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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互联网、5G、大数据、AI 人工智能、AR/VR、云计算、区块链以及元宇宙等为主要构成的

新技术环境的生成，催生了影视产业的新形态、新类型，由此也带来了 IP“影视化”开发的新变革和

新范式。面对目前存在的问题，IP“影视化”开发亟待构建适应新技术环境的产业模式，并采用合适的

助推对策，优化其运营规制。

关键词：新技术环境；IP“影视化”；现实问题；产业模式构建；运营规制优化

中图分类号：J9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2)05-0086-09
引用格式：陈书泱 . 新技术环境下 IP“影视化”开发的产业模式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7(5)：86-94.

Industrial Model of IP “Film and Television ” Development Under
New Technology Environment

CHEN Shuyang

（School of Television Art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The generation of new technology environment mainly composed of Internet, 5G, big data, AI, AR/
VR, cloud computing, blockchain and meta-universe has given birth to new forms and type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which has also brought new changes and new paradigms of IP “film and television” development. Faced 
with the existing problems, it is urgent to construct and form an industry model adapted to the new technology 
environment, and adopt appropriate promotion measures to optimize its operation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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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作为一个缩略语，原指互联网协议之义，

引申为知识财产之义 [1]。近年来 , IP 逐步渗入影视

行业，形成影视 IP 或曰 IP 影视——由 IP 改编开

发而来并具有知识产权的影视作品。其改编开发

的过程即为 IP“影视化”，也即影视 IP 开发。

近年来，IP“影视化”开发深度介入了我国影

视产业，起到了弥补产业裂口、化解开发风险、

打造盈利模式等作用。IP“影视化”开发是传统影

视产业模式的重大变革。作为一种产业形态、商

业开发和盈利模式，它已然成为我国影视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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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我国 IP“影视化”开发经历了准备期、

探索期、启动期、快速发展期后，现正处于瓶颈

调整期。目前，我国 IP“影视化”开发还存在一

些问题，显现出不同维度的产业生态“乱象”；

整个行业趋于浮躁，出现非理性“繁荣”, 甚至泡

沫化倾向。

在新技术环境下，一切艺术作品包括影视艺术

作品的传统生产方式都面临着巨大的变革，以互

联网、5G、大数据、AI 人工智能、AR/VR、云技

术、区块链和元宇宙等为主要构成的新技术发展，

催生了影视产业的新形态、新类型，由此也带来

了 IP“影视化”开发的新变革和新范式。面对目

前存在的问题，IP“影视化”开发亟待构建适应新

技术环境的产业模式，并采用合适的助推对策，

优化其运营规制。

一、新技术环境下 IP“影视化”开发的

现存问题   

近年来，伴随着 IP“影视化”开发的升温，

其存在的问题也随之浮现，产业生态“乱象”开

始显现。在新的技术环境下，这些问题和“乱象”

表现得更为明显，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题材与内容维度方面

从题材与内容的维度看，IP“影视化”开发存

在以下问题。

1. 原创不足，类型单一

IP“影视化”开发的“短平快”和“克隆式”

衍生，使得传统影视创作必须遵循的“天条”——

强化原创、文本打磨等，在 IP 影视产品创作生产

中变得可有可无。在 IP“影视化”开发中，一些

创作生产者往往只关注其中可以克隆的概念和卖

点，而对原创本身并不重视，使得一些真正具有

优质内容的原创作品无人问津。这种情形对整个

行业的生态环境而言是灾难性的，长此以往，原

创的积极性会因此受到严重打击，真正意义的传

世之作也很难出现。

在 IP“影视化”开发领域流行的跟风投资，

使得投资商热衷于复制性地开发 IP 影视产品，导

致其生产的产品类型单一、题材重复。以网络 IP
改编为 IP 影视产品为例，其创作生产者的偏好似

乎集中在古装玄幻仙侠类和抗日神剧类以及侦探

谍战类作品上，这些类型的作品主题、情节、结

构等如出一辙。大量的影视跟风之作情节设置雷

同，缺乏生活真实，思想情感肤浅苍白。这些粗

制滥造的作品，在导致观众审美疲劳的同时，也

使得资本投资效益低下。

IP“影视化”开发的本意，是让影视作品创作

题材多元化。如果只看到一个 IP 类型火爆大卖，

大家便一拥而上，克隆出一大批同类型的单一作

品，那就距离影视市场的凋敝不远了。即便是同

一个原生 IP，如果正集和续集 1、2、3、4……轮

番而来，大家就一个 IP 不断开发单一作品，这种

开发运营方式，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持续、深

入和多元的影视开发模式。

2. 属性异化，概念营销

IP“影视化”开发对影视产业化的推进是有利

的，但过犹不及。目前 IP“影视化”开发有过热倾向，

市场上出现盲目的 IP 崇拜现象，大家似乎离开了

IP，就无法进行影视产品的创作生产。这种现象折

射出影视产业界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和浮躁心态。

在 IP“影视化”开发热的环境下，审视那些

所谓的热门 IP，其水平不尽人意，许多作品只是

概念的营销炒作，并不真正具有创意；大量劣质

IP 混迹其中，使得 IP 的属性有了异化倾向，以致

类似“俄罗斯方块”“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甚至《新华字典》等类似的缺乏实质内容的口号式、

概念式的 IP 也跻身 IP 之列 [2]。这些所谓的 IP，只

是人为地制造了点击流量，而完全缺乏文化性内

涵，其并不具备 IP 开发所要求的故事内涵和改编

价值。

（二）版权与开发维度方面

从版权与开发的维度看，IP“影视化”开发主

要有如下问题。

 1. 盲目囤积，投机取巧

 在 IP“影视化”开发领域，资本逐利的本质

属性使得其盲目地囤积它所认为值得囤积的 IP，
一些影视企业看到某一类型的 IP 开发成影视产品

走俏，就大量网罗、囤积同质 IP。同时，由于网

络小说 IP 交易价格持续走高，追涨杀跌的恐慌心

理使得影视企业提早囤货，有些影视企业甚至把

到手的 IP “转手倒卖”。IP 资源大战，扰乱了 IP
版权交易市场秩序，推高了网络小说的版权交易

价格，使得整个行业对网络小说的价值预估虚高。

陈书泱：新技术环境下 IP“影视化”开发的产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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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囤货，有些影视企业还投机取巧地实施

“注水”与“买榜”行为。由于优质 IP 的稀缺和

供不应求，导致版权交易市场里的很多影视 IP 版

权是“注水”和“买榜”的产物。所谓“注水”

就是快速“饲养”，即一些影视企业忙于“孵化”IP，
它们选择那些网络知名度高的段子、口号、新闻

案例等等注水，打造成所谓 IP；甚至逆向操作，

把之前完成的影视剧本再改回小说，在线连载，

生成热门网络小说 IP，并美其名曰“营销前置”，

这也导致其价值存在很大水分。所谓“买榜”，

就是利用大数据技术，以极低的价格操控水军，

让文本 IP 在榜单上占据一段时间的头部位置，然

后趁热打铁将其交易给影视生产制作方。

2. 授权情况混乱，侵权现象时现

近年来，在新技术的推进下我国影视产业发展

势头迅猛，对 IP 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由于 IP 热的

持续升温，一个优质 IP 版权被多次转手交易是很

常见的现象，由此也容易导致授权情况混乱。如《微

微一笑很倾城》这一网络小说的 IP 就被多头授权，

分别由不同的影视公司获得开发游戏产品的授权

和开发同名电视剧以及手游的授权。由于“一女

许二夫”，导致其 IP 授权矛盾冲突严重 [3]。IP 转

授权泛滥，版权交叉传播，权利重叠，使得有关

方无法对其监控，以致其本身数据失实，原创者

的正当权利归属混乱，合理的收益分配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IP 侵权案例也时有出现。IP 侵权

的类型，常见的有影视 IP 侵权、网络游戏 IP 侵权

和综艺节目 IP 侵权等，其中影视 IP 侵权最为典型。

当下，各种随意抄袭改编、题材情节雷同等侵权

行为泛滥。网络游戏 IP 侵权常见的有盗用游戏名

称、克隆情景设置等；综艺节目 IP 侵权则表现为

节目模式被模仿抄袭。这些 IP侵权行为，有些隐性，

有些显性。由于隐性的侵权行为难以认定，加之

维权成本过高，导致维权行动往往难以进行。

（三）资本与产业维度方面

从资本与产业的维度看，IP“影视化”开发主

要有以下问题。

1. 资本主宰，价值背离

IP“影视化”开发热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资本

对其的盲目追捧，资本的竞相进入使得 IP“影视化”

开发遭遇资本裹挟和封堵。在资本的无序介入下，

众多热门 IP 在短期内被哄抢一空，市场上甚至出

现了 IP 期货预购现象。与此同时，IP 价格也普遍

上涨，天价 IP 版权交易的案例时有所闻。作为电

视剧播出终端的电视台购剧预算每年都在递增，

由此造成上游 IP 版权交易价格的不断提升。如在

2014 年，网络小说有 114 部进入版权交易 [4]，平

均每部的价格大约在 100 万元上下。而今，这些

网络小说有的价格翻了数倍。更有甚者，优质小

说 IP 的价格被哄抬到了令人乍舌的高度。一些明

星 IP 也卖出了天价，某女明星被曝以 1.56 亿元的

片酬主演某 IP 电视剧偷逃税而被罚的案例就是其

中典型之一 [5]。一些影视企业欲以明星为内核打

造 IP 产品矩阵，由此也大大拉高了 IP“影视化”

开发的成本。这种缺乏理性的追捧性投资完全背

离了正常的价值轨道，使得投资的风险急剧上升。

不仅如此，资本逐利的本质驱使生产制作方以

好莱坞流水线生产方式贯通 IP 影视产品创作生产

的全过程，使其生产制作逐渐走向标准化、程式

化和商业化的运作模式，由此也使得影视产品的

创作生产出现模式化、同质化和商品化倾向。如

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其最终会使影视产品完全

沦为缺乏艺术个性的文化工业产品。

2. IP 崇拜，开发异化

IP“影视化”开发的常态应是全产业链开发，

以 IP 为核心，贯通上、中、下游产业链，由文本

IP 到影视 IP 及至衍生产品 IP，最大限度地挖掘和

运用 IP 的价值链。如一个文本 IP，就可以衍生开

发为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演唱会、游戏产品、

同人文学创作、直播带货、盲盒、粉丝社区运营、

文旅园区等等强关联项目。但是目前 IP 的开发，

大多数情况是全产业整体开发不力、转化率低。

在众多“热门”IP 中，能进行再创造的不多，这

就使得 IP 在全产业链中的衍生开发留有隐患，许

多 IP 开发止步于影视 IP，有的甚至连原生 IP 开发

为影视 IP 也做不到。目前，国内各地由影视 IP 开

发为文旅园区、影视观光基地等的 IP 开发，除了

个别有较好的收益，大部分都处于荒废亏损状态。

其既未能给地方经济带来效益，也未能使影视 IP
延长寿命。

影视 IP 的滥用折射出整个影视产业创新能力

的匮乏，并威胁到后续的 IP 衍生开发，对影视创

作生产格局产生不良影响。其一，IP 改编的方便

快捷和其附着的粉丝流量使得剧本原创不再成为



89

陈书泱：新技术环境下 IP“影视化”开发的产业模式

影视生产的源头而受重视，因而优质剧本难产；

其二，单一克隆已经市场检验的 IP，往往使得影

视创作生产的题材相似、情节雷同，缺乏创新价值。

IP“影视化”开发存在的问题和产业生态乱象

丛生的现实语境，催生了其产业模式的嬗变和改

革，市场亟需建立起崭新的体系化生产流程和产

业模式。

二、新技术环境下 IP“影视化”开发的

产业模式      

面对新技术环境下 IP“影视化”开发存在的

问题和产业生态乱象，我们必须构建其产业模式

的新范式。事实上，在新技术环境下，IP“影视化”

开发较之其初期传统的线下文本类文学作品改编

为影视作品的单一模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革，

其产业模式的构成也更为丰富、严谨和科学。经

过对 IP“影视化”开发诸多案例的分析研判，并

对其加以产业经济学、传播学、管理学等理论观照，

可以勾画并提炼出新技术环境下 IP“影视化”开

发产业模式的基本框架，提供其可复制的路径。

（一）IP“影视化”开发的“三链系列”

从“ 长 尾 效 应” 的 理 论 视 角 [6] 来 观 察， 
IP“影视化”开发的本质就是全产业链的延伸，

其产业模式更多地显现了全产业链开发的特征。

IP“影视化”开发，要尽可能地延展 IP 衍生的线

下环节的消费者需求，拉长和拓宽其全产业链的

消费“长尾”，以使 IP“影视化”开发效益最大

化。以“互联网 +”为首发的新技术革命，极大地

影响了影视产业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模式，使得

以影视 IP 为核心的影视产业链不断趋于完善，逐

步走向全产业化。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的“三

链系列”全产业链模式的雏形呼之欲出，冀此可

获得 IP“影视化”开发收益的最大化，提升产业

发展能力。

1. 产业链上游：进行影视 IP 的创造和储备，

形成版权交易市场

这是 IP“影视化”开发的基础和源头，其核

心是影视 IP 的创造和储备。影视 IP 的创造和储备

主要通过原创和购置这两种方式完成。传统影视

IP 主要由某种文学艺术形式的作品（小说、散文、

戏剧等）充当。随着新技术环境的生成，影视 IP
的母题类型也在不断丰富与拓展，其主要构成为：

（1）网络文学 IP 与网络话题 IP；（2）音像 IP 与

综艺 IP；（3）动漫游戏 IP 与在线 IP；（4）形象（明

星、网红等）IP 与外来 IP 等。

影视 IP 的创造和储备，其核心是版权交易。

版权交易的本质是借助大数据技术筛选出人气较

高的网生类作品作为交易产品，版权持有方与生

产制作方协商进行版权交易。其交易程序主要包

括签订交易合同、版权备案登记、确定支付方式

（税费等）。版权交易的目的是吸引投资。纵观

影视 IP 的引资策略和流程，其一般投资方式是由

一家主导企业成立针对影视项目的基金，以众筹、

理财等方式“证券化”，其他投资方以认购基金

的方式进行投资。这种高额票房保底、预售票房

收益、全网众筹的全新资本投入法，让生产制作

方在影视作品上映前就得到一笔高额的保底收益，

这也刷新了大众对泛娱乐投资的认知。 
2. 产业链中游：进行影视作品的创作和运营，

形成影视作品制作和传播市场

这是 IP“影视化”开发的落地和主导阶段，

其标志着影视 IP 进入实体内容生产制作阶段，奠

定影视 IP 商业潜力得以爆发的基础。其主要闭合

环节是：影视 IP+ 内容制作（电影、电视剧、网络剧、

网络大电影等）+ 内容发行和运营。它以影视产品

生产为 IP 产业链中游开发生产的内容开端，将影

视、游戏、综艺等板块连为一体，受众、观众、用户、

游客等角色轮番更替，广告、流量等收益不断叠加。

电影、电视剧或网络剧热播之后，迅速推出同名

网游，可以继续延长 IP 影视产品的热度和生命力。    
IP“影视化”开发产业链中游的核心任务是通

过影视产品吸引大量用户，为产业链下游的衍生

开发“蓄客”。IP“影视化”开发产业与传统影视

产业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是互联网技术以及其他

技术的产物，代表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产业哲

学：产业的定位、招商及运营模式不再仅仅局限

于狭窄单一的有形空间，而是将用户目标定位建

立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由此建立受众社区，

将受众视为用户，通过流量经营进行深度服务，

从而使整个影视产品及其构成的矩阵成为一个汇

聚流量、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亚文化社区。简而言之，

传统影视产业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场所，突出“物”

的功能属性，而 IP“影视化”开发产业突出的是

人与物的连接，由此造成 IP“影视化”开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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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逆袭，吸引大量的用户入市。

3. 产业链下游：进行影视 IP 衍生品生产，形

成游戏和实景娱乐设施等衍生产品市场

这是 IP“影视化”开发的延伸和变现阶段，

是实现其全产业链闭环的最后环节。IP“影视化”

开发形成影视产品品牌后，与之相匹配的手游、

网游等随之跟进，影视播映后期的影视衍生剧本

或影视纪录册、影视周边衍生物（玩具、画报、

服饰）也紧随其后，甚至影视主题公园场景、影

视文旅园区、社交聚落社区等的打造也参与其间。

这种跟进的方式在拓展影视 IP 品牌外延的同时，

也使得 IP“影视化”开发的不同板块相互融合、

相互促进。

 IP“影视化”全产业链下游的开发，其遵循

的基本模式为：衍生品开发设计 + 线上线下销售

渠道。这一模式主要是借助构成产业链的企业共

同合作，使影视 IP 产品不断从线上往线下延伸。

其基本模式是：以影视产品为内容入口，将影视

播放平台作为基础平台，增强线下交流，将影视

产品内容消费者视为流量，并将其聚集起来，引

入到其他消费场景里——餐饮、娱乐、购物、文

化体验、观赏展览、园区体验等等。由此，影视

播放平台也从传统的影视产品的消费终端演化为

后续产业链开发的一个“场景”，而不仅仅是终端。

从上述 IP“影视化”开发的“三链系列”可

以看出，IP“影视化”全产业链开发并不仅仅局限

于将影视 IP 创作生产为影视产品，其目的是以影

视产品为基础，拉长产业链，将影视产品泛娱乐化，

使之贯穿到日常生活，将影视内容用户牢牢绑定。

它吸引来的影视内容用户，其实是各个场景中的

核心消费者。各个影视企业和其他商业企业之所

以花大力气将影视 IP 投注和开发为影视产品，正

是因为其后的开发具有投入产出的“长尾效应”。

一般估计，IP“影视化”开发产业链上游市场规模

如果在 100 亿元左右，那么中游市场规模就会在

1000 亿元左右，而下游市场规模则会超过 2000 亿

元。当然，这是 IP“影视化”全产业链开发的美

好愿景。当前，国内鲜少有能将全产业链全部打

通的影视 IP 成功案例，即使像国内几大铆足了劲

要涉足 IP“影视化”开发全产业链的互联网大厂

巨头在这方面也乏善可陈，它们的开发也只是在

其中某个“局部链”的领域内取得了成功。

（二）IP“影视化”开发的“四维运营”

IP“影视化”全产业链开发之所以奏效，“四

维运营”不可忽视。

1. 用户化运营

由 IP 独特设定形成的核心用户是影视 IP 开发

运营成败的关键，海量的用户是 IP“影视化”开

发运营成功的保证，由用户聚合互动形成的 IP 亚

文化群体对影视 IP 产业链的开发起到了很大的促

进作用。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业运营的

主体（也是客体）是用户，产业运营的真谛是在

运营中发现用户、培养用户、巩固用户。用户运

营不力，与用户缺乏有效互动，需在此基础上凝

聚的用户亚文化群体就无法形成，即使勉强形成，

其“黏性”也不会太强。IP“影视化”开发的用户

运营同样如此。像《盗墓笔记》之所以大热，能

从网络小说 IP 延伸于影视 IP，离不开其用户运营

的策略。由铁杆用户组成的 IP 亚文化群体“稻米”

（“盗迷”谐音）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7]。

2. 系列化运营

为达到 IP“影视化”开发集约型效益，最好

的选择是围绕其 IP 核心，做到系列化运营，这也

是 IP 本身能够持续与用户互动的基础，由此也会

最大限度地延伸 IP 产业链及其价值链。系列化运

营的“系列”主要表现为影视产品开发的矩阵：

做 IP“影视化”开发后形成的影视产品的续集，

包括外传、前传，组合成类型化的产品系列。例

如国内的《熊出没》动画系列、《小时代》电影

系列等，国外的“速度激情”系列、星际迷航系列、

007 系列等，这些系列内容情节与制作特效一般，

甚至有雷同重复倾向，但确实叫座。

3. 多元化运营   
这里的多元化运营主要是指 IP“影视化”开

发跨越内容藩篱进入不同的产业领域，实行跨界

运营。比如，同一个网络 IP，可以实现网影联动、

网视联动、网剧联动、网游联动、网园联动等多

种形式的开发。实景娱乐也可以融合影视 IP 进行

开发。通过使用具有视觉冲击的符号元素，融合

众多小说、电影、游戏、科幻等 IP 内容，将其融

入文旅场景的打造之中 [8]。诸如此类的泛娱乐跨

界联动多元化运营，可以使 IP 始终保持热度。不

同形态的 IP 间建立链接，能让用户流动在 IP 的各

个板块，为其不断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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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台化运营

考察迪士尼的成功原因，以平台化的方式运营

影视 IP 无疑是其重要一环。这种平台化开发运营，

能有效地整合 IP“影视化”开发相关领域的资源，

同时它也是 IP“影视化”开发的技术保障。平台

化运营所建立的平台矩阵包括影视播映平台、动

漫互动平台、游戏运营平台、演艺平台以及衍生

品销售平台等。中影、上影等“国家队”以及一

些有实力的影视民企，都热衷于 IP“影视化”开

发过程中的平台化运营。

（三）IP“影视化”开发的“五权流转” 
从版权经济学的角度看，IP“影视化”开发也

是一种知识产权的开发，其全产业链开发的过程

也是版权价值延伸的过程。其中，其版权价值的

延伸显现了“五权流转”，即作品的改编权、摄

制权（翻拍权）、翻译权、广播权（发行权）和

收益权之间的权属流转。IP“影视化”开发的过程

就是这五权轮番登场的过程，也是这五权流转的

操作化和具体化，其 IP 及其延伸开发的不同作品

形态以五权权属转让的方式多次在不同的权利主

体之间流转，从中实现收益和报酬的转移。

“五权流转”实施的核心是 IP 版权运营和交

易。从目前业界的实践来看，IP 版权运营和交易

有两种类型：（1）全版权运营和交易。全版权运

营主要包括：上游的内容资源库建设，中游的分

发渠道平台构建和下游的版权延伸多元化营销；

全版权交易主要包括：电子版权分销、纸质书出版、

影视改编、游戏改编、动漫改编、周边衍生产品

开发、影视基地和文旅园区开发以及其他衍生产

品开发。（2）部分版权运营和交易。它只是在上

述全版权运营和交易中就某一部分版权进行运营

和交易，是全版权价值链中的一环。

（四） IP“影视化”开发的运营生产

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运营和生产有区别，

前者侧重于商业性经营，后者侧重于产业性运作。

有效的运营生产模式是 IP“影视化”开发成功的

保证。

1. IP“影视化”开发的运营模式

从对国内外经典影视 IP 开发的分析来看，超

级影视 IP 的成功打造与其说是设计而成的，毋宁

说是运营而成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优质影视 IP 是

靠长期持续的运营打造而成的。IP“影视化”开发

的运营模式可以概括提炼为这样几种：（1）多元

变现与整合营销模式；（2）模块相融与互生互逆

模式；（3）多屏联动与平台互动模式。每一类模

式都有其理论视域中的具体操作流程。

2. IP“影视化”开发的生产模式  
与运营模式相比，IP“影视化”开发的生产模

式更多地在全产业链层面上运行，且各价值链板

块的盈利路径也更为明晰。IP“影视化”开发的生

产模式可以概括提炼为这样几种：（1）“动画 /
电影 + 全产业链延伸融合”模式；（2）“小说出

版 + 电影版权 + 发展衍生品融合”模式；（3）“网

络文学 + 影视授权融合”模式；（4）“全媒体

出版融合”模式；（5）“影游 IP联动融合”模式；（6）
“动漫电商融合”模式；（7）“网红直播融合”

模式；（8）“IP+ 短视频生产融合”模式；（9）“影

视 IP+ 文旅目的地融合”模式；（10）“综艺 IP+
衍生融合”模式等。每一类模式也都有其理论视

域中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新技术环境下，IP 介入影视产业开发是大

势所趋，其起到了推动影视产业发展的良好作用。

影视产业与 IP“联姻”已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优

质的影视 IP 储备是影视产品创作生产的“标配”，

其已成为影视产品创作生产的“兵家必争之地”。

运用 IP 开发影视产业也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的新常

态，现在的关键是要扬长避短，消除其负面因素，

将其正面效益发挥到最大。这就要求社会各界、

行业相关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对此加以关注，推

动其健康发展。

三、新技术环境下 IP“影视化”开发的

助推对策     

面对 IP”影视化“开发存在的问题和产业生

态乱象，要使其获得健康发展，达成其产业模式

的新范式所预期的全产业链开发，就必须优化其

运营规制，为其发展保驾护航。

（一）完善优质影视 IP 的培育、遴选与版权

保护机制

优质影视 IP 是影视产品创作生产的源头，要

提升优质影视 IP 对影视产品创作生产的影响力和

保障度，改变目前一些 IP 影视产品质量低下、题

材雷同的弊病，就要从源头上强化和完善对优质

影视 IP 的培育和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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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变“唯 IP 是举”“IP 崇拜”观念，培育

和遴选优质 IP
对影视创作生产而言，IP 并不是万能的。要

改变目前影视创作生产“唯 IP 是举”“IP 崇拜”

的状况，就要正确认识 IP 的性质、定义以及它在

影视创作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其首要和基础的

环节就是培育和遴选优质 IP，因为优质 IP 经历了

较长时间的粉丝积累和知名度、美誉度的积淀，

具有强大的注意力经济效应。它也更容易将原生

IP 中的话题元素进行迁移并制造新话题热点，使

其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成为大众媒体“议程设置”

的重点，并由此达到注意力经济、粉丝经济开发

的目的。

优质影视 IP的培育和遴选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关方必须摒弃急功近利、急

于变现的资本投机欲望。培育和遴选优质影视 IP
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1）提升 IP 讲故事的能力；

（2）提升创作生产者运用 IP 讲故事的能力。

2. 拓展并开发独立有特色的影视 IP，强化“在

线 IP”的建设    
影视 IP 是新技术环境的产物，带有互联网特

有的交互性，承载着粉丝的选择。因此，我们既

要重视影视 IP 天然带有的“粉丝量”，也要认知

其中可能存在的低俗、雷同、山寨等不足，对其

加以提纯和改造。影视产品的创作生产者需要对

IP 的特点、影视产品的规律、目标用户等有透彻

的理解，才能拓展开发出有特色的影视 IP。要做

到这一点，就要充分发挥新技术环境下互联网的

优势，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强化“在线 IP”建设，

加强优质影视 IP 的前期培育，如在线开设剧本交

流平台，招募剧本工厂员工，鼓励在线写作和发表，

对优质 IP 明码标价并奖励收购，等等。

3. 建立优质影视 IP 的准入制度，设立影视 IP
内容价值评估指标体系

鉴于影视 IP 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属性，政

府有关部门和行业有关组织有必要建立优质影视

IP 的准入制和公示制，设立 IP“影视化”开发的

题材报批制度，或在影视企业内部实施此类制度

以强化自律，并以此避免目前事实上存在着的对

影视 IP 随意选择、一哄而起、囤积居奇、坐地起价、

天价交易、同质重复的“野蛮”选择行为。

为使优质影视 IP 的培育和遴选收到实效，应

设立影视 IP 内容价值评估体系。其核心指标是政

治上无错、内容上无害、思想上无毒，故事上无“扯”

等，如此，有助于影视产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构建与传播。

4. 强化 IP“影视化”开发的版权保护，设立

第三方鉴定评价机构

版权是影视 IP 的存在形式，它构成了影视 IP
的价值，也是 IP“影视化”开发健康有序进行的

保证。我国司法体系初步建立了关于知识产权保

障的法律法规体系 [9]，但在 IP“影视化”开发中

还要对其加以细化。对新技术环境下影视 IP 知识

产权的保障做出相应补充和完善，有助于 IP 版权

交易市场的建立和运行，有助于对日益增多的版

权纠纷、侵权行为进行有力的监督，杜绝此类侵

权案例的频繁出现。

面对 IP“影视化”开发的常态化和随之而来

的日益增多的版权交易纠纷案例，有必要把建立

行业性仲裁机构、设立第三方鉴定评价机构作为

司法审理的另一条途径。由于行业性组织专业性

比较强，又有仲裁协商的优势，其作用与司法审

理可以形成互补。

5. 建立社会化产业中介组织，提供专业的影视

IP 版权代理服务

要避免目前事实上存在的影视 IP 版权交易中

那些因不规范、不守法行为引发的纠纷，有必要

建立专事代理 IP 及影视 IP 版权交易的社会化产业

中介组织，提供影视版权代理服务。分析很多网

络小说开发为“现象级”网剧、手游后出现版权

纠纷的原因，其中除了恶意侵权外，其他多是由

于版权交易不规范所致。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提供

专业影视 IP 版权代理服务的重要性。

（二）优化、拓展以 IP 为核心的资本运作与

产业价值链

1. 建立科学决策机制，优化 IP“影视化”开

发的资本运作 
对 IP“影视化”开发而言，资本具有“双刃

剑”的作用。IP“影视化”开发要获得健康发展，

对资本运作进行科学决策、优化监管是必须的：

（1）建立科学决策机制，规避资本盲目进入。影

视投资机构与影视企业一方面可以在行业内做调

研，听取社会意见；另一方面可以在机构与企业

内部建立科学决策机制，集思广益，避免决策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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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金融风险预防机制，抑制资本投机行为。

IP“影视化”开发所筹集的资本，除了开发企业自

有的以外，很多是同行拆借、项目股份联合投资的，

也有向银行贷款、向社会众筹的。为保证资本安全、

避免投资风险，就要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建立和

完善防控金融风险的预案。

2. 建立行业议价制度，平抑虚高影视 IP 价格

天价 IP 版权转让交易，一方面脱离了市场公

平的轨道，另一方面造成了市场泡沫，其间还存

在洗钱、推高交易价等违法违规的“猫腻”行为。

对此，可以通过建立行业议价制度来解决问题。

行业议价专业客观，洞察力强，可以较好地平抑

虚高影视 IP 价格，降低投资风险。

3. 拓展以 IP 为核心的影视产业价值链衍生

影视 IP 开发，理想的盈利模式当然是泛娱乐

生态下的全产业链价值延伸，但在实践中，还没

有相关企业获得过完全意义上的全产业链价值收

益。国内 IP 开发的全产业链价值拓展只能是有限

产业链闭环。要拓展以 IP 为核心的影视产业价值

链，就要基于全产业链生态，构建几个既相对独

立又相互融合的全产业链板块，实现全产业链的

闭环开发。

在这一方面，主要要做好这样几件事：（1）
构建全新的“泛娱乐”产业生态，实现跨产业合作，

使 IP 在“头部”获利外还可有“长尾”收入。（2）
转变传统影视产品的营销方式，建立统（独家版权）

分（销）结合的营销平台，在 IP 开发拥有独家版

权的基础上，统一其运营。（3）体现差异化，提

升 IP“影视化”开发中各个板块对盈利的竞争度

与贡献度，紧紧扭住主要的盈利板块与环节。（4）
借助品牌效应，强化 IP“内容”的优质化和精致化，

拓展平台的盈利渠道。

（三）以新技术提升 IP“影视化”开发的集

成度

新技术环境的生成是 IP“影视化”开发的基础，

在影视制作、市场运营及团队管理中，新技术的

加持，使得影视 IP 开发的各个强关联元素都集成

为一体，这已成为 IP“影视化”开发提升其核心

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1. 加强用户与影视 IP 的互动性，强化影视 IP
的生活化

大数据技术的采用，拉近了影视 IP 与用户的

关系，使 IP“影视化”开发从创作生产者的闭门

造车行为演变成用户可感、可见、可控、可参与

的双向交互活动，由此增加了 IP“影视化”开发

的受众黏性，这对于 IP“影视化”开发企业而言

具有重大意义。

2. 完善 IP“影视化”营销交易闭环，打通在

线搜索、选座和支付服务

目前运用互联网移动技术打通电影搜索、在

线选座和团购支付等垂直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已成

为了现实，售票系统和取票终端市场也日渐完善，

由此，影视传播和消费的整个交易闭环的建构也

将完成。

3. 建构 IP“影视化”开发的新平台，为影视

IP 用户带来沉浸式体验

VR/AR 是 IP 变现的新管道和新领地，带来沉

浸式娱乐体验的 VR/AR 将是 IP 运营的一个新平

台。IP 影视不只是线上的体验，也是如 VR 技术

所支持的虚拟线下的体验，以及其他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活动。尤其是元宇宙技术的普及、完善，

使得许多文旅企业能够使用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符

号元素，以科艺结合的方式，将近年来众多小说、

电影、游戏经典、科幻等 IP 内容融入文旅场景的

打造之中。

（四）以各项政策“利好”优化 IP“影视化”

开发的产业发展环境

影视 IP 的原生来源之一的“网络文艺”，其

价值得到了《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艺的意见》的肯定，文件指出，网络文学、网络

动漫、微电影、网剧、脱口秀、段子等，都在社

会主义文艺之列 [10]。由此可见，IP 概念已成为社

会共识，成为党和政府推动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

内容。影视 IP 开发作为影视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关注的重要

对象。可以预期，IP“影视化”开发的大环境将获

得优化，各项“利好”政策将逐一落地。

1. 推出 IP“影视化”开发的产业促进机制，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鉴于 IP“影视化”开发在影视产业发展中的

重要地位，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并将进一步大力实

施围绕 IP 核心延伸全产业链的发展战略，推出

IP“影视化”开发的产业促进机制，完善相关政

策法规：（1）硬性约束，即完善法律法规，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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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制。政府有关部门在 IP 版权交易、产业延

伸开发、商业经营模式等 IP“影视化”开发的主

要节点将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健全监管机制，

规范市场秩序。（2）软性推动，即实施专项产业

方面的政策扶持。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制定 IP“影

视化”开发扶持发展政策，如设立专项发展计划、

设立专项扶持基金等，以更好地促进 IP“影视化”

开发的均衡发展。

2. 建立和完善 IP“影视化”开发公共平台建设，

提升各类基地产业园区的服务质量

为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实现 IP“影视化”开

发产业集群发展和产业规模效应的充分释放，可

以充分利用国内各地都建有的文创产业园区良好

的产业和文化生态环境，专业打造 IP“影视化”

开发的产业集聚园区。在园区内打造包括技术、

招商、财税等在内的服务平台，构建研发、投资、

交易、孵化、生产、培训等功能完整的产业服务

体系，为入驻企业物色风险资金，进行项目策划、

人才培训等。设立各种优惠政策，促进园区内企

业完善产业链建设，提高产业关联度，协调园区

内企业加强合作，形成和扩大规模效应。

3. 重视人才培养，建立优秀的 IP“影视化”

开发产业运营员工团队

IP“影视化”开发的关键在人才，要围绕其产

业的振兴发展，引导和支持高等院校与企业加强

沟通和交流，充分利用教学资源，采用多种模式

培养、培训一大批 IP“影视化”开发相关的专业

人才，打造策划者、制作者和经营者优秀团队。

4. 注重影视 IP 的融合度建设，变影视 IP“引

进来”为“走出去”

全产业链环境中，影视 IP 与其他板块 IP 的跨

界融合是种类繁多的，随着影视 IP 融合度建设的

推进，还要创造其他类型的融合，以拉长产业链

闭环。

变影视 IP“引进来”为“走出去”可以有两

种选择：（1）将其他业态引入 IP“影视化”开发。

（2）让国产 IP“走出去”，针对海外用户的“口味”，

运用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内容 IP 开发成影视产品

及衍生产品，以此增加进入海外市场的机会。

种种现象表明，IP“影视化”开发经历了从“狂

热期”到“冷静期”的转变，现在进入了瓶颈期

的调整阶段，深化、升级和创新成为其发展的关

键词。新技术环境的产生将会为其发展带来新的

活力。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规范，

在各项“利好”政策的扶持下，IP“影视化”开发

的前景会越来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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