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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揭开开雷雷剧剧背背后后的的

贪贪腐腐黑黑幕幕
高额账面片酬

通过回扣套现

某北京小生在拍摄一家国
有影视制作单位的剧集时，身价
从原本20万/集猛涨到50万/集，
据透露这很可能是他在协助制
作公司利益人虚报成本，实现制
作费“个人套现”。演员片酬高
涨、制作成本大幅上升，也成为
国产剧制作行业的一颗毒瘤。据
悉，2012年，某大叔视帝级别的
演员一年税后收入超过一个亿，
远远大于业内众多大公司一年
的纯盈利。然而，不少影视公司
表示，除了部分单位搞政绩工程
不计成本，有的则是出于私利

“套现”——— 通过给编剧、演员高
额“账面报酬”，虚报高额制作费
拿回扣，从而把不属于自己的钱
变成自己的。某影视公司老总透
露，能拿到这个高片酬，极有可
能是演员把高片酬返还部分给
利益人的行为，“通过回扣套现”
便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

某知名编剧表示，他曾经遇
到某大型制作公司的制片人，在
问到他的报价后直截了当地问
他，可不可以给予他更高片酬，

“每集多给你10万，签完合同付

完款后，你把那多出来的十万再
还我。”据他介绍，这种情况下不
少编剧和演员都会答应，“等于
有了个帮你要钱的内应，而且创
作者可以提高身价，也不损失自
己的利益，所以看到不少演员身
价高得离谱，但他们下部戏就拿
着这种包含着回扣的标价去跟
人谈——— 这种现象也是推涨演
员报价的一个重大原因。”

塞钱卖出“人情剧”

领导挂名有酬劳

电视台购片人员相当大程
度上决定着什么样的剧上播，因
此电视剧制作方不仅送钱还送
人：拿回扣、请演员“作陪”，已经
成为电视台领导的一大隐形福
利。不少国内电视剧生产大户表
示，电视剧是大宗买卖，少量购
片人的喜好和口味决定了交易
的成败；相对于电视台，多如牛
毛的制片方只能充当“孙子”的

角色，面对电视台的各种要求只
能尽可能满足，甚至送钱、送人。

近年来，“人情剧”越来越成
为“收钱剧”。某影视公司老总表
示，部分上市和准备上市的影视
公司，为表面业绩盲目追求产
量，剧集质量不高却能够热销，
原因在于除了一手花钱买收视
率，另一只手则是塞钱卖剧。
2012年上半年，某一线卫视收视
率一泻如注，网传与其电视台大
肆购买“人情剧”有关。该卫视一
领导即将退休，一口气高价买了
某公司四部“雷剧”，被怀疑中间
存在猫腻。2013年上半年，某大
型电视台台长被双规，此前，就
有传闻称该电视台购片款透支
严重、购片过程中存在不正当交
易、有电视台领导从中获利。

有资深电视剧发行人员表
示，“在电视剧片头，常常看到总
出品人、总策划等都是有些单位
的领导，有的还为这部剧题词、
写歌，这些可能都是光明正大的

送钱途径。”
面对供应严重大于需求的

局面，导致不少影视公司对电视
台购片人员不得不有所表示。业
内某知名影视公司的老板表示，
自己每天忙得焦头烂额，但只要
购片方任意工作人员要见他，自
己都必须立刻推开所有事情招
待，“亲自上阵做‘三陪’”；部分
电视台购片人员表示自己对某
些艺人感兴趣，虽然自己感觉为
难，也都会尽量安排。

“做内容”不如“做数据”

收视率还是风向标吗？

收视率造假，对电视业而言
是个屡见不鲜的话题；由于直接
取证困难，常常只停留在传言的
阶段；也正因为这样，2013年电
视“收视数据异动”非但没有得
到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的架
势。

以数据咨询闻名业内的某

传媒集团，宣称拥有庞大的数据
库和人脉资源，因此制作的电视
剧不仅可以发行在较强平台，而
且表示部部都能保证收视率。
2013年，由该传媒集团旗下公司
出品和推广的偶像剧《标签女
孩》(剧名为化名 )在某卫视独
播，尽管都是新人演员挑大梁，
该剧却以“黑马”姿态挺进收视
率排行榜前三名。虽然该公司表
示，其电视剧收视率部部成功的
原因在于他们有庞大的研发队
伍，但实际上他们多部所谓热播
剧，二轮播出的收视表现却非常
平淡。

某上市影视公司打造的重
点剧目《对手不易》(剧名为化
名)销售困难，最后卖给某卫视
并签订了“收视率对赌协议”。双
方约定，《对手不易》开播期间收
视能够位列同时段前15名，即可
以40万/集的价格成交；下滑或
上涨一个名次，价格就相应变动
一次。结果，《对手不易》不仅进
入了同时段前15，甚至反常地挤
进前10。在没有营销和关注热点
的情况下，《对手不易》开播收视
即刻高涨；播出完毕，收视率立
刻回落——— 这种现象同样明显
违背了收视的客观规律。

本报综合

2013年国产剧播出量较2012年有大幅度增加，但收视率却持续疲软并明显下降，网络
点击率也较2012年有较大幅度回落。2013年的国产剧市场为什么如此混乱？雷剧横行，正剧
注水，观众审美层级更替和娱乐消费转移等都不足以解释。有媒体记者采访发现国产剧市
场中制作、交易环节的贪腐和收视数据猫腻也许才是导致“无剧可看”的真正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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