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营影视企业——中国电影产业振兴的推进器 

文/钱志中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明星”、“联华”“天一”三大电影公司在上海滩潜心经营，与
美国电影争夺市场，以不俗的业绩缔造了私营电影的辉煌。然而，谁也未曾料想，延续这样的辉煌
居然要苦等上六、七十年。民营企业在当前中国电影产业陷入低潮的时候，再一次以不俗的业绩给
困境中的电影产业注入活力。近两年，民营企业投资、融资拍摄电影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0%。2003
年，国产片4亿票房中超过2/3为民营影视企业创造。民营影视企业在国家电影产业政策开放度不
高、财政税收无任何减免优惠的夹缝中倔强生存，且频频创造财富神话，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
探究。 
   一、集聚资源要素 扩大品牌效应 
   民营企业对电影作为娱乐产品的商业化定位决定了它们在项目策划与投资、影片制作班底的
确立、产品潜在受众调查及票房预测等环节上紧紧盯着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尤其是耗资巨大却无
法准确触摸产品收益脉搏的精神产品，电影的无形资源成为民营企业规避经济风险、增加利润回报
的第一要素。 
   1、人力资源要素的聚集。名导演、名演员、名剧本（编剧）是商业电影制片人竭力集聚的无
形资本和产品“卖点”，是扩大企业影响力的最快捷的方式。一方面，聚集明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一部电影的线上成本（主要为制片人、导演、主要演员的酬金）至少占整个影片投资的40％；
另一方面，要想在大投入、大产出的影视市场中站稳脚跟，必须通过明星资源来吸引投资，制造品
牌效应，增加企业的造血功能。民营影视企业深谙聚集人力资源要素之道：王中军的华谊兄弟太合
影视公司签约了擅长商业片的导演冯小刚，贺岁片成了华谊兄弟的概念品牌；张伟平的新画面影业
公司凭借与张艺谋的私人友情开始的长期合作，打造张艺谋品牌；世纪英雄套牢金牌作家海岩和池
莉，开掘剧本资源；保利华亿投资合作的导演从吴宇森、李安、陈凯歌等大牌到张元、侯咏等新
锐，气度不凡。葛优、徐帆、巩俐、姜文、章子怡等一大批明星加盟民营企业投拍的电影增加了影
片的票房保险系数。 
   对人力资源的重视使民营影视企业提高了知名度，扩大了品牌效应，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回
报。以华谊兄弟和新画面两家民营影视企业为例，我们可以通过下表来直观感受一下他们短短几年
的经营业绩： 

  （以上数据系综合媒体信息整理后所编排）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张艺谋的《英雄》以2.5亿元的总票房创造了2002年中国票房神话，投资
收益率达到68.5％。这一年，全国电影总票房10亿元，其中进口分帐大片5亿元。《英雄》的国内
票房占2002年全国总票房的25％，国产片票房的50％，是当年全国上映的99部国产片票房的总和，
为国家上交利税750万元，电影基金2000万元，第一次在本土大败了好莱坞大片。民营企业在票房
上取得的成功不仅仅是企业利润的大幅增长，其更深意义在于：他们的努力开始扭转中国电影产业
多年来的颓势，开始慢慢转变中国人不看中国电影的观念，刺激了国产电影的消费，加速了电影产
业的本土化进程。 
   2、产品资源要素的聚集。电影产品的资源要素是电影企业开发拳头产品的基本保证。好莱坞



 

电影的类型化生产是美国电影产品的主要特征，也是美国电影产业抗风险的策略之一。喜剧片、戏
剧片、动作/冒险片、儿童/家庭片、恐怖片、科幻片、神秘/悬疑片、西部片等类型片是上个世纪
90年代占据美国票房前列的电影类型。中国电影生产向来不重视消费需求偏好的调查与分析，投拍
电影存在着极大的盲目性、自由性，票房分散。而民营影视企业最近几年在影片题材选择、叙事风
格、拍摄手法等方面则开始初步形成一些具有独特风格的影片系列，像冯小刚导演的贺岁片，以普
通平民的原生态为基点，舒缓从容的叙事风格、幽默调侃的语言，成为屡屡创造票房奇迹的标志性
特征。英雄》、《十面埋伏》、《天地英雄》等影片则站在武文化的基点上展示中华民族史诗般的
艺术画卷，在国内、国际两面都有看点和市场。国产电影只有具备成熟的产品类型，才会聚集稳定
的消费群体；只有打造出自己的民族电影品牌，才能在出口市场上有所作为。民营企业通过整合产
品资源既扩大了企业的品牌效应，又通过对拍摄资源的重复利用实现了规模化生产，降低了市场风
险。这对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为了增加中国电影的海外票房，民营企业在电影制作上开始走国际化路线，在集聚产品资源
要素方面向纵深发展。许多大片充分挖掘潜在的票房资源，使用世界级的大导演、“多国部队”的
演员阵容、跨国进行高科技的后期制作。这一切有利于中国电影在制作质量与水平上与国际电影接
轨，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有利于提升国产电影的国际竞争力。 
   二、拓宽融资渠道 分担投资风险 
   电影是一项高风险投资。目前，一部好莱坞影片的平均制作成本为5000万美元，八大公司投
拍的大片动辄上亿美元。我国的电影制作成本近几年也一路飙升，从300－500万元到数千万甚至过
亿。然而，中国电影产业的整体效益差、利润低，投资方对这一行业的信任度差，民营影视企业仅
仅凭借公司的原始积累是无法在竞争中生存的。许多民营企业的掌门人充分利用国家逐步放开的电
影产业政策，在拓展融资渠道方面内引外联、四面出击，灵活吸纳多方资金，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和战斗力。 
   1、寻求资本合作，建立战略联盟。许多民营企业在完成搏击电影市场的第一次成功创业之
后，深感势单力薄，他们开始寻求资本合作，希望通过并购、重组、联合等多种途径实现资本的有
效运作和品牌资源的开发利用。最早与行业外资本合作的民营制片公司是华谊兄弟,2000年，华谊
兄弟与北京太合房地产公司各出资5000万元组建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太合房地产以现
金入股，华谊兄弟则以公司持有的版权折合人民币入股。有意思的是，华亿的老总董平在投资几部
影片遭受巨大损失之后也是以手中掌握的电影版权与北大文化合并组成了北大华亿影视公司。2004
年，北大华亿又与国有资产巨霸保利文化合作，开价数亿实现了与保利文化的并购。资金来源多元
化使电影制作与发行风险大大降低。 
   2、国际化融资与联合投资。吸引国际资本或与其它文化企业联合投资是民营企业电影融资的
另一主要形式。和战略联盟的稳定性不同的是，这种融资形式主要针对某部特定的影片项目而进行
的临时性合作。2001年，华谊兄弟在筹拍电影《大腕》时与美国哥伦比亚公司进行了资金、市场发
行、宣传等多方面的项目合作。因为当时中国电影的双许可证制度（电影制作许可证和发行许可
证）还没有向民营企业放开，华亿兄弟在没有“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只能选择项目合作。华谊兄弟
从这部330万美元投资的电影中收获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成功，更多的是好莱坞电影制作过程中严格
规范的运转程序和管理经验。比如在电影成本预算方面，华谊借鉴了哥伦比亚公司科学精细的预算
体系，受益匪浅。随着电影制作与发行许可证向民营企业的解禁，外资与民营资本的融合将会呈现
新的生机。 
   当前电影市场上运作较多的主要还是文化企业联合投资。联合投资既可以把一部电影做大做
强，又可以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像电影《理发师》由世纪英雄、逸飞影视传播、北大华亿、
华谊兄弟4家公司共同投资；《茉莉花开》由中影集团（国有企业）、世纪英雄、北大华亿、金英
马影视文化公司4家公司联合投资。《茉莉花开》１６００万元的投资成本，已经由海外市场、无
线电视购买播映权及音像制品版权出售三个渠道收回，票房收入的分成已是投资方利润。中国电影
产业的振兴需要大投资、大制作、大市场，但中国电影企业以目前的经济实力更需要有一个规避投
资风险的良性循环机制，联合投资是一段时间民营影视企业的正确选择。 
   与营销结合在一起的融资。许多民营影视企业主动将融资与产品营销结合在一起，开辟多种
形式的资金筹措渠道。比如通过出售电影发行权、拍卖音像出版权、商业广告赞助等多样化形式筹
集资金，将投资风险提前分解。许多影片开拍之前就已经不存在任何风险了。像冯小刚的《天下无
贼》，总投资3300万元，企业通过合伙投资的形式联系到香港寰亚公司，双方商定各出50％。为进
一步降低商业风险，王中军仅仅通过植入式广告形式便为影片筹集资金2450万元。 

 



   高效灵活的融资手段大大增加了影片的收益空间。由于众多商家的介入，有效保证了资金来
源和降低了制作成本，前期投入基本被冲抵，后期的票房收入和产品销售就可以变成纯利。此外，
一些有实力的民营企业通过“结构性投资”来分散投资风险，增加利润空间。华谊公司计划每年投
拍4～5部电影，其中分割成一部7000—8000万元的大片，一部1000—2000万元的中片，两部500—
800万的小制作，通过可能盈利的电影利润补足可能亏损的电影投资。 
   三、完善价值链条 加快产业融合 
   近几年，原本单纯从事电影制作投资的民营企业在国家电影产业政策逐步放开的大情势下开
始两面出击：一方面力图构建电影产业完整的垂直产业链；另一方面，积极拓宽经营范围，努力实
现跨行业经营。众多民营企业在纵向发展与横向经营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优胜劣汰，产业集中度增
强，规模化、集团化趋势明显。 
   1、产业链的垂直一体化。产业纵向一体化有利于企业对开辟电影市场的过程控制，减少中间
运营环节，增加电影主业的收入。在国有资本垄断电影产业链制作、发行、放映的特权被逐步打破
之后，垂直一体化成为许多民营企业奋斗的目标。中信文化旗下的世纪英雄电影投资有限公司依照
产业链的运作模式与同属中信文化控股的世纪环球电影院线发展有限公司、世纪元素演艺经纪有限
公司、世纪元素视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一起，成就了一个集制片、发行、放映、经纪、音像制品于
一体的垂直一体化影视产业集团，经济实力大增。 
   纵向一体化产业链还包括后电影产品开发与销售。电影的票房收入一般只占电影总收入的
1/3，对多数电影而言，仅仅凭票房收入是无法收回成本的。许多低成本、独立制作的影片甚至根
本不能进入电影院。民营影视企业通过采用二级价格差异的手段，根据消费群体不同的需求弹性向
受众收取“预定价格”，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增加产出，实现银幕营销与非银幕营销并举策略，收
效良好。电影的VCD/DVD/LD市场、付费电视、视频点播、图书期刊、动漫游戏、影视城、主题公园
以及玩具、纪念品等下游市场是民营企业竭力争取的盈利领域。浙江横店集团影视娱乐公司投资26
亿元人民币先后建成13个风格不同的景区，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在基地设立了东方
影视后期制作有限公司，吸引了10多家香港和内地的制作中心，打造出一个集前期策划、拍摄、制
片、发行与后产品开发的完整产业链。 
   2、跨行业经营。电影作为工业化流水生产过程需要一系列关联产业的支持与协作，民营影视
企业为了长远发展，需要弥补单一投资持续性、稳定性差的弱点，跨行业经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整合资源、多产业联动、扩大产业面、延伸产业链成为民营影视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提
升企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保利华亿传媒目前下设九大公司，业务体系涵盖了频道经营、电影制
作、电视剧制作、影视专业发行、广告运营等五大部分,并将在此基础上完善纸质传媒平台，形成
集团化的传媒经营体系。集团内部相关产业的互补与协作大大节约了拍摄成本。经过近十多的优胜
劣汰与整合集中，民营影视企业的产业集中度不断加强，中小企业想要维系生存将更加困难。一些
大的民营影视集团大多都在向横向关联产业渗透拓展，以扩大企业的盈利空间，降低单一投资的风
险。 
   2003年，全球12个主要国家的电影票房203亿美元。中国电影只有区区1.14亿美元，在其中只
占0.6％。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还有一段艰辛而漫长的道路要走。可喜的是，民营影视企业灵活的
运行机制、高效率的工作作风、良好的生产业绩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他们吸纳了
一大批会经营、懂策划的电影管理人才，集聚了国际国内大公司的资本，与国内最优秀的导演与演
艺明星合作，催生出一批高票房、高收益的优秀产品，是我国电影产业振兴的希望和推进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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