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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络电视方面，ＴＯＭ可供调动的资金有３５亿，但目前ＴＯＭ没有收购或者入股内地

任何平面媒体的打算，ＴＯＭ的原则是，不在政策背后超车  

    网络电视（ＩＰＴＶ）行业正成为新一轮资本青睐的对象，尽管在政策上针对网络电视市

场仍然存在着牌照许可的限制，但不管是有内容优势的中央电视台、北京电台还是刚刚收购新

浪股份后的盛大网络，外资的传媒集团和民营的影视制作公司纷纷盯上了ＩＰＴＶ这块香饽

饽。  

    近日，ＴＯＭ集团在发布其２００４年年度业绩报时，该集团首席执行官王 接受中国经

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ＴＯＭ的跨媒体平台已经相对成型，这也为营业额的提升打下了基

础。对于时下新兴的网络电视业务，王表示，目前中国发展ＩＰＴＶ的网络技术与消费者的支

付能力都已接近成熟，但是市场缺乏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内容，ＴＯＭ有意通过旗下的华娱卫视

介入内容提供的领域。  

    紧盯网络电视业  

    对于新兴的数字电视和网络电视行业，ＴＯＭ背后强大的内容资源形成支撑，华娱电视卫

星频道的资讯、娱乐节目和专谋影视制作的华谊兄弟等都能为ＴＯＭ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容输

送。而这些都可以移植到网络电视的平台上来。  

    此外，对于内地一直未启动的数字电视市场，ＴＯＭ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王对记者表

示，ＴＯＭ背靠香港李嘉诚的资金资源，目前可以动用的资金有３５亿港元，在数字电视方

面，ＴＯＭ正谋划着重金进入，不管是内容制作，还是网络收费渠道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Ｔ

ＯＭ都希望能参与进来。  

    显然，对网络电视行业磨刀霍霍的远不止ＴＯＭ一家。日前，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

究院主办、中国计算机报社承办的“首届中国ＩＰＴＶ大会暨产业高峰论坛”上，与会的专家

纷纷对网络电视行业的前景给予了肯定。在ＩＰＴＶ整个产业链上，接入及运营、终端产业、

风险投资将是三个关键环节。  

    会上，ＣＣＩＤ的专家认为，ＩＰＴＶ是宽带视频的新应用，它将带动宽带应用的迅猛发

展。ＩＰＴＶ将电视、通信和计算机三个领域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撬开宽带市场的新支点。

用户在家中可以用个人电脑或网络机顶盒＋普通电视机的方式享受ＩＰＴＶ服务。未来，宽带

娱乐市场将从２２００多万宽带用户、８７００多万网民延伸到十几亿电视观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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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ＴＯＭ集团在发布业绩报告的同时，透露可能会进军网络电视业的消息并不是一时

冲动，特别是数字电视和网络电视向来被外界认为是两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而且还有存在双手

互搏的嫌疑，因此，ＴＯＭ准备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也是对已有内容节目及制作关联产业的进一

步延伸。  

    但对ＴＯＭ华娱电视的亏损问题，王解释说，去年收入规模并没有真正反映华娱的价值，

今年还将扩大支出，提高节目制作费用，保持这样的发展速度，明年有信心收入过亿，达到收

支平衡的目标。从目前状况看，２００５年第一季度末，华娱已经签订的广告销售定单超过６

０００万，因此今年华娱至少能够达到７０００－８０００万的广告销售。  

    电视娱乐和内容制作的延展性很强，特别是随着数字电视和网络电视新兴市场的崛起，掌

握的内容资源将是一座金矿。  

    慎谈平媒收购  

    据悉，２００３年ＴＯＭ集团的经营利润只有９２００万港元，而２００４年则飙升至近

３亿港元。王对记者表示，２００４年ＴＯＭ集团的两笔收购都仍未计入２００４年财报，因

此增长全部来自于原来业务的自然增长。  

    当然，ＴＯＭ集团的经营利润猛增与ＴＯＭ在线分拆上市获得的收益密不可分，假如撇除

这块收益，ＴＯＭ集团２００４年的经营利润只有１．２９亿港元。去年ＴＯＭ在线分拆上市

后，收益达到９．８９亿港元，扣除掉模拟卫星合同终止所出现的罚款，ＴＯＭ上市费用等支

出外，一次性非经营项目的收益仍达到７．１８亿元。  

    对于外界认为ＴＯＭ依靠收购驱动业绩增长的说法，王表示，过去外界总认为ＴＯＭ集团

是靠收购拉动收入，但ＴＯＭ去年只收购了两家公司，而且都没有合并收入和利润报表，去年

的收入增长却能达到２４％，经营利润增长２倍，表明ＴＯＭ集团属下公司只通过整合就能实

现內部增长，而且这种增长不是简单的减少成本支出实现的。  

    针对业界一直密切关注的ＴＯＭ可能入股大陆报业的传言，ＴＯＭ首次很肯定地作了回

应：国内平面媒体已经相当成熟发达，且国家的政策门槛比较高，而且ＴＯＭ一贯的做法是进

行大规模投资并掌握至少４９％的股权，而这对大陆报业来说几乎不可能，因此ＴＯＭ不打算

考虑入股大陆平面媒体。  

    据记者了解，去年，ＴＯＭ曾参与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权益竞投，组织专业团队花了大半年

时间进行研究，仅研究报告就做了三四百页，但是最终因出价过低而落败。为此ＴＯＭ进行了

反思，“两三年前我们对平面媒体市场的判断是有机会，但现在看来这些机会不一定是属于Ｔ

ＯＭ的”，王说ＴＯＭ仍会去研究和接触内地媒体，但不等于一定要进入，入股《电脑报》４

９％股份是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特批的一个试点，目前尚不能合并报表。除此之外，目前Ｔ

ＯＭ没有收购或者入股内地任何平面媒体的打算。  

    ＴＯＭ的原则是，不在政策背后超车。  

    对于今年会不会涉及到收购的资本项目，王透露，未来两年希望集团的净利润能够达到或

者超过香港传媒集团的龙头老大电视广播有限公司（ＴＶＢ）。之前ＴＶＢ宣布业绩，净利润

７个多亿。ＴＯＭ还会保持有机增长和收购并重的发展模式，不过集团层面的收购行动不会再

选择一些规模小的公司作为收购目标，同时也不打算过多介入国内的平面媒体发展，倒是会在

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引进一些国外的内容版权，做一些拾遗补缺的事情。ＴＯＭ收购的原

则是：必须控股，参与管理，整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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