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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由“互联网+”开启的新一

轮投资热潮“井喷”依然，另一场由影

视产业园建设掀起的投资“风暴”也已

悄然“来袭”。

“动辄就是数十、上百亿元的投

入、拿地量也多在成百上千亩”，如此

大手笔开发的目的却仅有一个，是对

全产业链概念下的影视文化产业园的

打造。和其他在建园区相比，影视产

业园无疑成为最炙手可热的投资乐

园，而开启并狂欢于这场投资盛宴下

的尽现上市公司魅影，虽然行业前景

一片朦胧，但他们却依然乐此不疲。

10月29日，北京老年福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一辉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资金蜂拥而至

黄一辉认为，多路资本蜂拥而至

背后是受前者“横店”的影响。据了

解，位于浙江中部东阳市境内的横店

集团，早在20年前，投资30亿元，建设

起计划总用地3.3平方公里的影视城，

现已拥有员工总数 5 万余名、总资产

达到近 500 亿元。2013 年，横店集团

的营业收入达到 468 亿元，创利税

58.11亿元。仅规模而论，横店影视城

已超过美国好莱坞和印度宝莱坞。

或许是看到了前者的成功，继浙

江横店后，先后有长影世纪城、上海影

视乐园、中山影视基地、北普陀影视

城、焦作影视城、涿州影视城等数十余

家上规模的影视城在多地应运而生。

对标横店影视城，开工建设的影视文

化产业园无论从投资还是规模上，都

远远超过横店影视城。

在竞相开建的众多“大手笔”项目

中，中龙影视产业园首当其冲。有迹

象显示，山东烟台海阳在建的中龙影

视产业园，计划投资500亿、占地50平

方公里。与其投资级别相当的还有山

东青岛东方影视产业园，投资达到500

亿、占地200公顷。此外，在建的河南

洛阳中原影视产业园计划投资226亿、

占地6600亩；武汉新洲区中原影视产

业园计划投资60亿、占地5300亩；浙

江安吉中弘影视产业园计划投资170

亿……记者从中发现，这些项目的投

资方有中影集团、上影集团、中弘股

份、万达集团、青岛双星、深大通、科达

股份、世茂股份等，以上市公司居多。

影视业的空前繁荣不仅表现在影

视城建设上，对于影视剧（电影）投资

也已出现井喷。就在去年上半年，阿

里巴巴联手国华人寿推出“娱乐宝”，

让电影投资话题再度甚嚣尘上。事实

上，总募集额为 7300 万元的“娱乐

宝”，只是“触影资本”的冰山一角。彼

时，不少上市公司也纷纷“触影”，先后

有湘鄂情、熊猫烟花、中南重工等多家

本与影视娱乐无关的公司借并购进入

影视圈。主营机械制造的浙富控股目

前也跨界进入了影视娱乐业。难怪有

影视公司老总感叹：“现在钱不是问

题，项目才是问题。”

地方乐在其中

资本青睐影视业，一方面除了投

资方看好未来前景外，另一方面则是

地方对其发展寄予了厚望。

以山东青岛东方影视产业园为

例。在青岛东方影视产业园制作区工

程项目经理姜世华看来，随着影视产

业的蓬勃发展，青岛影视产业园的影

响力将辐射全球，成为全球影视从业

者的逐梦圣地。目前影视产业园已有

15家影视企业拿到营业执照，并有70

多家影视企业初步确定入驻意向。东

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投入运营后，预计

将有3000家影视上下游企业进驻，约

10万相关领域高端人才汇聚青岛。

同样持发展乐观姿态的还有地方

政府人士，他们对该产业发展无不也

充满着自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青

岛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借

助青岛影视产业园建设契机，不仅是

打造国际知名的“影视之城”，也是青

岛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更是青岛产

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之一。

不过，影视业迎来投资热潮的同

时也引发业内普遍质疑。多位业内人

士分析认为，一些投资方挂名影视基

地，建设影视城，是为了能以“文化产

业”之名获得相对优惠的土地，从而实

现其圈地、开发房地产等经济目的。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陈少峰建议，如果仅仅为了满足影视

文化的发展需求，影视拍摄基地并不

需要那么多。相关部门应合理控制影

视基地数量，避免出现圈地乱象。

继上世纪 90 年代兴建的影视城不少以失败告终

后，近年来，影视城再度掀起新一轮建设热潮，但与此相

伴的是重复建设、风格雷同、功能单一等问题。由于缺

乏规划、盲目投资，许多影视基地闲置荒芜，甚至倒闭关

门。

“以西北地区为例，在甘肃、新疆很多影视基地的置

景都是相同的，均是西北特色，重复建设，势必造成资源

浪费。”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如今，以影视产业的旗

号为名，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城”热潮再度袭来。虽然该

产业现状依旧不容乐观，但这丝毫抵消不了后来者的过

分热情，依然怀揣巨资源源不断地涌入。

“如此追捧该产业，是投资者均看好这个产业发展

前景，但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逐利行为，因为此前有过

‘横店’的成功案例，所以不排除一些投资方产生‘对赌’

影视城的心态。”有分析者认为。

主要为圈地卖房而来？

北京老年福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一辉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影视城项目亏损

难阻投资热潮，原因更多在土地上，企业主要目的还是

圈地搞房地产开发。

“现在搞影视拍摄基地大多是变相做房地产开发，

有一部分用地被转为房地产开发用途。即便基地办不

起来，搞房地产也不会亏本。”有业内人士说。

有迹可循的是，去年，宣称投资数百亿元的某沿海

城市影视基地在媒体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且不说其庞

大的占地面积，该影视基地计划引进 50 家以上国内影视

制作公司，确保每年有不少于 100 部国产影视作品在此

拍摄制作，并为该城市带来上千万的游客和几十亿元的

旅游消费市场，以及数万个工作岗位。对于该基地编织

的这一美梦，多数人更为感兴趣的是其最近的一组数

据：该影视基地创造了 5 小时卖光 4000 套公寓的销售纪

录。对投资方来说，未来遥不可及，但地产销售的实际

收益确实已经收入囊中。

根据万达集团的规划，位于青岛市区西部的“青岛

东方影都”，将会是一个以影视产业为核心，涵盖旅游、

商业等多种功能的大型综合性文化产业项目。该项目

总投资额高达500亿元，其中房地产投资占200亿元。

“这充分说明，万达此番动作，虽在文化产业布局上

又迈了一大步，但始终在围绕主业徘徊。”黄一辉说。

“不要忘了万达集团本身就是个房地产公司，它的

‘青岛东方影都’总体而言还是在做房地产。因为发展

文化产业必然是政府比较支持的，所以万达以文化产业

为由头开发房地产，从电影旅游景点出发，再开发周边

的酒店、商业地产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后者才是其利润

所在。”电影产业研究专家、乐正传媒研发咨询总监彭侃

曾向媒体表示，万达此次项目，青岛政府给予了丰厚的

优惠政策。比如，此次万达购地的地价是 1800 元/平方

米，远低于全国平均地价3000元/平方米。

做“旅游+市值”成次因？

记者经梳理后发现，相比之下，有相当一部分影视

城只侧重发展配套旅游产业。

据了解，作为房地产上市公司，2014 年中弘股份联

合上影集团围绕上影安吉影视产业园项目建设展开合

作与分工。上影集团将负责影视旅游设计、产业孵化、

影视博物馆规划、拍摄及制作中心等分支，中弘股份将

定位于旅游产品的开发与运营，共同打造影视与主题旅

游地产跨界融合之作。据透露，该项目的主题旅游产品

的投资、设计和建设等预计在 6 年内完成，届时也将带动

周边影视娱乐、文化旅游等产业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公司扎堆投资影视公司，一方

面是政策驱动，投资方觉得有利可图，做一个财务性投

资；另一方面，不排除上市公司涉足影视，是基于做市值

的考虑，迎合投资者，炒作股价。有知情者透露，跟传媒

完全不沾边的公司进入影视行业，几乎都是为了做市

值。

对于资本争相追逐影视，有业内人士称，资本逐利，

动机无可厚非，但由于对行业缺少深入了解和运营经

验，外界资本进军影视业将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而一

旦资本浮躁，为了追名逐利制造出低级影视剧，将会严

重扰乱电影市场发展秩序，对上市公司以及影视行业健

康持续发展都不利。

黄一辉认为，降虚火、慎追风，当为影视产业园建设

的务实作风。在此之前，在影视产业园的规划建设中，

少些政府规划的色彩，更多地让市场的“手”，为影视产

业园进行更好的资源配置，而不只是地产生意的幌子，

更不是什么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值得注意的是，看似热闹的资本

市场背后，却是残酷的盈利现实。据

了解，目前，众多国内已经建成的影视

城项目运作现状并不如预期。

与横店影视城欣欣向荣的景象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影

视拍摄基地大部分出现不同程度的滑

坡，整体经营冷清与惨淡。

传80%影视城亏损

据了解，很多影视城建成后，缺乏

后续资金投入，十多年都没有改造过，

对剧组和游客都没有吸引力，最终陷

入困境。以云南大理的天龙八部影视

城为例，当年因为《天龙八部》在那里

拍摄而成名，但电视剧播放完热度一

过，便很难再借助影视剧的热度吸引

游客，影视城出现闲置。

有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有1500亿

元巨资被套牢在 2500 多个主题公园

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无法收回投

资。根据此前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

究院影视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国内

影视基地中能够盈利的比例仅 5%，

还有15%的影视基地勉强达到温饱，

而剩下 80%的影视基地处于亏损状

态。

“每一个影视城、影视基地都有

自己的销售团队，四处拉拢制片人，

寻找剧组进入，他们的场租都很便

宜，希望靠衍生产业赚钱，不过大部

分都没能取得成功。”北京天创影视

总裁石立斌说，几乎所有影视城都

在模仿横店，但是一直被模仿，从未

被超越。

北京老年福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总经理黄一辉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分析时认为，其中奥妙不乏体现在横

店影视城现已形成的完整影视产业链

——以低廉的成本和大手笔投资吸引

剧组，并通过打造知名影视制作，吸引

游客、追星族、群众演员、演艺人员等，

带动旅游业发展，进而又带动了会展

业、演艺培训等其他行业的发展，创造

了多元化的盈利模式。

“但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影视城所

不具有的，在跟风建设的冲动下，层出

不穷的影视城项目纷纷陷入‘谁都想

成为另一个横店，但事实上只有一个

横店’的发展怪圈。”黄一辉表示，每个

影视城都要有差异化，找到自己的内

容特点，要靠哪些卖点来吸引人群，这

是影视城能否成功的关键。

不仅是影视城经营堪忧，就连影

业本身也长期深陷难盈利困局。由于

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近年来影视

城作为行业中的下游产业表现的不景

气，直接传导至上游产业加剧了难盈

利格局，造成拍摄的大多数电影电视

剧都难以收回投资。

投资洼地还是陷阱？

在黄一辉看来，尽管资本热潮汹

涌，但这仍然是一个风险巨大的行

业。无论是国产电影还是电视剧，都

可能有这样的亏损率，只不过电影看

起来会更加残酷，因为完全是靠电影

票一张张堆积起来的。

有报道称，自去年以来，马云旗下

阿里影业曾一度处于停牌状态，阿里

布局影视娱乐业的野心虽早已彰显，

只是近半月的停牌背后，马云的影业

布局引发公众质疑一片。其间，坊间

曾传出以“马云不懂电影，去年亏 4

亿”、“花了200亿，阿里仍然没有建立

起娱乐产业的话语权”等为内容的传

闻，虽然马云方面没有对此进行公开

回应，但公众普遍对阿里在影视业投

资的胜算表示了担忧。

而且，这种担忧此前一直存续。

有迹象显示，早在3年前，为发展影视

产业，江苏省无锡市曾豪掷 100 亿建

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又称“华莱

坞”），受到广泛质疑并认为是“圈钱占

地”的重复建设，甚至是“追求面子”的

政绩工程。

外界普遍认为，现在遍布全国各

地的影视基地着实太多了。除极少数

影视基地尚能盈利外，绝大多数影视

基地空空荡荡，只配称为影视“故地”。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创意研究院执行院

长魏鹏举认为，在中国经济走向疲软

的当前，没有必要打造“华莱坞”，浪费

稀缺的土地和资金。

那么，一边兴建一边亏损，影视产

业究竟路在何方？投资中又该如何规

避风险？

黄一辉表示，“要投资影视产业，

首先要看团队，要找有经验的公司，因

为在这个行业，整合资源的能力相当

重要;第二要看企业的市场盈利能力，

大部分的影视公司，有一整套的版权

盈利模式，但在国内，有些影视公司不

是靠市场赚钱，而是靠政府的奖励生

存，这样的企业没有可持续的经营能

力，不可能实现良性循环，投资者最好

不要碰。”

“投资方和地方政府，要回到开

发影视城的原点来看，究竟是盲目在

做，还是有一定的效果，要对项目进

行反思。究竟是要做影视产业集群，

还是要做影视主题旅游。”北京大学

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表示，

已建的影视城项目需要重新定位规

划核心资源，才能避免最终变成空城

的结局。

“狂热”影视园被指资本助推下的蛋

外在繁荣

本报记者 王少杰

影视业陷“十投八亏”怪圈

萧条现实

本报记者 王少杰

冒进开发背后隐现真实意图

意图隐现

本报记者 王少杰

投资从几十亿到几百亿：

赔的多赚的少

对于资本争相追逐影视，归根到底还

是一个逐利行为。这也引发了外界对

曲线开发地产、旅游及做公司市值的猜测。

不容忽视的是，变味的影视产业园开发，势

必会对该产业健康发展不利，为此，降虚火、

慎追风，当为影视产业园建设的务实之风。

“醉翁之意不在酒”

发展趋于成熟的横店影视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