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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大部分电视剧从来没机会见人

三年内一半影视公司要消失？
本报记者 赵晓峰

文化热潮冷观察之②

从2003年突破万集大关开始，国产电视剧产量每年都是以千集的速度在增长，2008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15000多

集，国产电视剧产量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一。相比之下，全球四大电视剧生产国中，美、韩、日三国产量之和都无法超
越中国。然而，在国内每年生产的一万多集电视剧中，能在电视台播出的不超过3000集，能盈利的不超过1000集……

15000∶3000

大部分电视剧见不了人

众所周知，中国电视剧产量每年
高达万集以上，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的
电视剧生产国。然而，在每年一万多集
的产量中，仅仅有接近3000集可以跟
电视观众见面；而在近3000集电视剧
中真正能够盈利的仅有三分之一；能
够产生较大影响力的，仅有10部左
右。一位业内资深人士戏称，眼下的
中国电视剧生产圈可谓“东边日出
西边雨”，一边是庞大的资源浪费，
一边却是奇货可居，为了争夺这每
年10部左右的优质电视剧，电视台百
招出尽。

尽管赔多赚少，但电视剧生产依
然连续多年“井喷”，国家广电总局三
令五申出台各种限制政策，各大电视
节、展会等也纷纷举办论坛，请专家们
现身说法，然而，电视剧生产的“虚火”
就是降不下来，反而因此数量不断攀
升，从2003年突破万集大关开始，国产
电视剧产量每年都是以千集的速度在
增长，2008年国产电视剧更是达到创
纪录的一万五千多集，连续多年位列
全球第一。相比之下，全球四大电视剧
生产国中，美、韩、日三国产量之和都
无法超越中国。

从3000万到动辄上亿

盲目资本给“虚火”加薪

在“虚火”的背后，是谁在火上
加薪？其实在今年举办的上海
电视节、电影节上，冯小
刚、陆川等众多知名
导演已经揭开了

幕后的推手——— 一批煤老板、地产商
近些年看到文化产业的兴旺，不惜重
金投入。然而，由于不了解影视行业的
特点，盲目对题材和前景乐观，重金砸
进去后，取得成功的却不多。即便在
销售收入大幅增长的2009年，中国
电视剧制作行业当年的实际投资总
额超过50亿元，在3000多家影视制
作机构中，真正实现盈利的不过几
十家。编剧出身的马中骏说：“如果
说传统制造业是标准化生产的话，
那么影视产业则是差异化生产，可
以说每一部作品都不一样，很少有
重复的成功可言。”

从两三年前开始，影视行业进入
了“战国”时代，各路诸侯携资金重磅
杀入。在资金大举进入后，产生了两个
结果：一是“垃圾”更多了，二是名导名
演员的身价飙升。某著名导演被指“替
身王”，其实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一
位导演一年拍两部戏还算正常，一年
拍五六部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但
现在就有人这样！”另外，这把火也
把明星演员炒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饽
饽，眼下一些电视剧的生产成本中，
竟然有 7成要用于支付演员片酬。一
位影视公司的老总叫苦不迭：“现在演
员片酬基本上以3万元为一个台阶，我
出价10万，竞争者就会出价13万。一些
刚刚有些名气的演员，现在动辄也敢
叫价10万一集！”巨额的成本让不少电
视剧制作公司望而却步，“过去3000万
一部电视剧就算大手笔，现在动辄就
是上亿，我们真是不敢轻举妄动了。”
华谊兄弟一位工作人员说。

7年来首现产量回落

拍精品是共同出路

今年的上海电视节后，在北
京——— 这个有1000多家影

视公司、数量位居全国第一的城市，各
家影视公司老板考虑最多的就是两个
字——— 出路！所谓出路，目前有一个
集中方向，就是“减产”。记者从随机
采访的十余家主流影视公司负责人
口中了解到，2010年没有一家公司
在电视剧制作上扩容增产，无论是
央视、上海东方传媒这样的国有企
业，还是像华谊、慈文这样的民营实
力兵团，电视剧产量均没有超过去
年的计划。慈文影视董事长、著名出
品人马中骏甚至告诉记者：“我们今
年投拍的电视剧，全部是已经有买
家的，即将投拍的电视剧也是接到
了电视台的订单才生产制作，我们
自己今年没有任何自创的电视剧要拍
摄。”

北京如此，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差
不多。拥有近500家影视公司的浙江
省，也在执行产量“适度从紧”政策。
有地产商背景的浙江影视龙头企
业——— 绿城传媒副总何流告诉记
者，今年公司仅仅计划拍摄两部电
视剧，一部是根据麦家小说改编的
《刀尖上行走》，另一部是筹备中的纪
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电视剧，已经拿
到央视的订单。

很多影视公司的老总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电视剧制作行业经历了
几年井喷式的增长，2 009年以来，
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融资环境越来
越严峻，一方面优秀剧目价格高昂，
另一方面平庸之作的销路越来越
窄，因此，减量提质成了大家共同的
选择。《2 010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
发展报告》(广电蓝皮书)指出，2009
年获得发行许可的国产电视剧共有
402部、12910集，数量自2003年连年攀

升之后首次出现回落，
比 2 0 0 8年减少 1 0 0
部、约2000集。

2012年前播出已经排满

长冬将对影视公司洗牌

事实上，原本一个猛子扎进场的
各路“游资”，也已经发现一个事实：到
2012年春节前，能够覆盖全国的播出
平台，包括央视、各地方卫视黄金档播
出时间竟然已经全部“塞”满，个别卫
视甚至已经排到了2012年春节后。“现
在连个缝隙几乎都插不进去。”一位影
视公司老总说。目前具有播出新剧实
力的全国播出平台不超过6个，按照一
年365天、每晚播出两集来计算，也仅
仅4380集而已！何况这只是一个理论
数字。如果今年制作的新剧，要等到
2012年春节后才有望排播，按照现在
电视剧播出回款的账期至少要等半年
以上的惯例，大量的中小影视公司将
很难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天”。

不过，这番来势汹汹的洗牌，并非
仅仅是“噩耗”。真正有实力的影视公
司，正好趁“晒网”的良机，谋划合纵连
横产业并购，以资本为纽带进行行业
重组，一批中国影视的“托拉斯”有望
从激战中站立起来！有的公司在谋划
组建电视网，有的公司则在打造剧本
网，还有的在培育明星孵化器，一条更
加规范的产业链 正 在 悄 然 布 局
中……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
邹庆芳在一次论坛上的发言称：这场
不见硝烟的战争将引发制作机构，也
就是通常说的影视公司迄今为止最大
规模的一次洗牌行动。目前全国影视
公司已经超过3000家，通过这次大洗
牌，预计未来三年至少有一半的影视
公司将彻底消失，此后，中国影
视制作水准将有一次整
体攀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