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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若琳

“许欢2019年12月23日10万元”“李洪
生2020年1月16号20万元”“何秋平2020年
12月4日16万元”……过去一个月里，《证券
日报》记者联系统计了124位自然人的详细信
息，自2019年8月份至2021年2月份，他们共计
投入1772万元，目的是拿到电影《唐人街探案3》
（以下简称《唐探3》）的投资额，而汇款单的终点
是北京创世纪盛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创世纪”）与纽摩本（北京）娱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纽摩本”）。

一份去年拍摄的视频显示，纽摩本与创世
纪共用同一间办公室，地点在北京市朝阳区百
子湾一个文化产业园中。

2月末的一天，投资者刘先生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有几个人要去纽摩本维权。”记者随
即一同前往，进入园区前对方叮嘱“不要暴露身
份，注意安全。”入园后却发现创世纪已经搬走，
纽摩本也无人办公。周边商户表示，纽摩本已
经很久没营业了，总有人来堵门。

彼时开门的是一位从重庆赶来的投资者，
此前她趁着快递员不注意，挤进室内就此落
脚。当记者进门时，她过夜的薄被还未收起，乍
暖还寒，办公室里没有暖气。纽摩本的办公室
与一般电影办公区别无二致，艺人资料、宣传海
报、关键股东马铂伦的理财师证书和出版物一
应俱全。

当日，刘先生通过警方与马铂伦取得联系，
对方却表示，因为疫情原因无法见面。这场维
权行动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事先预想的冲
突与情绪都无处释放。由于电影产业外表光
鲜、账款周期长、产业链不透明，过去几年中，这
样的中小投资者维权事件时常上演，却难以引
起重视。

能见到明星还稳赚不赔？
电影投资隐秘骗局频发

这段投资经历就像是一部电影，眼看着从
喜剧变成了悬疑剧。

北京的黄女士是纽摩本的“堵门客”之一，
作为一位企业主，她也算见过世面。2019年，黄
女士在某投资峰会上结识了一位从事电影投资
的朋友，这位朋友时常在朋友圈晒投资电影的
成功案例，并鼓动她参与投资。彼时，对方推荐
的投资公司是上海源纳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源纳影业”），黄女士在猫眼平台查询源纳影
业相关资料后，决定跟随投资。但在她要求这
位朋友出示身份证信息时，却遭到了拒绝，出于
谨慎考虑，黄女士就此“打住”。

尽管第一次投资未能成行，但“投资电影
赚钱”的想法就像种子一样落在黄女士心
里。她特意去上海找到源纳影业考察，通过
公司推荐的一位影视经理人，黄女士投资了
两部电影——《暗黑风暴》和《通往春天的列
车》，前者还未上映，后者票房仅为323.7万元。

回京后不久，这位经理人又向黄女士推荐
了《唐探3》的相关投资项目，称有两家公司被授
权销售《唐探3》的份额，其中一家在西安，另一
家就是纽摩本。作为知名电影续作，黄女士很
看好《唐探3》，于是选择前往同城的纽摩本考
察，项目经理介绍了这部电影的市场潜力，并称

“肯定是稳赚的，收益在16%至20%之间”。
2019年12月26日，黄女士与纽摩本达成投

资意向，并按照项目经理的要求将10万元投资
款汇入创世纪的账户中。“我开始把钱转给纽摩
本，但对方很快退了回来，说纽摩本只接受50万
元以上的大额投资。退钱的行为也增加了信任
度，稳妥起见我还要求对方签了一个授权委托
书，证明纽摩本认可创世纪的投资款。”

根据黄女士提供的合同，创世纪承诺《唐探
3》在2020年3月31日前上映，若未如期上映退还
全部投资款加8%年化收益，电影下映后6个月
内完成分账。

实际上，由于疫情原因，原定于2020年春节
档上映的贺岁片集体撤档，《唐探3》推迟至2021
年春节才上映，同年5月12日电影放映期结束，
按照约定2021年11月12日前投资者就能获得分
账。但此后分账却被一拖再拖，项目经理离职
失联，创世纪不知所踪，黄女士逐渐意识到苗头
不对。

2021年底，黄女士与其他6位投资者在纽摩
本门口堵住了马铂伦，并与后者签订了补充协
议，约定2021年12月31日前先兑付投资本金。
但截至今年3月14日记者截稿，黄女士仍未收到
该笔款项。

一个有阅历的企业主，为何会轻信跨界投
资电影会赚钱？

一位资深影评人告诉记
者，2021年底，他曾探访过一家
类似的电影投资公司，其办公室装
修非常考究，明星宣传册、电影海报易
拉宝排成一列，相当有气势。在交流过程
中，对方自称投资过《中国医生》《怒火重案》
等知名电影，专业术语娓娓道来，不但提供了
完备的上游授权协议，展示了历史上成功投资
案例的回款单据，还表示能约到明星见面。“接
下来就给我推荐了《长津湖之水门桥》的投资
份额，号称投资回报率超300%，专业的话术和
团队配合，如果不是我深知其中蹊跷，很难不
动心。”

空壳公司集资上亿元
超500人注明“投唐3”

早在2019年7月份，《唐人街探案》官方微博
就公开表示：“网传任何《唐探3》融资信息均不
属实。万达影视是股权投资唯一对外出口，目
前无对外融资需求。”

据多位投资者转述，马铂伦曾表示，纽摩本
的投资份额来自万达电影（万达影视母公司）。
猫眼信息显示，《唐探3》有24家联合出品方，纽
摩本是其中之一。因此，投资者对马铂伦的说
法深信不疑。

那么，纽摩本究竟是不是《唐探3》的投资
方？有没有获得万达电影的授权？

对此，记者联系到万达电影证券部门相关
人士，对方表示：“不清楚，投资份额属于商业机
密，证券部门回复不了这些问题。”同时，记者多
次尝试联系马铂伦，但对方始终没有接听电话。

对于“纽摩本为何会出现在《唐探3》的联合
出品方名单中”，熟悉票务平台规则的知情人士
告诉记者，“一般片方需要提供自己在影片中出
品发行的身份证明文件，证明确为影片的相关
方，（相关企业）可自行提交或者经过片方确认，
由媒资团队审核之后添加在电影相关信息中。”

那么，创世纪与纽摩本又是什么关系？
创世纪原法人胡静林（现法人张贵英为其

母）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她与马铂伦并不相
识，纽摩本之所以授权给创世纪，是因为二人共
同的朋友宋倩丽夫妇。2019年，宋倩丽夫妇称
有人想50万元收购创世纪，因此要包装一下公
司，便将公司的财务章与银行U盾借走。随后，
创世纪开始从事电影投资工作。

胡静林向记者提供了三份银行流水证明：
2019年1月5日至2019年12月30日，创世纪工行
账户收入4282.01万元，大部分收入来自个人转
账，备注均为电影《没大没小》投资款；2020年1
月11日至2021年6月15日，创世纪工行账户收入
1514.16万元，大部分收入来自个人转账，备注明
细包括“唐3尾款”“九龙天棺投资款”“我和我的
家乡认筹款”等；2019年11月8日至2021年3月21
日，创世纪招行账户收入5718.87万元，大部分来
自个人转账，备注包括“白发魔女后传投资尾
款”“《美人鱼2》投资款”“电影《亲爱的新年好》
投资”等。

粗略计算，2019年以来，上述三个账户合计
收入超过1.15亿元，合计支出为9417.49万元，其
中3403万元汇进纽摩本的口袋，718万元汇入宋
倩丽名下的华翊影视。

从银行明细来看，创世纪自2019年起进行
电影融资，涉及电影项目包括《没大没小》《唐探
3》《九龙天棺》《我和我的家乡》《亲爱的新年
好》，其中以《唐探3》涉及金额最高，据记者粗略
统计，仅招行账户921条收入中就有503条明确
备注是《唐探3》的投资款。

2020年12月28日，纽摩本官方微博曾发布
声明称：我公司2019年11月8日与创世纪签署的

《授权委托书》授权有效期为2019年12月31日
止，有效期外创世纪与纽摩本没有任何关系。

按照这份声明，纽摩本对创世纪的授权有
效期仅53天。而在记者联系的124位自然人
中，与创世纪签订合约的投资时间80%在“有效
期外”。

“表面上，纽摩本不认可2020年以后创世
纪的募资行为，但2020年我投资时，创世纪和
纽摩本还在一起办公。”广州投资者许先生告
诉记者。

八成以上电影亏损
“投资失利”成掩护借口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不止一次听到“稳赚不
赔”的表述。很少有人意识到，电影行业光鲜外
表下的生存困境。

2021年，全国可统计的1000部院线电影中，
425部没有票房记录，这通常意味着票房低到可
以忽略不计；在有票房记录的电影中，收入在
1000万元以下的有847部，占比高达84.7%，其中
74部收入甚至低于1万元。

按照通用的分账标准，票房收入1000万元，
片方分成约368万元，扣除制片成本后才是利
润。聚影汇CEO朱玉卿对《证券日报》表示，“票
房收入千万元以上的电影不一定赚钱，但不足
千万元的肯定都赔钱，每年能赚到钱的电影数
量大约在10%至20%之间。”

“市面上能见到的面向普通观众集资的电影
投资项目，几乎都是假的。”悦东文化创始人师烨
东表示，“电影产业二八定律尤为突出，从事电影
投资行业的专家都十投九亏，更别说普通人了。”

十投九亏成为很多电影投资骗局的盾牌。
“很多公司根本没有投资份额和资质，拿虚假材
料宣传募资，等这些电影上映后，再以‘投资失
利’为由退回少部分款项。”一位业内人士向记
者表示。

2020年9月份，君女士以5万元试水投资电影
《风平浪静》。两个月后该片上映，最终票房收入
8352.4万元。一年后，君女士突然收到2000元转
账。她询问后得知，这是《风平浪静》的投资回款，
对方称，由于票房不及预期，该片属于投资失利。

巧合的是，记者在与多位投资者沟通时发
现，无论前期投资多少，“票房不佳，投资失利”
的电影项目回款都在5000元以内。初步统计，

北京盛煌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山西华珀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盛世影隆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等公司，都曾以“票房失利”为由退回部分
投资款。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投资者没有能
力举证这些公司是否真的参与了投资，另一方
面，他们从内心层面更愿意相信自己是“投资失
败”而非“被骗”。因此，虽然电影投资骗局频
发，却没有引发大规模质疑。

直至今日，记者搜索“电影投资”，仍有很有
看似专业的众筹平台在宣传，可投项目包括2023
年春节档热门电影《流浪地球2》、《独行月球》，甚
至还有不久前刚从春节档撤档的《超能一家人》。

“项目经理喜欢推荐即将上映的电影，理由
是‘国家鼓励个人投资电影’。”成都投资者董先
生告诉记者，自己在2019年12月份至2021年4月
份期间，斥资23.5万元在4家公司分别投资了4部
电影，除《抵达之谜》项目方因“票房不佳”退回
5000元之外，其他公司均未有任何回款。

散户为何维权难？
专家呼吁加大刑罚力度

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铭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近几年电影投资案件频发，
统称为“电影项目收益权类投资骗局”，在认定
该行为构成犯罪的前提下，这类案件往往以合
同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

那么，如何判断是金融犯罪还是投资失败？
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郑春梅律

师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不能单纯从结果来
判断、认为只要是亏本的投资就是诈骗。而是
应从源头判断，公司是否存在虚构事实等诈骗
行为，例如公司有没有相应融资资质，是否进行
虚假的项目陈述，是否拿到了上游授权等。

“但在司法实践中，受害者往往举证困难。”
郑春梅进一步表示，往往是电影上映一年后、分
账期结束了，受害者才发现自己拿不到钱，有可
能是被骗了。从民事维权的角度来说，投资人
一般可根据投资合同诉讼维权，但如果要判定
是否构成诈骗，就需要受害者进一步举证，这一
步存在困难。

“电影投资属于认知门槛较高、流程透明度

低、可控性低且风险较高的领域，对于普通人来
说，无法获取真实的信息源，很容易卷入骗局。”
赵铭表示，目前面向自然人的电影融资主要分
为虚募和超募两类，虚募是指利用虚假信息进
行融资；超募是指募资额度超过该公司所认购
份额，比如只有500万元投资额却卖出5亿元。

一部分先知先觉的投资者已经开启民事诉
讼程序。君女士告诉记者，她已在互联网法院
起诉创世纪，案件调解程序已经结束，目前在等
待开庭。

天眼查专业版App显示，创世纪涉及法律诉
讼7起，七成以上是合同纠纷，其中6起处于一审
状态。而纽摩本涉及法律诉讼17起，其中11起
处于一审状态，均为合同纠纷，2021年12月1日
纽摩本已被列为限制高消费企业，同月被列为
失信执行人。当前，纽摩本被执行总金额85.52
万元，终本案件1起，被执行总金额75.93万元，法
人赵媛也被“限高”。

诉讼面临着时间长、成本高、执行难的问
题，多位投资者对记者表示担忧，“对方已经是

‘老赖’了，就怕起诉后投资款没追回，又搭进去
几万元律师费。”

目前，投资者们主要的维权方式是报案。
深圳的潘女士表示，“自认受骗后就报警了，警
察也受理了，但却迟迟无法立案，因为本地只有
我自己受骗，疫情原因也无法去北京报案。与
北京朝阳派出所电话联系过，派出所让我找北
京金融调解中心，调解中心又让我找朝阳经侦，
打电话给经侦，对方也没有给出具体措施。”

公安机关对于合同诈骗是否立案，是要按
照法律规定进行立案审查的，一般存在两种情
形：一是投资者报案的公安机关是否具有管辖
权；二是投资者报案材料需能证实相关人员或
公司具有犯罪事实。赵铭告诉记者，“在电影投
资骗局的案例中，投资合同从表面来看是合法
的，因此受害人去报案时，公安机关往往会以

‘属于民事纠纷和合同纠纷’为由，让受害者去
法院起诉。”

赵铭认为，应该从三方面入手，防止类似骗
局：第一，形成规范性文件，提高电影出品、宣发
环节的透明度；第二，从法律层面加强以案释
法，提升公众对电影投资行业的了解；第三，从
立法层面，可将电影投资骗局行为明确规定为
刑事犯罪，加大刑事处罚的范围和力度。

上亿元泥牛入海投资者探案无门
电影投资遍地“杀猪盘”？

·电影投资骗局

谢若琳

完稿后我内心久久无法平静。2019年我
首次听闻有公司利用“个人投资电影”的噱头
募集资金，彼时便心生不安。但疫情打乱了电
影行业的脚步，大量影院停摆，内容搁置，在一
切按下暂停键后，我的关注点也换了赛道。

2021年底偶然得知，一位个人电影投资
者抑郁轻生，其子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大量
的投资合同，涉及《被光抓走的人》《送你一
朵小红花》等多部电影，这些项目的共同之
处在于，都未收回“投资款”。

我突然意识到，电影投资这类新型骗局
已经蔓延开来，随即开始着手调查，一方面
暗访投资电影的皮包公司，另一方面向热门
电影上游环节逐个发函确认。

电影产业的一大特点是长周期、高风
险，通常一部电影从筹备到上映需要至少3
年时间，叠加疫情影响，拖长了上映周期，导
致第一批受害者在2021年中下旬才意识到，
回款遥遥无期。

2022年初，我辗转接触到上百位曾投资
《唐探3》而未收回投资款的自然人，随着采
访不断深入，我的内心被疑惑、震惊、惋惜等
等复杂的情绪包围着，一方面要保持客观的
态度去记录，另一方面听到越来越多投资者
的故事后又深感痛心。2021年，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而这上百位投资者
中，最少的投了5万元，最多的投了100万元。
无法设想，如果不能追回投资款，对一个家
庭而言意味着什么。

律师告诉我，从法律层面，投资者只能

向签订合同的公司追责，不能再找更上游的
公司。现实情况中，也有不少片方曾发布过
澄清公告：“我司从未开展或委托其他公司
开展项目融资、众筹业务。”

电影投资从来都不是没有门槛的领域，
尤其是热门影片的投资份额，更是备受业内
巨头青睐，人人都想分得一杯羹，普通人能
参与无异于天上掉馅饼。一张饼如果从天
上掉下来，绝不是什么好事，
重力加速度必将使人头破血流。

光 鲜 亮 丽 的 电 影 投 资 背
后，往往暗藏诸多风险，馅饼
很有可能是陷阱。投资者应该
清醒地认识到，面对任何个
人投资项目，必须捂
紧口袋！

电影投资有门槛 馅饼往往是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