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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衍生品收入TOP10电影
几乎被迪士尼和几乎被迪士尼和好莱坞包揽好莱坞包揽

我国电影衍生品市场
目前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处于起步阶段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A股市场1月30
日迎来节后首个交易日，如何把握新一
年的投资机会成为许多投资者关注的话
题。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春晚上，各
类白酒企业可谓刷足了存在感，不少市
场人士表示，白酒板块或存在着阶段性
机会。

美股等连续多日上涨

春节假期，全球大类资产表现颇为
亮眼，主要股指多数上涨。其中，中国港
股市场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1月
27 日，中国港股截至收盘，恒生指数涨
0.54%，报 22688.9 点，恒生科技指数涨
1.04%，报 4813.23 点，国企指数涨0.87%，
报7773.61点。

盘面上，板块走势分化，受商汤大涨
约20%影响，软件开发板块领涨；食品板
块涨幅紧随其后，卫龙上涨15%；影视娱
乐、建材水泥、零售、博彩板块涨幅居前，
华润水泥涨 5%。科技股多数上涨，京
东、理想汽车、腾讯涨超 2%，百度、美团
涨超1%；中创新航涨16.8%。

此外，1月27日，美股道琼斯指数连
续5个交易日上涨。

白酒成春晚“主角”之一

作为一年一度春节期间的“流量聚
集地”，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各类商
家刷存在感的必争之地。在兔年春晚
中，各类白酒企业可谓是“怒刷存在感”，
贵州茅台、五粮液、舍得酒业、山西汾酒、
古井贡酒等多家白酒企业以各种各样的
形式“亮相”，看得观众目不暇接。

对此，有网友认为，白酒企业努力在
春晚吸引观众注意力，是为了抢占春节
市场。也有人表示，可能是在过去一年
白酒企业获得了较为不错的业绩，才会
如此大手笔投入“上春晚”。

事实上，自今年 1 月 3 日首个交易
日 以 来 ，白 酒 股 的 走 势 一 直 不 错 。
Wind 白酒指数从 1 月 3 日的 92223 点，
上涨至 1 月 16 日的 104349 点，此后仍
在高位徘徊。从资金流向层面来看，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主力资金活跃加
仓白酒股，五粮液、贵州茅台、泸州老
窖、山西汾酒、舍得酒业获加仓额度居
前，其中五粮液获加仓居于两市首位。

据东财 Choice 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四季度，共有 139 家基金公司的超
1800只产品持仓贵州茅台。不仅如此，
近期食品饮料行业部分公司还获得基金
加仓。光大证券研报显示，2022年12月
主动偏股基金仓位小幅提升，较11月上
升 1.71%，其中食品饮料行业获资金增
配。

多数券商策略分析师认为，展望后
市，春季行情有望逐渐展开。中金公司
指出，消费场景将持续恢复，白酒需求恢
复或将是大方向。从复苏路径上看或将

“欲扬先抑”，白酒基本面在春节触底后，
将呈环比改善趋势；考虑到婚喜宴回补，
2023年双节白酒动销或优于2019年。

后市展望
A股有望走出向好趋势

对于即将迎来兔年首个交易日的A
股市场，兴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王德伦
表示，2023 年 A 股有望走出向好趋势，
整体格局可能是“蓝筹搭台，成长唱
戏”，即以大消费、大金融、地产链等为
代表的内需板块随经济政策落地、数据
改善先行上涨，之后伴随海外加息周期
结束，全球流动性逐步好转，科技创新
为代表的成长板块有望接棒表现。

广发基金基金经理吴远怡表示，
站在当前时点来看，微观基本面的趋
势力量有望重新成为资产定价的核心
要素。从比价效应来看，消费和港股
科技经过去年末以来的反弹，整体估
值处于历史中枢位置，整体估值已较
为合理；而龙头成长股的估值处于历
史底部，站在中长期来看，目前阶段机
会远大于挑战。具体到行业层面，重
点关注光伏、储能与电网和汽车三个
方向。

本报综合消息

作为泛娱乐（影视/动漫/
游戏等）产业链的下游，衍生
品行业无疑是 IP 变现的重要
途径之一。

不过，与美国、日本相比，
国内的电影衍生品产业链条
仍有待完善。电影衍生品市
场在美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发
展，已经形成非常完整的产业
链条。数据显示，全球衍生品
收入TOP10电影几乎被迪士
尼和好莱坞包揽。

该市场的巨大潜力在国
外 也 不 乏 案 例 ：迪 士 尼 靠

《冰雪奇缘》“艾莎裙”一项
就 获 得 了 约 4.5 亿 美 元 收
入；美国漫威每年来自其授
权衍生品的收入可以达到
10 亿美元；而在周边市场最
为发达的日本，周边商品的
销量甚至超过了电影和动
漫行业本身的收入。数据
显示，日本动漫产品播出环
节与衍生品开发环节的利
润比为 3∶7~1∶9。与国外相
比，中国电影衍生市场还是
一片不折不扣的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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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A股今开市 如何把握机会
电影“周边经济”是一门好生意吗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春节档收官，兔年电影市场迎来“开门红”。
有意思的是，随着春节档电影《流浪地球2》口碑、票房的双增长，其电影周边产品也大卖。截

至记者发稿，其相关周边产品众筹总额已突破4646万元，这一数字是10万元预期目标的464倍。
2021年，我国电影总票房达472.58亿元，全年总票房全球第一。面对如此庞大的电影市场，卖

电影周边产品是一门好生意吗？

随着《流浪地球 2》票房一路飘红，其衍生品销售也格外红
火。该片上映伊始，电影合作方赛凡科幻空间就推出了相关周边
产品，随着影片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其周边产品的销量也在不断
激增。

记者在网店看到，电影《流浪地球2》的周边产品包括“笨笨”
和“MOSS”拼装积木、数字生命卡U盘等。

在《流浪地球2》中，机械狗笨笨虽然出场次数不多，但给不少
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该电影的周边产品中，销量最高的是“笨
笨”拼装款，目前已有超5万人付款。截至记者发稿，在项目众筹
页面可以看到，相关周边产品众筹总额已突破4646万元，这一数
字是10万元预期目标的464倍。目前，距离众筹结束还有25天，
众筹金额将继续提升。

对于众筹金额的不断上涨，有机构近日发文，呼吁大家理
性消费，建议大家在观看完电影后冷静几天再购买。此外，该
机构还特别提醒大家，众筹与普通的商品预售不同，存在一定
风险。

电影《流浪地球2》周边产品的火爆并不是个例。之前的《流
浪地球》第一部就曾创下国产电影衍生品众筹最高纪录，其预售
总额达到1452万元。此外，电影《白蛇2：青蛇劫起》正版授权周边
衍生品众筹活动用时15天，众筹达成率9042.71%；电影《西游记之
大圣归来》推出衍生品首日，销售收入就突破1180万元；电影《哪
吒之魔童降世》的官方授权手办众筹项目，仅3个小时销售额就突
破百万元。

其中，2015年上映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创造了国内影视衍
生品日销售额新纪录，因此这一年也被看成中国影视衍生品产业
化的元年。

那么，电影衍生品的市场
潜力究竟有多大？

事实上在国外，电影衍生
品已是一个很成熟的行业，更
是一座巨大的“富矿”。以产
业链更加成熟的美国为例，相
关数据显示，票房收入只占电
影总收入的30%左右，其余则
来自电影衍生品授权和主题
公园等版权运营。反观国内，
电影收入的 90%都来自票房
和植入式广告，衍生品收入只
占10%左右。

就庞大的电影市场而言，
毫无疑问，中国的电影衍生品
市场潜力巨大。但与国外成
熟的发展模式相比，中国仍处

于起步阶段。有关数据显
示，近年来，国内电影衍生品
开发及授权产业的市场规模
呈逐年增长态势。2021 年，
中国年度授权商品零售额和
年 度 授 权 金 额 同 比 增 长
24.2%和 28.2%。当前，国产
影视衍生品往往以玩具、手
办、饰品等产品形式出现，产
品形态较为表面化，实用性、
生活化不足。

“中国电影衍生产业市
场空间巨大，未来或将催生
千亿级市场。”天使投资人、
知名互联网专家郭涛说，不
过，当前国产电影衍生品市
场仍存在消费习惯有待养
成、衍生品产业链不成熟、产
业研发和推广专业人才匮乏
等诸多问题。

“从经济逻辑上来看，电
影衍生品属于‘粉丝经济’，
周边产品大卖也是一种长尾
效应。”北京社科院研究员王
鹏说，电影衍生品确实是一门
好生意，比如迪士尼、环球影
城、奥特曼等，都是非常成功
的案例。但这门生意要做好
并不简单，首先IP本身要常做
常新，不能老化；其次，电影IP
的质量一定要过关；最后是要
走出差异化，去适应市场和消
费者的需求。

青年剧作家、导演向凯的
观点和王鹏一致，他认为，“周
边经济”肯定是一门好生意，
但这背后需要好的IP、好的电
影支撑，“还是要看IP的经典
程度、流量多少以及受众人群
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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