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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消费者对儿童教育、娱乐
等领域的投入逐步增加，儿童科技
市场已经成为新的巨大蓝海。对于
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的上海葡萄纬
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葡萄科
技）来说，做儿童市场的“苹果”并不
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不久前，葡萄科技发布了两款
“重拳”产品——儿童电脑PaiBot与
儿童成长手环 PaiBand，同时发布
的还有儿童专属操作系统PaiOS。

“孩子爱玩iPad和游戏，一直是
很多家长头痛的事情。”葡萄科技联
合创始人、COO 林泰君告诉记者：

“我自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假如我
们可以从孩子的需求出发，设计适
合孩子的产品，用科技的力量重塑
孩子的生活方式，或许我们可以打
开一番新天地。”

趋势不可逆

唯有向前看

“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科技
产品已经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
分，我们只能向前看”

在创办葡萄科技之前，林泰君
和另外两位创始人都有着丰富的互
联网创业经验。他们都是“技术流”
出身，林泰君本人最初在游戏公司
51.com 做研发，负责过原盛大集团
的大数据业务，之后自己创业做过
广告公司，也做过跨境电商业务。

2014 年初，林泰君和伙伴们发
现了一个新的商机：如今，“70 后”

“80 后”已经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这代人当了家长之后，教育和培养
孩子的方式肯定会发生巨大的变
化。可不可以顺应这种趋势，把创
业方向切入到儿童教育呢？

“对于孩子们来说，玩具是刚
需。但是我们认为，做儿童产品，
一定要有科技感，要让科技元素
重 塑 儿 童 时 代，让孩子们一开始
就对科技感兴趣。”林泰君说：“趋
势是不可悖逆的。现在的孩子不
可能再回到我们小时候那样，玩玩
卡片，推推铁圈，那个时代已经过
去了。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科技产
品已经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我
们只能向前看。葡萄科技希望顺
应科技生活的趋势，运用世界前
沿技术把想象变成现实，带领孩
子探索无尽的未知领域，守护孩
子的好奇心。”

虽有“苹果”味

更有“葡萄”心

“孩子是不管什么教育作
用的，能吸引他们玩下去的主
要原因就是要好玩。好的玩具
既要让孩子爱玩，又要让家长
放心”

新产品 PaiBot 就是林泰君“顺
应科技生活趋势”的产品。

既然苹果iPad已经是非常经典
的创新产品了，为什么葡萄科技还
要推出儿童电脑 PaiBot 呢？林泰
君坦言，PaiBot 的推出借鉴了苹果
iPad 的很多好的经验，但相比于
iPad 基于成人使用习惯的设计，葡
萄科技的 PaiBot 则是完全基于孩
子的特点设计的，是专属于孩子的
电脑。

“PaiBot 是人工智能结合儿童
电 脑 使 用 需 求 的 产 物 。 P 代 表
Putao，ai 代 表 人 工 智 能（Artifi-
cial Intelligence），Bot 代表机器
人。我们希望这个产品所担任的角
色，不仅是孩子的学习助手，生活伙
伴，还是家长的帮手。”林泰君说，
作为学习助手，PaiBot 在内容端精
选了国内外适合孩子的智能语音
百科、国学、字典、视频、音乐、绘本
故事及其他 APP 优质内容，全面针
对孩子的语言、逻辑、空间、人际等
多元智能进行培养；作为生活伙
伴，PaiBot 具备自动全景拍照、葡
萄商城、智能作息表、助眠小夜灯
等功能，打造孩子生活的各种场
景；作为家长帮手，PaiBot 可以让
家长通过“葡萄纬度”APP，来管控
孩子的学习、娱乐以及理财观念的
初养成。

“孩子是不管什么教育作用的，
能吸引他们玩下去的主要原因就是
要好玩。”林泰君说：“这也正是做儿
童产品难的地方，好的玩具既要让

孩子爱玩，又要让家长放心，不容易
做到。为此，葡萄科技还专门进行
了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方面的研
究。”比如奇妙电路玩具，这是一个
让孩子动手操作性极强的玩具，孩
子在玩的过程中就可以慢慢了解电
流、并联、串联等简单的电路原理，
还可以让孩子通过对代表着电池、
电阻、开关、电器等零部件的动手拼
接，组成不同的电路设计。而“Hel-
lo 编程”，则将孩子动手能力和编程
知识的入门、普及结合起来，在游戏
的同时，潜移默化培养逻辑推理能
力。此外，葡萄科技还有帮助孩子

“玩数学”的“麦斯丝”、激发艺术创
作的哈泥海洋、拓展绘画技巧的涂
涂世界、锻炼手脑协调能力的魔
方⋯⋯

已经身为人父的林泰君笑谈，
只有自己当了家长，才能真正了解
家长的心思。所以，葡萄科技在开
发 PaiBot 的同时，坚持自主研发操
作系统“PaiOS”。“‘PaiOS’‘脑袋’
里只装载着安全健康的内容环境，
能通过内容评级、家长设置以及系
统过滤等方式，为孩子打造无尘网
络环境。我想，这一点肯定会‘最
戳’家长！”林泰君说。

IP成熟时

圆梦迪士尼

“当玩具周边产品、线下比
赛等前期铺垫都完成，葡萄的
IP 也成熟了，那就是线下乐园
启动的时刻。或许这就是另一
个迪士尼！”

“未来，我们还将做儿童玩具周
边产品，还要做 IP，做线下比赛，做
线下乐园⋯⋯这个思路听起来是不
是有点熟悉？”

在林泰君看来，如果说葡萄科
技的产品是用户的入口，是敲门砖，
那么落地活动就是让这个葡萄科技
的“IP”更 加 深 入 用 户 心 中 的 催
化剂。

如今，葡萄科技的编程课程，已
进入了上海科技馆与上海市级示范
幼儿园；“葡萄棚”暑期课程，让更多
孩子从小接触编程的思想；“挑战脑
力王”等教育类亲子用户比赛等也
在开展中；葡萄科技的产品甚至进
入了头脑奥林匹克（OM），结合 OM
的题型产生了新的竞赛玩法。

接下来，再想增加用户心理依
赖就要靠 IP 周边和文化落地了。
例如，葡萄将推出亲子娱乐动漫品
牌，《哈喽！葡星人》等，以一个叫
葡星的外太空星球爆炸为起点构
建的世界观，人物与情节都充满科
技元素，未来，电影《葡星大爆炸》
也将推出。

而在服装领域，葡萄还创建了
一个叫“璞乐”的高端亲子时尚休闲
品牌，着力结合像《葡星大爆炸》这
样的原创 IP、像《冰川世纪》这样的
经典IP以及很多充满科技感的新锐
IP，也会生产很多原创IP的周边。

“当这些前期铺垫都完成了，葡
萄的 IP 成熟到如变形金刚、钢铁侠
等等孩子们都耳熟能详的形象时，
就是线下乐园启动的时刻。或许这
就是另一个迪士尼呢！”林泰君这样
畅想未来。

见到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总裁任仲伦，是
在参观上海电影博物馆之后。博物馆是 2013
年开张的，那一年是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
妻》拍摄 100 周年，上海电影集团也由此成了全
球唯一一家拥有自己博物馆的影视企业。

“我进入电影这个行业，是源于对电影的一
种情怀。”任仲伦感慨道。

取经好莱坞

好莱坞采取的“片库经营”也即版权经
营模式，不仅能够有效规避风险，而且能够
盘活上影丰富的片库资源

“我是 2003 年来上影上任的，那一年恰巧
是中国电影的转折之年。”任仲伦说，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直到本世纪初，中国电影在长达十
几年的时间里处于低迷状态。“常常是电影院放
一部电影只有两三个人看，甚至有些电影院直
接改成卖东西的大市场。”

“中国电影票房最高点应该在 1991 年，当
年有24亿元的票房，观众约114亿人次，以当时
的物价水平而论，丝毫不亚于如今的几百亿票
房。到了 2003 年，中国电影的整体票房下降到
9 亿元，其中国产影片只有 5 亿多元。5 亿票房
养活 50 万从业人员，人均年收入才 1000 元，电
影人太苦了。”任仲伦回忆说，“为了度过那十几
年寒冬，上影也想了不少办法：投资钢材厂、化
妆品厂；卖土地、卖版权、卖厂房；最后只能向银
行借贷。上任那年，上影已经从银行借了7亿多
元，负债率达到了76.8%”。

从上任的那天起，任仲伦想的最多的就是
如何让这家百年电影老厂渡过难关、重获生
机。可是，那时的他做过大学教师，做过报社主
编，还当过上海作家协会主持者，就是没干过电
影，电影产业经验的缺乏让他倍感焦虑。于是，
他想到了向大洋彼岸的电影巨头——好莱坞
取经。

任仲伦说，在美国的考察给他带来的最大
震撼是他们的“片库经营”，也就是版权运营。

“制片充满风险，上一个片子赚了 10 亿元，下一
个就可能亏得血本无归。要规避风险，一方面
需要靠版权来平衡，另一方面要靠完整产业链
支撑。东方不亮西方亮嘛！”任仲伦说，好莱坞
的经验让他惊喜，因为上影最不缺的就是丰富
的片库资源。从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
开始，上影出品了一系列优秀的影片：从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女篮五号》《林则徐》《51号兵站》

《李双双》到改革开放初期的《高山下的花环》
《雷雨》《日出》，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三毛从军
记》《大江东去》《红河谷》到本世纪的《极地营
救》《三峡好人》《一代宗师》，上影的多产和影片
品质有口皆碑，“上影出品”可谓优秀影片的代
名词。

“上影原来的家底就是以制片为主，片库经
营可以说是正中下怀。”任仲伦感慨地告诉记
者，一场美国之行坚定了他以片库经营带领上

影摆脱困境的信心。
事实上，不仅电影一项，上影在电视剧、美

术片、纪录片、译制片上都有强大的内容做基
础：在电视剧方面，不仅制作了《两生花》《九州
天空城》等年轻人爱看的网剧，像《亮剑》《开天
辟地》《焦裕禄》《彭德怀元帅》等红色经典也颇
受观众青睐；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曾经几乎是
国产动画的代名词，《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
妈》《黑猫警长》《天书奇谭》等影片在“80 后”

“90后”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今，积累的版权资源正在逐渐释放价

值。比如，今年是猴年，上影授权银行发行银
币，仅孙悟空头像的单项授权就产生了 1360 万
元的收益。正如任仲伦在多个场合反复提起的
一句话，“上影不要只种一棵树，几朵花，而是要
造一片森林”，因为只有森林才能抵挡市场风雨
的吹打。

拓展产业链

目前，上影已经逐步打造出一个跨区
域的市场体系及完整的产业链条，未来将
努力挖掘O2O入口价值

“2007 年的圣诞夜，在上海著名的永华电
影院前，当我看到那么多人排队看电影的那一
刻，我深深感到什么叫心潮澎湃、百感交集。”任
仲伦说，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延续了十几
年的电影低迷期，被一部美国大片《泰坦尼克
号》打破，等待了太久的中国电影人迅速跟上，
逐渐制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国产大片，随后贺
岁档、五一档、暑期档等具有本国特色的电影档
期逐渐形成，国产电影票房连年看涨。跟随电
影产业的发展脚步，解决了历史问题的上影集
团也轻装上阵，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产业链”三
个字上。

“目前国内的影业集团里，生产片种最多的
是上影。”任仲伦说，不仅如此，经过多年努力，
上影逐渐打造出一个跨区域的市场体系。

目前，上影在 117 个城市拥有 360 家影院；
占地 600 多亩的上影片场将投资 20 亿元，建成
集制片基地、场景拍摄、影像娱乐于一体的“电
影之城”；上海东方电影频道拥有 800 多万用
户，2000 万观众人次，在上海 70 多个频道中收
视率排名第四；上海电影博物馆开馆以来接待
观众超过 55 万人次，获得全国和上海博物馆陈
列展览精品奖等荣誉，并成为上海的文化客厅
和文化名片。

今年 8 月 17 日，上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
上交所正式鸣锣上市，开盘当日便以 44%的涨
幅触顶临停。谈及此，任仲伦异常兴奋：“这是
今年的一个大事件，标志着上影集团终于迈向
了资本市场，并用优良的业绩获得了市场的高
度关注和认可。”

目前，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
已经囊括了电影发行、院线、影院投资经营、电
子票务和影视科技服务等，涵盖了除制片以外
完整的电影发行放映产业链。任仲伦表示，未
来他们还将进一步挖掘“电商+影院”O2O 入口
价值，公司旗下的电子商务网站“天下票仓”
2014年上线以来，已形成集在线票务、网上营销

和电子商务服务于一体的、覆盖全国的综合性
电影市场网络平台。“我们会借助网站作为O2O
入口，努力构建影像内容传播和体验的生态互
动模式。”任仲伦说。

传播价值观

生产优质内容是上影最高的追求。多
年来，上影一直践行主流价值、人文精神、
商业影片“三足鼎立”的制片路线，厚积薄
发地打造精品力作

如果说，打造产业链是为了抗风险，那么，
生产优质内容就是上影最高的追求和义不容辞
的责任。“上影一直贯彻主流价值、人文精神、商
业影片‘三足鼎立’的制片路线，坚持多片种繁
荣，厚积薄发地打造精品力作。”

主旋律创作一直是“上影出品”的重中之
重。今年，上影推出的电视剧《彭德怀元帅》在
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后，立刻收获如潮好
评。该剧在央视黄金档的收视率排名第一，许
多观众看一遍不过瘾，继续在网上点击收看，网
络点击率超过了6亿。从2005年上影集团与海
润影视等共同出品的《亮剑》红遍大江南北以
来，上影在红色题材影视、主旋律题材创作上逐
渐探索出了自己的道路，《东京审判》《可爱的中
国》《辛亥革命》《西藏天空》等优秀影片无不实
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反映西藏和平
解放 60 多年变迁的《西藏天空》全程在青藏高
原拍摄，全部使用藏族演员，有 9 个月演员和剧
组都是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原上工作和生
活的。“只有真实的、真诚的东西才能打动观
众。”任仲伦感慨地说。

正是这种真诚的创作热情，让上影收获了
良好口碑和无数荣誉。10 多年以来，上影集团
共计出品电影 125 部、电视剧 127 部、美术片 36
部，获得国内国际重要奖项 200 余项。其中，获
五个一工程奖 14 次、金鸡奖 25 次、华表奖 42
次，10 部电视剧在央视一套、9 部在央视八套播
出，数量为全国影视企业之首。

人文电影也是近年来上影关注的重点。“我
们坚定不移地做艺术片，因为这里蕴藏着丰厚
的文学、文化价值。”任仲伦说，2015 年底，由贾
大山小说改编的电影《村戏》在河北井陉县开机
拍摄，“这是一部农村题材影片。我们大胆选用
了当地的农民剧团，所有场景都取自当地农村
的真实场景，所有演员剧组都扎根农村拍摄，对
白全部使用井陉方言，就是为了让观众感受到
真实质朴的艺术力量”。

“国有企业需要自觉承担传播主流价值的
责任，尤其是要将优秀的中国故事传播到世界
各地。”前不久，上影又与好莱坞金牌团队合作，
拍摄了反映二战时期犹太人在上海的史诗性作
品《魔咒钢琴》，将这一富有人文情怀的故事推
上了世界舞台。

任仲伦感慨地说，上影的老一辈艺术家用
自己的电影情怀和创作热情，留下了一大批脍
炙人口的经典作品，这些都是上影宝贵的艺术
财富。如今，富有电影情怀的上影人正秉承着
前辈留下的光荣传统，带领中国电影走进下一
个辉煌百年。

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总裁任仲伦：

“不种一棵树，要造一片林”
本报记者 李 丹

葡萄科技联合创始人林泰君：

这颗“葡萄”爱“苹果”
本报记者 李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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