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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 2》火爆被指属“个例”

纪录片盈利难题未解

投资 1000 万元左右、被誉为 BBC 范儿的纪录片《舌尖

上的中国 2》（简称《舌尖 2》），继第一季之后更是人气爆棚，

创造出超过 3 亿元的收益。

近日传言，外界资本从此看好纪录片投资，开始大量涌

入。 这与通常纪录片的投资收益率普遍较低、鲜有民营机构

对纪录片进行投资的情况背道而驰。

“通常纪录片制作都属于定向回购，基本上都是由某电

视台直接定制的。 ”中美电影公司总经理杨兵接受《中国企

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纪录片要有大的回报那还是很难

的，不可能像商业电影那样。

从《舌尖 2》看国产纪录片

“相比第一季，《舌尖 2》更像一部纪录片，同时也像一部

优秀的美国周播剧，充分调动了观众对第二季的期待，这正

是一部成功纪录片的秘密所在。 ”易合博略品牌咨询机构总

裁赵一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文化是多元的。 ”说到《舌尖 2》，中美电影公司总经理

杨兵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纪录片本来就是影视传媒文

化的一个片种，以前我们引进的《动物世界》不就很受老百

姓欢迎，纪录片我们中国一直是短板，但随着各种纪实、故

事的电视节目的兴起，为纪录片逐步地打开了渠道。

截至目前，国内纪录片制作公司至少有 200 家，去年民

营机构总的投入是 3.77 亿元。

“纪录片的投资收益率普遍较低，很多纪录片都属于公

益投资，因此鲜有民营机构对纪录片进行投资。 ”中投顾问

文化行业研究员沈哲彦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下转第八版）

本报记者 李金玲

“世界上不需要一个新的汽车公

司，需要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汽车公

司。 ”观致汽车的广告语如是说。但对

于中国市场， 除了近两年车展上的

“高调亮相”之外，大众对观致汽车并

不熟悉。

深陷“销量门”的观致汽车，终于

对外公开澄清了销量数据。 近日，观

致汽车股东方之一以色列集团在美

国发布了 346页的年度财务报表。 此

前，观致汽车销售执行总监卫思梵对

媒体解释称，第一季度的销量并不是

32 辆，但不足 900 辆的销量还是让观

致的未来不被看好。

观致主打“国际牌”

“观致汽车可能是西方汽车制造

商第一次遇到一个真正的中国对

手”， 德国媒体曾在头版头条刊登这

样的文章。 “观致汽车是一家源自中

国的国际汽车品牌。 从创立观致汽车

品牌之初，我们就致力于打造一个全

新的品牌， 树立新的品牌定位：A�

New�Premium”。 观致汽车相关负责

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这样表述。

此前，观致汽车是由奇瑞集团与

以色列集团旗下的量子公司成立的

合资品牌，从合作模式上来看，观致

属于合资公司，但是其总部和知识产

权归属地都位于中国，又属于中国企

业。 奇瑞董事长尹同跃曾指出，观致

汽车是我国自主品牌正向研发的一

次尝试，但是观致却把目标放在了国

际舞台。

不难看出，观致汽车对于奇瑞来

讲并非是子品牌， 而是享受独立管

理、自主经营，对品牌、设计和自己的

专有技术，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和所有

权。

成立初期，观致汽车花费重金在

宝马、大众、通用等一线品牌挖来人

才，组建了一只“国际化”的管理团

队。 之前不久，观致把首秀也选在了

有着国际汽车“风向标”之称的日内

瓦车展，借此来突出其国际化品牌形

象。

惨淡的营销数据

观致汽车度过了 6 年的试水期，

终于在去年年底才交付首辆观致 3

轿车，但是惨淡的营销数据与最初高

调的定位背道而驰。

观致汽车相关负责人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表示，今年前四个月的累

计销量为 1490 辆。 不过，据一家咨询

公司透露：“该阶段，观致汽车终端上

牌数实际为 696辆， 与之上报的数据

相差很大。 ”

不仅如此，观致汽车发布的最新

年报显示，2013 年观致亏损 2.55 亿

美元，比 2012 年增长了 136%，近五年

累计亏损近 5.62 亿美元。 而其中

2013 年研发投入仅有 4 亿人民币，研

发费用竟然不足管理投入的一半。 观

致汽车相关负责人解释称，其中大部

分的资金用于产品的前期投入和工

厂的建设。

业内汽车专家指出，现阶段观致

汽车的推广策略在市场上的“能见

度”较低。 观致汽车在成立初期把产

品规划和推广主要交给了麦肯锡公

司，观致内部的许多高管均出自麦肯

锡。 在中国市场上，观致除了试驾活

动之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品牌营销

活动。 同样进入中国不久的英菲尼

迪，借助《爸爸去哪儿》亲子娱乐节目

和“敢爱”等一系列营销活动，在华同

比劲增 149%。

市场推进缓慢的背后，也同样离

不开产能的限制。 现在观致汽车唯一

的生产基地坐落在常熟， 按照计划，

常熟生产基地的初始产能每年为 15

万辆。 不过现阶段并没有达到预期产

能，据观致方面透露，达到这一过程

至少还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寻找战略合资方

在以色列集团的年报中，对观致

汽车提出了“持续经营”的假设。 该假

设也曾在 Better�Place 的资产评估上

出现过，不足一年 Better�Place 就由于

持续亏损宣告破产。 不同的是现阶段

以色列集团还是相信观致是可以偿

还债务的。

但是， 数据显示观致总资产为

15.31 亿美元，负债总额高达 11.27 亿

美元，资产负债率为 73.6%，高于行业

平均水平，市场风险显而易见。

“这个时候， 谁增加资金就是谁

做贡献的时候，不是抢权力。 中国企

业的资金都不富裕。 这时以色列集团

说，我来增资吧。 ”观致汽车董事长郭

谦在之前以色列集团增股时解释道。

由于当时观致汽车就出现过资金紧

张的问题， 后来以色列集团站了出

来，出资把之前 45%的股比扩为 50%。

财报显示，观致汽车近两年开始

加大研发的投入，但是两年内总投入

仍然不足 8 亿元人民币。 通常而言，

支撑一个全新的正向研发平台至少

需要 10 亿欧元的资金， 巨大的资金

压力也是观致眼下必须面对的问题。

近日，卫思梵对媒体表达了自己

的担忧：“观致汽车合资方以色列集

团只是投资方， 而非战略投资者，因

此，观致必须继续寻找其他的合作伙

伴助其实现扩张。 ”他认为，现阶段观

致想和 OEM 厂商谈妥一笔具有吸引

力的交易，厂商会重新评估新品牌合

作的风险，合作难度很大。

对此， 观致汽车相关负责人对

《中国企业报》 记者坦言：“观致汽车

正在积极寻找战略合作方，与多家供

应商保持联系，力求在设计、工程、生

产等方面找到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

但是，对其进展观致方面并未透露太

多，这也让观致未来更充满未知。

一个年轻汽车企业加上几个产

品供应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代工工

厂，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资源整合的

公司，外界称之为“观致模式”。 郭谦

也曾说过，“就算观致模式不成功，那

么也会被写进哈弗商学院的历史”。

如今，被写进历史还是突破品牌瓶颈

是对掌舵者郭谦和这支国际化团队

的一次考验。

本报记者 谢育辰

一季度销量不足 900 辆

观致汽车资源整合模式遇阻

一汽马自达上演“三代同堂” 否认全面合资

本报记者 谢育辰

一汽马自达历经三年的产品“空

挡”， 终于迎来了新一代马自达 6 阿

特兹（ATENZA）的上市。 同时，一汽

马自达在官网上第三次下调老款马

自达 6 与睿翼的价格，在市场上演了

“三代同堂”的一幕。

坊间一直认为原定于去年上市的

阿特兹推迟至今， 是由于一汽集团与

马自达之间的利益博弈导致。 阿特兹

的上市也让外界认为一汽马自达实现

全面合资进入倒计时状态， 但是其内

部人士对《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公

司内部并没有得到任何相关消息，此

前的说法系谣传。”此举让一汽与马自

达之间的合资关系陷入谜团。

“三代同堂”存风险

马自达(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稻本信秀把今年定为马自达

“创驰蓝天花开之年”。 一汽马自达刚

刚上市的新一代战略车型阿特兹几

乎涵盖了创驰蓝天、魂动、全新安全

体系等一系列技术，希望依仗阿特兹

在 B 级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扭

转外界对其一直唱衰的局面。

为了给阿特兹让路，一汽马自达

在官网上第三次下调了老款马自达 6

和睿翼的售价， 最大降幅超过 4 万

元。 如此一来，在一家合资公司中首

次实现了在 B 级车市场“三代同堂”

的销售局面。

按照一汽马自达销售公司副总

经理田青久对媒体所说， 老款马 6

价格将下探至 A 级市场，用 B 级车

的产品抢占 A 级车市场。 睿翼利用

其运动风格， 定位于低端 B 级车市

场， 而阿特兹将主打高端 B 级车市

场。

看似完美的产品布局，却存在着

潜在风险。“实现同堂销售，车型越高

端成功率越低。 另外，更重要的是品

牌影响力低将会制约同堂销售策略

的成功。 ”汽车专家张志勇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表述。

过去一年，日本车企在中国市场

份额显著回升，其中日产、本田、丰田

均以两位数的增幅收官，而马自达同

比微跌 0.2%，与大众、通用等欧洲品

牌的差距更为明显。

张志勇指出，现在是马自达着力

提高品牌影响力的时候，现阶段品牌

影响力相对薄弱，实施“三代同堂”的

销售策略存在风险。

全面合资系谣传

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取决于产品投

放市场的力度。产品线过短使一汽马自

达一直被外界病诟，“三代同堂”的局面

也是其“无米下炊”的无奈之举。

一汽马自达成立十年之久，拥有

车型只有马自达 6、 睿翼、 马自达 8

加上进口马自达 5 与 CX-7 等车

型，靠主打车型马自达 6，在华苦撑

了多年。其内部人员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透露，之前与阿特兹一同推迟上

市的 CX-7 将于年底上市， 今年也

只新增这两款车型。 由此可见，车型

成为马自达在合资公司中提升话语

权的钥匙。

资料显示，从 2003 年开始，一汽

与马自达签署了技术平台转让协议，

马自达向一汽出售马 6 产品平台。

2005 年，一汽与马自达合资成立了一

汽马自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其中马

自达占比 25%，但该合资公司也只是

一家汽车销售公司，没有整车生产资

质。 期间马自达一直希望在一汽轿

车、 一汽集团之间博得更多的利润。

直到 2007 年，三者进行股比调整，马

自达占比上调至 40%。

随着一汽与马自达技术合作协

议到期，和新车型即将上市，马自达

希望借助阿特兹获取更多的利益。 在

此之前，马自达与长安成立了全面合

资公司，各自占比 50%。 马方更不情

愿在一汽马自达中享有 40%的销售

利润，有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是导致

阿特兹没有如期上市的关键。

与阿特兹上市仅隔一天， 一汽自

主品牌奔腾 B70 也迎来上市，特别注

意的是 B70 沿用睿翼的生产平台，并

未与之前一汽承诺的分线生产一致。

此举被业内看做两者将进入全面合资

的信号， 但是一汽马自达内部人士给

予了否定：“在阿特兹上市时， 一汽轿

车总经理安铁成所说将会与马自达扩

大合作范围被媒体误读， 公司内部并

没有任何关于全面合资的消息。 ”

其否定的态度将会引发业界对

此事更多的猜想，对此，张志勇认为，

现在我国汽车面临股比逐步放开的

趋势，现阶段马自达不一定急于提高

股比， 未来全面合资只是时间的问

题，就自身发展而言，选择提高技术

转让费用反而更为轻松。 眼下，一汽

马自达应该做好产品细分，与长安马

自达差异化定位，准备将更多高端车

型引入国产化进程。

天津国际矿业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副总经理岳

华 5 月 20 日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有着“矿业新三板”之

称的矿业风险勘察资本市场将在 7、8 月份上市。 交易所为此

事已经准备两三年的时间了。岳华向记者表示，交易所制度设

计已经完成了，交易模式是股权交易。

“首只股票来自于一家国企的一个探矿权项目，预计融资

规模可能在 2 亿元左右。 此外，在天津国际矿业权交易所‘矿

业新三板’上市的项目按照规定，发行认购股份不能超过 200

份（不超过 200个股东范围）。 ”岳华表示。

制度设计已经完成，采取备案制

在岳华看来，作为国内唯一一个“矿业新三板”，该项目是

符合最新的国九条关于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要求的。

早在 2012 年，国土资源部与天津市政府签署《共建天津

国际矿业金融改革示范基地合作备忘录》，交易所是这个示范

基地的载体， 风勘市场在矿产勘查开发引入民资的呼声中开

始走向台前。

“风勘资本市场，也是采取备案制，初期备案的流程不亚

于审批， 我们对矿业项目都要进行严格的审查， 包括法律关

系、财务状况等问题都要审核。 ”岳华说。

对于风勘企业上市的准备， 岳华告诉记者：“首家上市项

目是一家国企的探矿权项目， 上市的模式是这样的———先在

天津注册一家公司，再在探矿权所在地注册一家公司，天津的

公司对探矿权所在地的公司有控股权， 在交易所上市的是天

津这家公司的股权。 ”

一家矿业企业人士表示， 中国国有地勘单位与国外初级

勘查公司相比， 虽然都是找矿主体， 但在体制机制上差异很

大：国外勘查公司实行企业机制，机制灵活、产权多元、队伍精

干，资金主要来自资本市场，在全球寻找优质勘查项目；中国

国有地勘单位实行的是事业机制， 资金主要依靠政府项目经

费，很多地勘单位局限于一地一域的地质勘查找矿工作。

路径：先国企再民企

“我们的主旨就是要引导社会资本有序投入矿产资源的

勘探开发。 路径上，目前第一期先是国有企业的探矿权项目，

下半年第二期会有民营企业进入。民营企业在决策、股权变动

等方面有自己的优势。 风勘资本市场，应该是国有民营都有，

未来国内外矿业项目都会有。 ”

业内人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矿业勘查企业通过个

人募集和私募资金投资运作的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

国风险勘查资本市场的发展， 但由于缺少制度和法律上的监

管和保障，导致投资风险巨大，已陷入发展瓶颈。

南方一家矿业企业高层告诉记者，6 年来，公司在矿产勘

查方面已经投入超过 2 亿元，因为是民营企业，得不到国家的

支持，如果有“矿业新三板”，可以大大减轻企业的资金压力。

此外，国外企业也对于中国资本充满着热情。“以后也会

考虑国外公司在‘新三板’上市。 ”岳华表示。

岳华认为，“矿业新三板”的设立，有助于直接解决处在风

勘阶段的企业融资难问题，也给了社会资本参与矿业的机会。

也会让更多的传统的矿业企业通过上市， 建立起现代企业制

度和公司治理结构。

“矿业新三板”下半年推出

模式确定为股权交易

本报记者 张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