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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行业的2021年过得并不容易。
这一年，行业仍未与“寒冬”解绑，业界苦盼

拐点出现。疫情反复下档期低迷，影院甩卖爆
米花、周边衍生品等艰难求生，“只要活下去就
有希望”；业绩下滑，多家公司股价震荡，部分新
股上市首日即遭遇破发；热钱退散，经营承压，
长视频平台调价、裁员多措并举补缺口；反垄断
的大锤落到行业的角角落落，在线阅读、长视
频、音乐等细分领域面临秩序重建；未成年人防
沉迷政策再加码，游戏行业在聚光灯下探索发
展平衡点……

对文娱行业来说，变已是常态，不变则意味
着淘汰。三年前，曾有影视制作人感慨，寒冬给
行业带来的真正考验，是旧的规则已经打破，新
的规则尚未建立；头部企业垄断，提高了市场竞
争壁垒，压缩了中小企业生存空间。

如今这一切正悄然发生变化。2021年，从
业者焦虑缓释，开始冷静思考未来出路。国产
电影强势崛起，爆款频现，产业链条延展，电影
消费模式创新升级；热度汇集，电竞、直播、数字
娱乐等领域多点开花；政策频出，行业脱虚向
实，蓝图已然绘就，前途仍然光明。

2021年即将画上句号，站在岁末回首，历经
几番大浪淘沙，文娱行业正站在新的起点，以规
范、良性为发展做注脚，静待春暖花开。

年票房破450亿元
《长津湖》登顶全球票房榜

2021年，中国电影产业步履维艰。一方面，
疫情反复导致影院随时面临停业危机，暑期档
期间2000余家电影院停业，各大发行群中“电影
院转让”的消息不断；另一方面，春节档后市场
进入低迷状态，片荒持续半年之久，急于求变的
电影院开始花式营业，试水范围从剧本杀扩展
至小剧场，比如上海五角场万达影城在影院内
开设了“万影寻踪”沉浸剧本体验馆。

但也有数据表明，中国电影产业正走出至
暗时刻。截至 12月 8日，2021年全国银幕数达
81317块，居世界首位。灯塔数据显示，今年以
来截至 12月 15日，中国电影总票房收入达 452
亿元，观影人数达11.22亿，平均票价40.3元/张，
所有数据都释放出一个信号——稳健复苏。过
去三年（2018年至 2020年）年度票房收入分别
为 606.88 亿元、641.49 亿元、203.14 亿元，其中
2020年因疫情导致影院关停半年。

头部效应依旧明显，排名前五的电影票房
收入占总票房比超四成。具体到影片层面，这
五部电影分别是《长津湖》（57.6亿元）、《你好，
李焕英》（54.1 亿元）、《唐人街探案 3》（45.2 亿
元）、《我和我的父辈》（14.8亿元）、《速度与激情
9》（13.9亿元），国产片占据四席，其中《长津湖》
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并位列 2021年全球票房
榜首位。

国产片崛起是 2021年电影产业的一大趋
势，纵观全年，上映进口片仅 65部，占比 13%。
过去三年，进口片数量占比分别为 23.7%、
23.1%、19.7%，呈逐年下降趋势。拓普数据分析
认为，随着年末贺岁档一大波国产片上映，这个
比例还会进一步降低，预计将在 10%左右。相
应地，进口片票房占比也将从目前与 2020年持
平，降到历史新低。

与此同时，今年电影消费的市场格局正在发
生改变，非一线城市票房占比和观影人次明显上
升，票务市场呈现下沉趋势。其中，三、四线城市
票房占比达39.3%，三年内提升了5个百分点。

中金公司研报分析认为，影视院线行业正
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中逐步恢复，预计电
影行业 2022年中性情形下含服务费票房达 584
亿元。

近日，国家电影局发布的《“十四五”中国电
影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聚焦建成电影
强国远景目标，对未来五年中国电影发展谋篇

布局。《规划》提出，每年重点推出10部左右叫好
又叫座的国产精品电影，每年票房过亿元的国
产电影数量保持在50部以上。国产影片年度票
房占比保持在 55%以上。到 2025年，我国电影
银幕总数超过 10万块，结构分布更加合理。电
影产业链条延伸拓展，电影消费模式创新升级,
电影综合收入稳步提高。

长视频“硬着陆”
生存危机下打赢版权仗

8年前，互联网影视初兴，博纳影业董事长
于冬在上海电影节期间称，“未来的电影公司都
将为BAT打工”。

“互联网浪潮终将掀翻线下渠道吗？”，是这
些年来影视行业一直担忧的话题。2021年，中
国银幕数量不断创纪录的B面，长视频的小船
在风雨中飘摇。

12月 15日，爱奇艺发布消息，将于次日起
对黄金VIP会员订阅价格进行更新，月卡上调
20%。长视频成立以来曾有过两轮会员涨价
潮，上一次在今年 4月份。换句话说，爱奇艺成
立十余年来，仅有的两次提高会员价均集中在
2021年，业内将该举动概括为“艰难但必要的冒
险”，因为这一年长视频在亏损的迷雾中艰难求
生。

目前长视频平台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广告+
会员”。在过去十余年间，长视频平台不遗余力
推动提高会员收入。2018年，爱奇艺会员收入
第一次超越广告收入成为平台最大收入来源
时，公司股价一度达到 46.23美元/股的历史高
点，业界寄希望于其能成为“中国奈飞（Netf⁃
lix）”。

2019年，以爱奇艺为代表的视频平台会员
迈过亿级门槛，用户付费习惯已经养成，行业似
乎进入收获期。同时，腾讯视频《陈情令》试水
超前点播大获成功，尽管这种付费方式上线以
来饱受诟病，但确实为内容付费带来了新的增
长点。

美好的愿景在 2021年急转直下，10月份爱
奇艺、腾讯视频、优酷三大长视频平台相继宣布
取消剧集超前点播，爱奇艺甚至取消了“会员可
见的内容宣传贴片”。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平台

“雪上加霜”，今年三季报出炉后，爱奇艺单季亏
损高达 17亿元，股价也接连下挫，截至 12月 18
日股价报收 4.78美元/股，据上市以来的高点缩
水89.66%。

“亏损是所有长视频平台共同面临的生存
危机，不同的是，爱奇艺是唯一一家独立上市的
长视频平台，而腾讯视频、优酷作为大厂旗下的
事业群，背后还有腾讯、阿里作为支撑，尚能喘
息。”一位专注于互联网行业的券商分析师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长视频平台的当务之急
是止亏，无论是裁员还是提（高会员）价，都是短
期拯救财务指标的有效手段。”

值得欣慰的是，贯穿全年的长短视频之争
有了答案。今年 4月份，腾讯视频等 70余家影
视机构联合发布《倡议书》，直指短视频内容侵
权，随后李冰冰、杨幂等 500多名艺人加入声讨
短视频的行列。此后版权之争进入白热化阶
段，“一部电影 120分钟，评论视频用 3分钟解
读，是否合理合法？”

12月15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
布了的《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2021）
明确规定，短视频节目等不得未经授权自行剪
切、改编电影、电视剧、网络影视剧等各类视听
节目及片段。

版权收入或将成为长视频亏损状态下的雪
中炭。

打破独家版权
在线音乐要变天了吗？

“12年的陪伴，说不出的再见！”2021年1月

5日，虾米音乐在微博发布声明称，由于业务调
整，将于 2月 5日正式停止服务，届时将停止所
有歌曲试听、下载、评论等音乐内容消费场景。

作为国内最早的数字音乐平台之一，虾米
音乐在 2021年初的这场告别，让整个在线音乐
行业都有些怅然若失，人们不禁再次发问，数字
音乐最终会走向何方？而就在虾米音乐的关停
声明下，有一条热门回复获得了超 5000次点赞
——“看起来在版权大战这件事情上有赢家，但
对于音乐生态而言是毁灭性的。”

版权，是压垮虾米音乐的最后一根稻草。
综合来看，在线音乐平台竞争的核心要素

有两个：用户规模、版权数量，而在一定程度上，
版权数量决定着用户规模。这也使得，在过去
几年间，“拿版权”成为各平台的首要动作，其中
以腾讯音乐势头最猛，以致于网易CEO丁磊曾
多次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达不满，“在拿版权方
面，我们一直的态度都是愿意花钱，但问题是目
前国内个别厂商不愿意卖”。

“国际三大唱片公司（环球、索尼、华纳）在
中国的独家销售模式，使得包括网易云音乐在
内的需要购买版权的公司付出了超过合理价格
两到三倍的成本。”丁磊表示，这不公平也不合
理，“我们希望在未来回归一个合理和理性的版
权费用，这些唱片公司不应该以独家的形式在
中国继续授权。”

音乐平台垄断独家版权的局面，在 2021年
被打破。

就在虾米音乐正式关停后不足半年，7月24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责令腾讯解除网络音乐独家版权。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据调查，2016
年腾讯和中国音乐集团在相关市场份额分别为
30%和40%左右，腾讯通过与市场主要竞争对手
合并，获得较高的市场份额，集中后实体占有的
独家曲库资源超过 80%，可能有能力促使上游
版权方与其达成更多独家版权协议、或要求给
予其优于竞争对手的交易条件，也可能有能力
通过支付高额预付金等版权付费模式提高市场
进入壁垒，对相关市场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
限制竞争效果。

对此，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
薛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
面，在并购中国音乐集团后，腾讯音乐的市场占
有率非常高；另一方面，独家版权具有排他性。
一旦腾讯音乐购买独家版权，相当于变相设置
了门槛，其他竞争者无法展开充分竞争，用户如
果想听到更多内容，就只能使用腾讯音乐的产
品，这不利于服务的多样性。

目前来看，国内在线音乐市场呈“一超（腾
讯音乐）一强（网易云音乐）”格局。QuestMobile
数据显示，2021 年 10 月份，酷狗音乐、QQ 音
乐、酷我音乐、网易云音乐的MAU（月活用户数）
分别为 2.51亿、1.90亿、1.81亿、1.50亿。其中，
前三者均属腾讯音乐旗下平台。

而随着版权大战画上休止符，行业或将进
入新的发展阶段。

12月2日，网易云音乐正式登陆港交所，开
盘报价 205港元，对应市值 425.9亿港元。但截
至当日收盘，网易云音乐跌破发行价，跌幅为
2.49%。从招股书披露的数据来看，过去三年
（2018年至2020年），网易云音乐收入分别为11
亿元、23亿元、49亿元；净亏损分别为 20亿元、
20亿元、30亿元。

而就在 11月初，腾讯音乐披露了截至 2021
年9月30日的第三季度未经审计财务报告。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78.1亿元，同比增长3%；
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4亿元。

尚未实现盈利的网易云音乐，未来能否实
现弯道超车，尚未可知。

艾媒咨询集团CEO张毅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一家互联网公司亏损不要紧，关键的是亏
损幅度是否持续扩大。“扭亏”将成为网易云音
乐上市后的一个重要目标，未来数字娱乐和综
合会员服务或是其拓展收入的主要板块。

一位传媒行业券商分析师认为，告别独家

版权后，
必 将 引
发 业 内
新 一 轮
用 户 争
夺，“可以
预见，这将
进一步推动
行 业 建 立 健
康有序的竞争
秩序，在线音乐
平台之间围绕核
心竞争力的比拼才
刚刚开始。”

热度与压力之下
游戏行业寻求平衡

对于不少游戏行业从业
者来说，2021年过得颇有些跌
宕起伏。一方面，行业面临着
新规落地、监管升级带来的压
力；另一方面，随着 EDG 夺
冠、杭州亚运会电竞项目确
定，游戏行业迎来了属于自
己的高光时刻。

具体来看，8月 30日，
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关
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
防止未成年沉迷网络游
戏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严格限制向未
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的时间，所有网络游戏企业
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
定节假日每日 20时至 21时向
未成年人提供 1小时服务；严格
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
和登录要求；加强对防止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游戏有关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
检查，对未严格落实的网络游戏企业依法
依规严肃处理。

虽然业界早已对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沉迷问
题关注颇多，但此次《通知》堪称“史上最严”。
这也意味着，游戏行业迎来新的转折点。据记
者不完全统计，在新规公布后一周内，有超60家
企业进行回应表态；在半年报中，也有多家企业
首次披露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流水数据。

政策效果已经开始显现。伽马数据11月份
发布的《中国游戏产业未成年人保护进展报告》
显示，主流游戏企业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防护
举措，约85.8%的未成年人在玩游戏过程中曾被
防沉迷限制。预计2021年未成年人流水占比将
低于 4%，而随着防沉迷措施的进一步落实，未
来这一比例还将持续下降。

有游戏行业从业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长期来看，限制未成年人玩游戏的时间对
游戏行业的打击是巨大的，如今很多成年人对
游戏的消费习惯都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上学时
玩的《魔兽世界》《征途》等培养了一代人的游戏
习惯，如果现在的孩子从小就不玩游戏了，那么
当他们长大后，还会有为情怀买单的冲动消费
吗？”

某游戏企业创始人对记者表示：“过去几
年，已经有不少大厂开始着手完善‘未成年人防
沉迷’系统，但游戏行业分布广，中小工作室非
常多，鱼龙混杂，自我约束能力并不强。《通知》
的发布，对游戏企业提出了明确要求，行业势必
迎来新一轮洗牌，将更加规范。”

虽然政策调整的长期影响还有待观察，但
促进游戏行业健康发展和推进未成年人防沉迷
工作，本质上并不相悖。尤其是在年内游戏行
业频频出圈的背景下，探讨二者之间的平衡，
也是资本和市场的关注所在。

北京时间 11月 7日凌晨，在英

雄联盟2021全球总决赛（S11）中，中国大陆赛区
（LPL）的电竞俱乐部EDG以 3：2战胜卫冕冠军
DK战队。

这场胜利带来了空前的热度。有 3.5亿人
在B站观看了总决赛，超7.1亿人阅读微博话题

“7号的EDG”，其中11.5万人参与了该话题的讨
论。甚至在二级市场，电竞概念股也应声大涨。

“电竞赛事是游戏产品留住用户、延长生命
最关键的一步，而资本市场中大部分‘电竞概念
股’都是贴合了电竞游戏的内容。”一位券商分
析师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而就在此前的11月5日，杭州亚运会电子竞
技小项设置正式公布，包括英雄联盟、王者荣耀
（亚运版）、和平精英（亚运版）、炉石传说、刀塔2、
梦三国2、街霸5和FIFA Online4等8个项目。

“作为数字体育的新模式，电竞成为亚运会
正式项目，说明了电竞向体育产业的推进和转
型升级。”有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此外，5G、AI、VR、AR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也将
为电竞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使其在赛事内
容、商业模式、用户体验等方面完成全方位升
级。”

事实上，近期火热的元宇宙概念，也为游戏
行业带来了长期产业逻辑。华安证券研报指出，
长期来看，随着底层技术的突破，元宇宙有望形

成新的生态圈和流量池，孵化新的消费品及内
容。其中，游戏作为元宇宙雏形，也是目

前上游硬件设备的主要应用场景，有望
成为元宇宙核心受益标的。

2021年文娱行业脱虚向实——

政策频出重塑文娱行业新秩序
在争议探索中静待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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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若琳

“‘子弹’不够了，我们前两年就从文娱产业
的坑里爬出来了，最近在看科技项目。”一位文化

产业基金投资人对笔者称。资本战场
上，“子弹”跟着风口走。

2018年开始，文娱
产业热潮褪去，行业进

入深度调整期。每
逢年底券商发布投

资策略，针对文
娱行业说的都
是“估值修复”
“ 业 绩 复 苏 ”
“价值回归”，
就在几乎被资
本 遗 忘 时 ，
2021年，文娱产

业春天的曙光悄
然到来。

首先是影视产
业崛起。尽管疫情

反复，全球影视行业仍处于低迷状态，但中国电
影率先走出阴霾。这一年，中国电影总票房一举
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票仓。国产电影《长
津湖》还登顶全球票房榜。同时，好莱坞大片在
国内遇冷，《007：无暇赴死》、《沙丘》等巨制叫好
不叫座，观众追捧的对象变成了《你好，李焕英》、

《我和我的父辈》，文化自信在不知不觉间显现。
其次是游戏产业复苏。一方面，游戏企业冲

出版号限制困境，持续拓展海外市场。以海外
Top2000手游发行商来源统计，2021年上半年，海
外手游的用户支出市场份额前三名为中国
（23.4%）、美国（18.8%）、日本（17.6%），过去三年
里中国手游该份额以每年3.6个百分点飞速扩张；
另一方面，EDG在英雄联盟2021全球总决赛
（S11）中夺冠，同时杭州亚运会电竞项目确定，中
国电竞项目迎来高光时刻。

再次是音乐产业破局。音乐平台垄断独家
版权的局面在2021年被打破，创作者不再拘泥
于一个平台，行业迎来新希望。同时，在疫情影
响下，线上音乐绽放活力，预计2022年在线音乐
服务的市场规模将达242亿元。企业层面，过去
腾讯、网易“一超一强”的格局开始松动，字节跳

动搅浑了在线音
乐的池水，群雄割
据局面或将再次
出现。

可以说，2021年，文娱行
业回归冷静、苦炼内功，不
再迷信流量、IP和表面数
字，再也没有人做“一
夜暴富”、“以小博
大”的白日梦，行
业不断规范 、
不断提升，坚
守者正在用
内 容 赢 得
关注。可
以 预 见 ，
2022 年 文
娱 产 业 即
将进入收获
期，内容重回
主战场，只待
重装“弹药”。

文娱产业重回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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