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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情怀怀消消费费是是把把双双刃刃剑剑

本报记者 倪自放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游
戏改编电影大胜的周末，《生化危
机6》和《刺客信条》两部根据知名
游戏改编的电影，首周末三天联
手拿下7亿多的票房，占据2月24
日至2月26日中国内地票房的四
分之三，其中《生化危机6》一部影
片拿下6亿票房，成为大赢家。

作为游戏改编电影的《生化
危机6》的大胜，被许多人拿来同

去年的《魔兽》相比较，同样是改
编自游戏，同样是拥有无数的游
戏粉丝，游戏粉丝的情怀感，会
吸引大量的粉丝为这样的电影
买单，说白了，游戏改编电影通
过贩卖情怀来赚取粉丝的钱。这
样的情怀消费是有一定市场的，
无论是在去年《魔兽》观影现场，
还是在《生化危机6》的影厅里，
或者是在《刺客信条》观影须知
里，都可以看到游戏粉丝们带着
游戏装备、服饰，以一种粉丝们
过节日的形式来观看这部电影。
在多个电影垂直网站的评论里，
都会看到《生化危机6》的粉丝们
在抒发15年来对多部《生化危
机》电影的情怀，比如回忆起自

己高中时期开始追这部系列电
影，比如有的评论说，“有人看特
效，有人看剧情，有人随便看，而
我看的是情怀，我用人生第一次
追首映来致敬终章！”

但《生化危机6》得到的差评
也非常明显，更多的评论说，这
就是一部打怪升级的电影，除了
场面更大，别无新意。游戏玩家
们对于游戏改编电影的情怀，让
没有打过这个游戏的电影观众
很无感。对游戏改编电影的情怀
消费，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首
先，游戏粉丝的力量到底有多
大？这实际是个很难回答的问
题。去年《魔兽》的大热，勉强可
以说是游戏粉丝们的支持，但电

影《生化危机6》的大热，恐怕不
能单纯地归结为游戏粉丝的力
量。“生化危机”电影已经出现了
15年，许多人对于这部电影的情
怀，其实来自于多部电影的累积，
这些粉丝本身并不一定是“生化
危机游戏”的粉丝，而是在追捧

“生化危机”这个电影IP。有一个
事实可以证明，“生化危机”电影
贯穿始终的女主人公艾丽丝，其
实是游戏里没有的人物，观众对
这部系列电影的情怀，来自于电
影，而不是来自于游戏。

全球最重要的两大电影市
场，是中国和美国，游戏改编电
影在这两大电影市场的迥异表
现，也证明了游戏改编电影的情

怀消费并不那么可靠。最近几年
表现最好的游戏改编电影《魔
兽》全球票房略有亏损，中国影
市贡献了该片全球总票房的半
数（14亿元人民币），但该片在美
国只收获4700万美元票房，并且
口碑很差。《生化危机6》在中国
影市的票房被看好，但该片不但
在美国遭遇恶评，上映一个月票
房也只有2600万美元，不及该片
在中国上映首日两亿元人民币
的票房。游戏改编电影在北美电
影市场遭受的最大批评是“剧情
俗套”，电影厂商们总想靠一个
IP获取更多的利益，但消费粉丝
的“情怀”，对于电影制作而言，
不是一条长久发展之路。

300家直播平台
十分之一倒闭

光圈直播竟然“暴毙”了！
这家早在2015年9月就已拿到
1250万元天使轮融资、估值达5
亿元的直播平台，在数以百计
的直播市场中并不算“小家
伙”。由于首席内容官李舰曾
担任《鲁豫有约》的主编，光
圈直播去年3月的融资路演会
还拉来了主持人陈鲁豫为其站
台，去年6月，光圈直播又在全
国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校花主播
比赛。

然而，据光圈直播员工透
露，其实自校花主播比赛后，员
工工资就开始停发，连比赛优
胜者出国旅游的承诺都没兑
现，平台主播的打赏收入也被
拖欠。勉强维持半年后，光圈直
播CEO在内部微信群中告知
员工融资失败，随即甩手走人，
而光圈直播APP也在软件市场
相继下架。

直播，这个一年前还一片
利好的新兴市场，如今已走到
了一个临界点。尽管直播在
2016年堪称市场投资的大热
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公布的第39次全国
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
至2016年12月，我国网络直播

用户规模达到3 . 44亿，月活跃
直播用户高达1亿，用户总数较
2016年6月增长1932万，增长
势头强劲。但经过一年的厮
杀后，这片蓝海市场已变成
了红海，甚至一度被调侃“一
部手机屏幕装不下所有的直
播软件”。据不完全统计，在
国内提供互联网直播平台服
务的企业超过 3 0 0家，其中
80%以上还在首轮融资或尚
未拿到首轮融资，通过天使轮
融资的不到30%，十分之一的
平台已死亡。

盈利单一
靠融资勉强维持

去年3月，“移动直播的
鼻祖”美国Meerkat其实已经
关闭，这给光圈直播的倒闭
埋下了某种伏笔。事实上，从
光圈直播的“暴毙”中不难发
现，让这家公司难以为继的
根源，其实是目前国内直播
市场的通病。

光圈直播员工透露，该平
台自校花大赛后，直播间从巅
峰期的138个锐减至二三十个，
每个直播间的在线人数由约
2000个降至一二百。面对这一
困境，CEO张轶选择了大多数
小平台的惯常手段，开始“刷流
量”，但虚假的流量没法带来用

户量的增长。而且，目前只能依
靠用户打赏收入变现的直播平
台，也因此丧失了唯一可以盈
利的增长点。光圈直播仅仅50
万用户量，在直播市场动辄千
万的用户量中不值一提，也难
以赢得广告商的青睐，这直接
导致原本与光圈达成合作的冠
名商“猛狮科技”拒绝支付后续
的400万元广告费。等到融资的
钱彻底烧完，光圈直播也真正
走到了穷途末路。

这一失败的路径，几乎是
所有小型直播平台走向毁灭的
必经之路。互联网观察者王新
喜指出，直播平台盈利方式单
一，却运营成本巨大，一旦资金
链断裂，小公司被收购或倒闭
都在意料之中。“有人算了一笔
账，在线人数每达到百万人，
直播平台每月仅带宽费用就
超过3000万元。2015年虎牙
直播的带宽支出是2 . 6亿元，
这 不 是 一 般 小 平 台 玩 得 起
的。”同时，对主播的过分依
赖 也 让 平 台 的 盈 利 更 加 遥
远，“目前各大直播平台秉持
与主播分成机制，无论是广
告还是打赏所得，平台都需
要按照约定比例把钱划入主播
钱袋。”王新喜认为，经过资本
这一年的畸形催熟，许多人气
主播身价虚高，导致直播平台
的成本也水涨船高。

尝试打赏之外的
变现方式

直播市场曾因尺度与格调
问题而备受争议，而大量无证
主播和平台为博取眼球大打擦
边球，最终也招致了政策监管
的收紧。去年9月，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加强网
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要求网络视听节
目直播机构依法直播，主播需
持证上岗。11月，国家网信办发
布《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
定》，再次对市场上的直播乱象
进行了严格规定。

很多直播平台开始探索除
打赏和广告之外的变现方式。

“今年直播行业必将进入更加激
烈的绞杀阶段，大批的中小型直
播平台和违规平台将被淘汰，
而资源、流量也将流入优势平
台，呈现出马太效应。”花椒直
播负责人表示，基于这样的忧
虑，尽管去年花椒主播累计收
到礼物50亿个，仅北京用户一
年打赏额度就超过5亿元，但花
椒自去年5月份便开始了商业
化的探索，如推出了上百档自
制直播节目，打通直播与电商的
购买渠道，“希望能够加大领先
优势，进入到较为稳定的巨头争
霸局面。” （李夏至）

天天娱评

曾曾被被估估值值55亿亿元元的的““光光圈圈””倒倒闭闭
直播平台面临生死战

才红火了不到一年，直播平台的风头似乎就要结束了。
被称为直播平台“独角兽”的光圈直播近日突然被自家员工曝光欠薪300万元、公司倒闭、创始人跑路。在众人印象中本应红火的直播

市场，被这条新闻撕开了虚假繁荣的表象。被称作“直播元年”的2016年，对数百家直播平台来说，并不是一片乐观，而是混杂着烧钱与造
假、争抢与挣扎的生死关头。

直播市场正在争得你死我
活的时候，堪称“国家队”的三
大传统媒体“杀”了进来——— 人
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2月19日
同时宣布加入直播阵营。

其中，人民日报将与新浪
微博、一直播合作建设“人民直
播”，目前已有百余家媒体机
构、政府机构、知名自媒体和名
人明星等入驻。央视则宣布“央
视新闻移动网”正式上线，平台
的主要业务也是“新闻直播”，
目前已成功汇集了全国省级广
电系统入驻。新华社在原有产
品“现场新闻”的基础上，推出

“现场云”全国服务平台，旨在
与国内媒体共享成熟的“现场
新闻”直播态产品，包含中央媒
体、地方媒体、地方党政机关在
内的首批102家机构已同步入
驻该平台。

这是继“北京时间”等直播
新闻平台后，主流传统媒体正
式进入直播市场。外界普遍认
为，自此，媒体的新闻直播时代
正式开启。

葛新闻链接

直播阵营
杀进“国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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