类和旅游类后来居上的集群效应。
而以《笑傲江湖》为代表的喜剧类和《囍
从天降》为代表的生活类综艺节目，则是
新近崛起的“种子选手”。在其他大类
中，时尚类等新节目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综艺节目引发人们关注的，还有其
不菲的冠名费。观察发现，2014 年综艺
排行榜前 10 位的节目都进入或已接近

“亿元俱乐部”，即冠名费 1 亿元起。“电
视行业向来是广告主埋单。”中国社科院
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冷
凇表示，一款综艺节目热播，如能为广告
主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品牌效益，广
告主自然会加大广告投放力度。业内有
报价称，季播类节目的制作费用通常是
常规节目的八九倍，主要依靠冠名和特
约来摊平成本，因此成本提升是造成高
额报价的主要原因。但也有专家指出，
综艺节目报价超出合理范围，还是需要
市场给予适当警醒。

“品牌效应”初显

在新片《霍比特人 3》的高票房背后，
是《魔戒》、《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和小说
10 余年间在世界范围内积累起来的人
气。相较之下，综艺节目似乎也在慢慢
遵循着这种“品牌效应”。数据显示，截
至 2014 年 12 月下旬，季播综艺节目网
络播放的前 3 位分别是《中国好声音 3》、

《爸爸去哪儿 2》和《奔跑吧！兄弟》，三者
累计播放量接近百亿。这其中，《中国好
声音 3》的超高人气，强势带动 2014 年综
艺在网络市场的蓬勃发展，使得季播综
艺的量级标准升至 4亿。在 2015年伊始

推出的 10 余档综艺节目中，《我是歌手
3》、《最强大脑 2》、《中国好歌曲 2》、《梦
想星搭档 2》等系列化品牌综艺节目的身
影频现。

视频网站更是将品牌综艺类节目作
为其开拓市场的发力点。在独家购买热
门影视剧之外，搜狐视频、优酷土豆等网
站已开始了综艺节目的争夺，且出价往
往更高于影视剧作。2014 年，爱奇艺斥
资 2 亿元拿下了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
儿 2》和《快乐大本营》等 5 档节目的版
权；腾讯视频则为《中国好声音 3》花了
2.5 亿元。除购买综艺版权外，各大视频
网站还纷纷推出自制综艺节目。随着网
络自制节目水平的不断提升，也产生了
如互联网首档户外真人秀《侣行》成功登
录央视的案例。

由于综艺节目引起全民效应的作
用力越来越强，加上网络播放量直线飙
升，独播便成为各大视频网站差异化战
略的重心。2014 年热门的季播综艺节
目，七成以上的节目都采取了独播模
式，其他节目则都实现了五网联播。在
2014 年 季 播 类 综 艺 节 目 排 行 前 25 名
中，腾讯视频的总量和独播量都位列视
频网站首位，《中国好声音 3》、《中国正
在听》等节目的独家版权使其在综艺大
战中拔得头筹。

“视频行业力争综艺节目的背后是
品牌大战的白热化升级，综艺版权的胜
利 一 定 程 度 上 可 增 强 网 站 的 用 户 黏
性。”艺恩咨询副总裁侯涛告诉记者，

“当下，品牌综艺节目是最炙手可热的
资源。独播战略的实施，也将使视频网
站摆脱内容播出平台的简单定位，形成
资源融合的新格局。”

除了规模、阵营的比拼之外，一些综
艺节目还将“触角”延伸到电影、游戏等
文化产业细分领域，将品牌“一鱼多吃”，

“玩转”了上下产业链。2014 年春，电影
《爸爸去哪儿》在同名综艺节目人气推动
下，上映后收获 7 亿元票房，成为一件

“综艺转电影”的成功案例。2015 年伊
始，综艺衍生电影《奔跑吧！兄弟》、《爸

爸去哪儿 2》便陆续出台，抢拼贺岁档。

关键还要原创

在综艺节目市场欣欣向荣的大好形
势之下，本土化节目缺乏创新力的隐忧
依然存在。近年来，国内综艺市场掀起
了一股“海淘热”，卫视和视频网站都不
惜大手笔重金购买国外节目版权播放，
或推出国外综艺节目授权制作的“中国
版”。通常来讲，通过国外成熟节目的本
土化改造，可以汲取成功经验，还能激励
业内人士创新和自主研发节目。交了这
么多年的“学费”，市场上似乎仍未出现
期望中的大量优质原创综艺节目涌现的
情景，且综艺节目题材“撞车”的情况依
然屡见不鲜。由于中国市场的购买力旺
盛，导致原本廉价亲民的国外娱乐产品
引进价格“水涨船高”，已攀升至以往的
几倍。

“以 2014 年网络播放前 25 位的季
播 综 艺 为 例 ，引 进 节 目 占 据 几 近 70%
的比例，其中韩国版权有 11 档之多。”
侯涛说，“版权的‘断奶之困’和‘创新
之路’将是未来国内综艺节目须攻克
的难题。”由于当下海外引进版权的综
艺节目红极一时并带来丰厚收益，国
内综艺市场的“海淘热”或将持续一段
时间。

天娱传媒总裁龙丹妮表示，“我们在
10多年内几乎消耗了国外40多年节目的
研究结果。”灿星制作宣传总监陆伟则表
示，按照中国综艺节目大体量预估，如仍紧
盯国外模式不放，不出两年就会面临没节
目可引进的局面。不过，一些原创尝试正
在进行，如从赛制到模式都由灿星自主研
发制作的《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目前已有
25个国家购买了版权。

1 月 22 日，一台名为“亮相之夜”的时尚京剧秀在北

京上演。该京剧秀展现出国粹戏剧与西方歌剧的艺术碰

撞、流行音乐与古典京剧的创新交融，为观众带来别开生

面的感受。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本报讯 记者李鹏翔报道：日前，由深圳市经济贸
易与信息化委员会和厦门大学合作建设的深港新型跨境
电子商务和文化产业园区在北京完成前期可行性论证。
深圳经信委副主任谢建民介绍，深港跨境电子商务和文
化产业园区立足于深圳保税区，建设内容包括：第四方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现代物流仓储系统和管理基地及文
化产业园区等。

相关专家表示，深港合作跨境电子商务和文化产
业园区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特别是对于深圳传统贸易
业态的转型而言，意义深远。园区的建设应该明确定
位，找准跨境电商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切入点。深港之
间可以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深
圳背靠内地广大的文化市场，而香港在文化产业发展
方面具有的先进经验值得借鉴，同时既能够将国外的
文化吸收、融合，又能够成为我国文化产业进一步走
向世界的“桥头堡”。

明确定位 取长补短

深 港 文 化 互 通 有 无

国内综艺节目数量
在 2014 年全年季播综
艺多达87档，平均每个
季度都有超过 20 档节
目开播

除了规模、阵营
的比拼之外，综艺节
目还将“触角”延伸到
电影、游戏等文化产
业细分领域

未来，综艺节目
必须攻克版权的“断
奶”和缺乏创新等难
题，通过原创，一步步
往前走

日前，在首都

文明办、北京市文

化局和国家大剧院

联合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北京西城

区甘家口社区艺术

团现场表演了他们

即将登上晚会表演

的节目，让观众先

睹为快。远 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