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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磊磊

23日，绿公司年会上，华谊
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中军说，他有一个全球化的
梦，不只做中国级的制片，而是
做一个全球级的制片人，华谊兄
弟的全球化是把中国模式搬到
美国。

王中军说，像《复仇者联盟》
这样的作品任何公司都无法超
越，因为天花板这么高，一定要
拥有高级别的制片人，而他现在
唯一遗憾的就是还没有成为这
样的人。

王中军预言，未来世界电
影只有两个大国，谁都无法挑
战中国和美国的地位。2 0 1 6
年，中国电影人努力一点票房
就会接近美国，2017年百分之百
超越。

华谊重组上市六年，有六家

上市公司平台。近期，华谊兄弟
有一家公司在香港上市。这家名
为华谊腾讯娱乐公司上市就是
华谊兄弟布局全球化的第一步。

王中军的全球化野心来自
对中国电影市场的信心，还来
自他对华谊这几年成绩的自
信 。“ 我 跟 杰 弗 瑞·卡 森 伯 格

（美国梦工厂影业老板）都是美
国留学生，都是1 9 9 4年创业。
我身无分文回国创业，他和美
国最牛的三个人创立梦工厂。
20多年了，我们的市值即便由
去年的 1 9 0 0亿元人民币跌到
现在的1000亿，仍然相当于五
个梦工厂。”

此前齐鲁晚报记者采访山
影总经理晋亮时，他也提到了山
影的全球化。晋亮的规划是中国
故事、美国制造、全球营销，所以
他要去电影工业最发达的美国，
用好莱坞模式来布局山影的电

影产业。
王中军则反其道而行，他希

望把中国模式搬到美国。他认为
好莱坞的模式很落后，效率非
常低。“我到梦工厂跟那些人
聊天，就觉得这个公司肯定不
赚 钱 。艺 术 家 们 天 天 拿 着 咖
啡，晃晃悠悠，一年只拍五部
电影。这是一个根本的机制问
题，我觉得美国大公司都存在
这个问题。”

王中军的愿景是，这家输
出中国模式的公司未来能拥有
他在国内成功的经验，冯小刚、
成龙、徐克的《狄仁杰》就是他的
摸索。“这种摸索不是科技技术，
是一种管理技术，这是我们原创
的，和一个核心的创作人员有了
这种密切的合作。只要锲而不
舍，我们一定可以做到全球级别
的IP，由中国公司发起，有世界
级团队参与。”

华谊兄弟老总王中军：

向向落落后后的的好好莱莱坞坞输输出出中中国国模模式式

大佬来了
2016绿公司年会

2016中国绿公司年会第二天，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汪潮涌、德福资本创始人李
振福等投资人围绕在国家整体倡导供给侧改革和双创背景下，聪明钱投向哪展开了讨
论，汪潮涌认为在中国经济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新兴产业的机会永远高于传统
产业，这也是给创投提供的非常好的机会。

李振福则认为，各个行业都是有专业分工的，依偎在这个行业内都会发展自己的
一些独特的竞争优势，使自己成为这个领域最优秀的一个公司。那么投资领域也需要
术业有专攻，这是中国的一个大趋势。

投资大佬激辩聪明的钱投向哪

你你说说紧紧跟跟新新产产业业
他他说说术术业业有有专专攻攻

本报记者 刘帅

就投九领域
三高三大三新

汪潮涌介绍，公司投资的领
域主要是三高三大三新九个领
域。“三高就是高科技、高端制
造、高品质服务和消费，三大就
是大文化、大健康、大环保，三新
是新材料、新能源、新模式。”汪
潮涌说，他们投资的一个策略是
永远紧跟新兴产业，在产业的趋
势里面，去寻找机会。

而这番言论并不是夸夸其
谈，17年前，那时候中国互联网
刚刚起步，汪潮涌就投资了百
度、搜狐，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已
经成为全球用户最多、最大的市
场，当初的投资自然取得了丰厚
的回报。11年前，汪潮涌的公司
布局新媒体，投资华谊兄弟，娱
乐、影视，五年前布局体育产业，
近几年又在大数据、云计算、3D
打印、无人机、人工智能加上机
器人等领域做了布局。

“投资策略就是紧跟新兴产
业，我们相信在中国的经济调
整、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新兴产

业的机会永远高于传统行业。”
一个个成功的例子，让汪潮涌自
信地说出这番话。

“现在高科技和医疗健康、
消费品类别都比较热，但变化很
快，做投资人想踩点，踩好了太
不容易。”李振福说，行业前途与
投资回报应该区分，行业很好并
不代表投资回报很好。

“航空业、汽车业在当时都
是革命性的科技，但这两个领域
早期投资人没有拿到很好的回
报。”李振福说，看清产业方向是
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能看清每
一个产业具有高回报的特质，高
回报的特质意味着一个产业有
很高的门槛。

李振福强调，各个行业都
是有专业分工的，投资领域也
急需往这方面发展的，我们比
较早开始做专业投资，“过去
六年我们投资了 3 0家的医疗
健康、医疗公司，我们认为专
业的投资应该是术业有专攻，
从投资的方向上来讲，是中国
的一个大趋势。”

“现在说去产能，
说明之前的钱投错了”

“供给侧改革，说明我们之
前投资错了，投的没人要。如果
投资好，就不需做供给侧改革。”
李振福说，从投资人角度来讲，
投那些社会上最需要的，然后别
人没有在生产，或者更好的有技
术门槛，或者有更多的壁垒的产
品。

李振福坦言，国内很长一
段时间，资源配置在投资方面
都是很粗放的，缺乏把资源配
置作为独立的一个科学、投资
作为独立的学科给予尊重和
研究。

李振福说，对于投资人来
说，30%利润有很大风险，15%
的有风险，更会选择稳定的。

“我们投资偏向有成熟期的企
业，最好是十几年、上百年不
变，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东西
不用担心。”

汪潮涌对此也有相同观
点，碰到好的项目，可以长期
持有，“回报率较高的项目，比
如说阿里巴巴，比如说腾讯都
是投资人持有超过十年，甚至
十五年。”

李振福认为，现在已经不
是伸手就能抓到钱的时候了，
想赚钱比较难了，要靠点真本
事。

王中军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李振福

汪潮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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