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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驱动“精准营销”

“你知道吗，《琅琊榜》超好
看。”在济南一家医院工作的王女
士，对她的同事推介。

王女士在爱奇艺上追《琅琊
榜》，一直追到大结局，《琅琊榜》
在爱奇艺的播放量已经达到26 . 4
亿次。

去年，王女士追《何以笙箫
默》、今年追《花千骨》、《琅琊榜》。
她不知道，这些她和同事津津乐
道的热播剧，背后都有一个时髦
名词———“大IP”。这些原本拍给
80后、90后的热播剧，连她这个60
后都一网打尽了。

IP即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具体而言就是著作权
或版权。基于IP的全产业链开发，
就是从版权交易到影视内容制作
发行，再到游戏、电商、玩具等实
体物品销售、艺人经纪、粉丝经济
等一系列衍生产品开发。

像上面提到的三部热播剧，
都是由人气超高的网络小说改编
的，其中《花千骨》播放量69亿次，

《何以笙箫默》22 . 5亿次。这些热
播剧之所以获得这么高的点击
量，在于这些大IP从作品创作、人
物布局、情节设置，市场调查、改
编、选角，都是由大数据驱动的，
属于典型的“精准营销”。

在网络文学的江湖里，阅文
集团绝对是老大地位，《裸婚时
代》、《步步惊心》、《琅琊榜》这些
大 I P均出自阅文门下。成立于
2015年3月的阅文集团，由腾讯文
学与盛大文学整合而成，旗下有
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云起书
院、QQ阅读以及起点读书等众多
品牌。

“通过网友的阅读习惯，我们
甚至可以勾勒出网友的用户画
像。”阅文集团版权营销授权总监
谢正瑛对本报记者说。

在进行版权运营时，阅文集
团核心部门IP授权组会根据后台
提供的大数据，包括小说点击量、
收藏量、推荐量、百指监控、作品
状态、作者名、作品类别、用户画
像等，详细了解作品基本信息和
相关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把握市
场风向，然后根据各家合作伙伴
需要进行推送。

这些热门IP的粉丝大部分是
80后、90后。与阅文集团同属“企
鹅家族”的企鹅智酷刚刚发布的

《9 5后新生代社交网络喜好报
告》，给我们描绘了喜欢网络小说
的“95后用户画像”：他们在QQ空
间里最爱聊电影、明星、电视剧，
关注鹿晗更甚于关注黄晓明；这
些手机时代的“原住民”，消费能
力比想象的更强大，娱乐、搞笑内
容等更受他们欢迎。

谁掌握IP，谁就有话语权

起点中文网主编杨晨说，过
去，网络文学大多只是卖一个简
单的影视版权，近年来逐步细分
到电影、电视剧、网络剧、舞台剧、
游戏等，一部作品可能涉及到几
个合同、几个合作公司，大IP体现
了强大的网络聚集效应。

杨晨表示，一个新的作者，其
作品从写作、积累人气到改编作
品拍摄完成，大致需要5至7年，而
新的“超级IP”运作模式是一条流
水线的生产过程。

首先，团队从一开始就制定
好IP全产业链运作方案，预先统
一制定logo和人物设定，由专业
制作人团队协调产业链各端，包
括3D动画宣传片、作者宣传视
频、多首主题歌和周边产品。一年
之后，新书还未上架，IP各环节都
已被开发出来。

阅文集团的合作伙伴、世像
传媒CEO何晓辉说，从小说粉丝
转换率到超级网剧的转换率，再
到电影的转换率，这是非常有效
的转换途径。无论从《屌丝男士》，
还是《小时代》，都有巨大的挖掘
价值。

以湖南卫视为例，目前已经
曝光的2016年将播新片中，大IP
作品有十多部，包括《麻辣变形
计》《相爱穿梭千年2》《青丘狐传
说》等强势IP。

“十年前，大家不关注网络文
学，但今天，网络文学作品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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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剧《琅
琊榜》显现出大IP
现象典型的“马
太效应”。整个大
IP产业链如何运
作？谁掌握了这
个产业链的话语
权？这个在大数
据驱动下，目前
正处在行业爆发
期的产业，市场
价 值 究 竟 有 多
大？整个产业红
火背后，究竟贡
献了多少主流文
化价值？

本报记者 任磊磊

为大家争先恐后抢夺的稀缺资源。”谢
正瑛说，阅文提炼出了一个IP价值模
型，对每个作品做IP价值模型分析，对
用户细化分类，帮助投资者更深入地
分析用户价值及IP潜在价值。

10月26日，阅文集团召开的版权
行业大会上，其下游买家、世像传媒
CEO何晓辉还对阅文集团副总裁罗立
喊话，“以后IP能不能便宜一点，因为
实在太贵了。”

但江湖格局已然形成，阅文手握
千万部网络作品，几乎占有市场上
80%的原创内容，这个具备行业最高
粉丝付费转化率、处在 I P授权源头
的大佬，已牢牢掌控住了大 I P产业

链的上游资源，而这个行业是典型的
产品主导型行业。

所以，“谁掌握 I P，谁就有话语
权。”阅文集团副总裁罗立说。

连开饭店的都在投大IP

临沂蒋先生是生意人。一年前，
在一个亲戚牵线下，他给一部影视作
品投了100万资金。谁知，这个原本
没当回事的投资居然赚钱了。

“总之，赚了很多。”老蒋不愿吐
露具体回报率，甚至他连他投的那部
片子的名字都记不清楚，但就是赚钱
了。

这个“意外惊喜”，让老蒋发现
了一个比炒股回报率还高的产业。现
在，老蒋一心想在文化领域找点项目
做做。

当然，老蒋只是幸运者。“投资电
影，90%赔钱；投资电视剧，成功概率
能高点，在40%—50%吧。但一旦成功，
这个回报率就大了！”一位影视圈人士
对本报记者说。

电视剧《琅琊榜》还没播完，其出
品方之一儒意影业被上市公司天神娱
乐宣布出资13亿收购其49%股权。这
家成立不到5年，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仅
1760万的公司，去年估值15亿，今年就
翻到了27亿，增长80%。

儒意影业实际掌控人、32岁的柯
利明被吹到了“风口”上，成为又一个
造富神话。

儒意影业不光投资了《琅琊榜》，
也成功操盘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
春》、《小时代3》这样的大IP。

“曾经，我们也有机会投资《失恋
33天》、《夏洛特烦恼》，可惜，错过了！”
齐鲁影业董事长刘玮一声叹息。

刘玮提到的电影《失恋33天》，制
作成本2000万，票房3 . 57亿，投资回报
率668%。而国庆档黑马《夏洛特烦恼》
收获10亿票房，其幕后制作公司是开
心麻花，开心麻花的股东之一、上海荣
正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培敏2013年

决定投资开心麻花。保守估计，开心麻
花上新三板后，荣正此次投资收益有
望达20倍。

而京博集团没有错过投资回报率
在181%的大IP《小时代3》。这家以石化
为主业的山东民企如今也在文化产业
上延伸，旗下文化公司曾投资了《小时
代3》等影视剧，还曾中标中宣部的中
国国家形象片制作项目。该集团有关
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下一步还准备
设立影视投资基金。

本报记者检索发现，2014年投资
回报率最高的中国电影是《爸爸去哪
了》，制作成本3000万、票房6 . 96亿，光
线传媒等分成近 3亿，投资回报率
898%。2012年，光线传媒出品的《泰
囧》投资回报率更是达到了990%。

“影视业已经成了一个投机行业
了。”刘玮说，影视业正常利润应该在
30%-40%左右，现在处在爆发期，这种
爆发期加重了泡沫。因为一旦成功了，
利润就非常可观，导致资本蜂拥介入，
卖煤的、开饭店的、做房地产的，懂行
的不懂的，全都一窝蜂往这里砸钱，投
下真金白银。

“现在，这个产业太容易找钱了，
所以粗制滥造的作品太多了。”刘玮
说，今年，山东影视拍了一部《琅琊
榜》，外界就直呼“良心之作”，因为好
作品好IP实在太少了！

完全市场化生产的矛盾

“大IP就是大垃圾。”也有业内人士抛
出了这样的惊人之语。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孙骁骥的一位朋友
是编剧，写过若干电视剧剧本。现在，他的
这位朋友已经不搞原创了，而是靠改编已
成名的网络文学作品挣钱。

最近，孙骁骥这位朋友接到一个项目，
要把一部点击量很高的网络小说改编成电
视剧。这位朋友无法接受的是，男女主角的
各种穿越和复活，在他看来各种无意义的

“废话台词”被要求“一字都不能改”。因为
如果改动了大IP的情节，粉丝肯定不乐意。
大数据分析显示，这些雷穿钢板的故事情
节，恰恰被市场视为作品的精华。

之前，一个影视项目钱砸下去是赚是
赔，几乎全凭运气。现在，有了大数据分析，

“那么，我们现在只做已经有市场认可度的
现成的东西，只做大IP，你还愿不愿意投？
大IP的最大利好是，不光作品原本就具有
市场认可度，而且还能从数据上统计出个
一二三四，看上去比一般的创业计划书还
靠谱。”孙骁骥“赌气”地这样写道。

这样的工作状态，让孙骁骥的编剧朋
友觉得，自己渐渐变成流水线上的一个工
人，编剧不再是一个职业，而只是围绕大IP
展开的产业链中一个做来料加工的、属于
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工人。 （下转B03版）

一个比炒股收益还高的行业让多少人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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