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佬再下场，车圈“杀疯了”。
造车这个风口俨然成了火热的灶

口，前赴后继者众。前有百度牵手吉利，
后有华为小心涉足、 小米高调官宣。最
近，360也忍不住了， 周鸿祎借哪吒曲线
入局。这还不够，隐而不宣的榜单里似
乎还有很多熟悉的巨头，比如申请了专
利的OPPO、成立了团队的滴滴。

扎堆而上的一幕似曾相识。 几年
前，PPT造车遍地开花，烧钱的泡沫之说
不绝于耳。后来果真如此，浪潮退去，裸
泳者被拍死在沙滩上。

过去一年， 如果科技圈有热搜，造
车一定是当之无愧的顶流。特斯拉将丰
田从全球市值第一车企的宝座拉下马，
但又被趋向理性的消费者拉下神坛；国
产新势力们凭本事翻身，蔚来真正走向
未来，小鹏长成了“大鹏”。

在经历了第一轮大浪淘沙后，幸存
者不再是两年前的咸鱼人设，而是在攀
升的交付量中有了底气， 赢得了市场。
如今，看起来造车也并非全都是泡沫。

鲶鱼效应加速兑现， 形势大好。各
国零排放的目标早就板上钉钉， 只有提
前，无可能延后。趋势已经明确，不可逆
转，这会是一场押注未来的盛宴。而在经
历了新势力们的试探之后，风险和收益也
逐渐清晰，造车不再是盲人摸象游戏。至
少，该烧多少钱，彼此心里有了底。

相较之下，手机市场的瓶颈期显而
易见，发力方向不是高端，就是出海，产
品更迭更是日复一日缺乏看点，似乎除
了摄像头就找不到可发挥的余地了。互
联网也不例外，从社交到共享，从短视
频到直播，每到一个风口，总能看到蜂

拥而上的身影。 缺乏创新和吸引力，之
于科技和互联网是致命的，窝在舒适圈
的下场是被淘汰。

造芯、造车，都不在话下。总之，似乎
不造点啥， 都不配在互联网上混了。但
醉翁之意不完全在酒，前者是掌握生产
线主动权的必须，后者则是延伸产品生
态的新赛点。比起几千上万的手机和家
电，动辄几十万元的汽车似乎更能成为
家庭物联网的那把钥匙。

造车不是什么一上手就赚钱的好
生意，至少初期绝对不是。要吃上这块
蛋糕，手里没点资本玩不转。烧钱是必
经之路，但大佬们不差钱。雷军放话，“不
差钱、亏得起”，小米的账上躺着1080亿
元现金。这一点，被奉为钢铁侠的马斯
克比谁都清楚， 毕竟在特斯拉的财报
里，白纸黑字挑明了，造车的收益还不
如多买几个比特币。

比搞钱更难的是搞技术。作为集现
代制造业大成的领域， 造车的门槛降
了，特斯拉的光没了，不代表人人造车，
人人有戏。造车出圈，不是互联网的长
项，也并非手机制造所能匹敌。在被特
斯拉夺走桂冠之前，丰田用了70年，才做
到了全球销量和市值第一。即便是已经
祛魅的特斯拉，仍在旋涡中挣扎。

林子再大， 也经不起众多饿虎的扑
食。科技互联网大佬之外，还有如恒大一
样家大业大的跨界者。而传统车企的手笔
也越来越大，BBA的野心摆上了台面，表
明了来自汽车制造巅峰的无所畏惧。

“压上所有的荣誉”，雷军所言不虚，
隔行如隔山。“中年”创业有风险，造车造
神需谨慎。

20%
家庭厨余垃圾分出率从

《条例》 实施前的1.41%提高并
稳定在20%左右， 生活垃圾回
收利用率则达到37.5%。

“X分钟看电影”的剪辑生意要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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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年答卷：北京厨余垃圾分出量增超10倍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4月28
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组织召开《北京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

施一周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目前全市垃圾

分类已实现阶段性目标。符合北京实际、适应

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体系基

本建立，市民分类意识普遍增强，分类习惯

初步形成。

“目前，全市垃圾分类行动效果超出预

期。”市城市管理委副主任张岩表示。据了解，

这场垃圾分类行动共覆盖了全市1.3万余个

小区、3000余个村和11.7万个垃圾分类管理

责任人。相较去年同期，垃圾分类参与率达九

成，厨余垃圾分出量增长过10倍，生活垃圾

回收利用率超三成，全市垃圾处理能力也实

现了整体平衡。

居民垃圾分类意识的提升，直接关系行

动的最终成果。从当前动员效果来看，居民

“三率”大幅提升。根据抽样调查和现场检查

结果，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参与率和准确投放

率分别约达到98%、90%和85%。全市已创建

形成了835个示范小区、村，约占小区、村总

数的5%。

从具体分出效果来看，4月，家庭厨余垃

圾分出量3878吨/日，比《条例》实施前增长了

11.6倍。餐饮单位厨余垃圾分出量1795吨/日，

厨余垃圾总量达到5673吨/日。可回收物分

出量4382吨/日，比《条例》实施前增长了

46.1%。家庭厨余垃圾分出率从《条例》实施

前的1.41%提高并稳定在20%左右，生活垃

圾回收利用率则达到37.5%。

伴随垃圾分类意识的提高，垃圾减量的

效果也逐日凸显。从统计数据来看，2020年

全市生活垃圾日均清运量2.2万吨，较2019年

的2.77万吨下降20.42%。今年前4个月日均

清运量2.06万吨，较2020年进一步下降

6.36%，比2019年下降25.6%，日减量7100余

吨。张岩指出，“减量效果相当于少建了两座

日处理3000吨量级的阿苏卫焚烧厂，仅拆

迁、土建等一次性投资就节省200多亿元，既

节约了土地资源，也从源头上减少了环境污

染和碳排放”。

由于垃圾源头减量成效显著叠加处理设

施日趋完善，全市垃圾处理能力也实现整体

平衡。“生活垃圾处理能力3.38万吨/日。其中，

焚烧能力1.77万吨/日，生化能力8230吨/日，

基本满足分类处理需求，焚烧厂从连续多年

的超负荷运行向相对从容转变。”张岩介绍。

目前，全市适应分类需求的投放、收集、

运输、处理设施体系已基本建立，初步实现整

体重塑和城乡覆盖。累计建成分类驿站1275

座，达标改造固定桶站6.32万个，涂装垃圾运

输车辆3945辆，改造提升密闭式清洁站805

座。分类设施建设管理达标率由2020年5月

的7%上升至目前的88.8%，投放站点具备脚

踏、拉环等便利性设施的配置率达到

97.15%。

虽然垃圾分类已执行一年，但分类意识

的养成仍需久久为功。张岩指出，“在看到成

绩的同时，还要清醒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和差

距”。例如，居民自主分类习惯尚未完全养成，

区域间、小区间还不平衡，差异比较大，“二次

分拣”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分类设施规范

性还不够，分类驿站、大件垃圾、装修垃圾暂

存点建设和管理水平还需提高；源头减量还

有较大潜力，餐饮服务单位厨余垃圾、外卖餐

盒、商品包装等方面仍需加大减量力度等。

当谈及新一轮全市社区垃圾分类动员规

划，市民政局副局长赵济贵表示，下一步将进

一步开展入户动员、聚焦薄弱环节、进行桶前

职守、坚持奖惩并行、引入社会力量，发挥示

范作用并落实四方责任。

值得关注的是，与以往“广撒网”式动员

不同，下一阶段工作将突出重点人群。具体

而言，改变以往大众化、普遍式的宣传动员

方式，以年轻人、上班族、租户等人群为重

点，由社区党组织统筹力量，采取上门宣传、

微信推送、桶前指导等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

动员发动。

张岩说，未来除继续巩固提升市民家庭

自主分类水平、推进源头减量工作外，将进一

步健全分类设施网络。包括优化各品类垃圾

投放点设置，加强日常维护，确保收集容器无

满冒、无破损、无异味。优先在居民自主分类

好的小区试点推广可降解垃圾袋，通过扩大

试点使用范围，逐步降低购置成本。

同时，将继续加快可回收物体系建设。加

快建设可回收物投放点、中转站、分拣中心建

设，年底前高标准建设600座生活垃圾分类

驿站。规范大件垃圾、装修垃圾收集运输处

理；开展垃圾清运不及时专项治理。做好垃圾

投放点运行管理，减少垃圾满冒堆放现象发

生。清运单位合理规划收运时间和路线，在节

假日、早晚高峰期增加收运频次，规范收集运

输作业，实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对诉求量

排名前20的街道跟踪督办。

点名“X分钟看电影”

继监管表态“加大对短视频领域侵权行

为打击力度”之后，4月28日，国家电影局明确

点名“X分钟看电影”，其中提到，针对当前比

较突出的“X分钟看电影”等短视频侵权盗版

问题，国家电影局将坚决整治短视频平台及

自媒体、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未经授权复制、

剪辑、传播他人电影作品的侵权行为，积极保

护广大电影版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此外，国家电影局倡导各网络平台及自媒

体、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积极履行版权保护法

律义务，合法使用电影版权，未经授权不得复

制、剪辑、传播他人电影作品，加强自查和清理，

提升电影版权投诉处理实效，更好地发挥短视

频在电影宣传、评论、研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事实上，整个4月都堪称是影视剪辑圈里

的一场地震。从国家电影局到影视剧公司、视

频网站、协会，及艺人、影视公司等接连发声，

抵制网络短视频侵权现象。

“影视剪辑是成本最低、起效最快、变现

能力比较强的领域。”仔仔在某短视频平台上

运营着一个专门进行影视作品二次剪辑的账

号，该账号目前关注者已超过16万。在账号简

介里，标注着“一部手机带你玩转影视剪辑”，

当北京商报记者以交流学习的身份咨询影视

剪辑的相关情况时，仔仔如此说道。

按照仔仔的说法，做这行首先要做的就

是“养号”，发一些精彩的影视剪辑片段，快速

积累关注度和浏览量。等到一定程度了，就可

以开始变现了。但在影视剪辑走至风口浪尖

的当下，这种变现还能否顺利已经很难说了。

据了解，二剪即下载后对原影视作品进行

再次剪辑。北京商报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中搜

索“电影”二字，出现的大多也是以二剪为主的影

视自媒体，其中千万粉丝级别的账号不在少数。

手把手传授与看悟性

开通账号，两个月赚了3万元、搬运热门

影视剧视频，月赚10万+、短视频成新赛道，大

家处于同一起跑线，更适合普通人入局分蛋

糕……网络上随手一搜，不难发现，关于短视

频影视剧的搬运生意，类似的话术充满了诱

惑。而这也道出了短视频影视剪辑的核心指

向———变现。

“短视频追剧”盛行的背后，是视频剪辑

的产业链化。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在影视剧

视频素材来源方面，已有专门的网站，此外，

还有一些类似于视频助手的软件，输入链接，

就能下载链接对应的视频内容。再有就是录

屏模式，获取资源。而当记者问及如何获得视

频资源时，仔仔只透露称，有专门的方法，可

以用手机软件去下载视频资源。

素材有了，剩下的内容就是剪辑、拼接、

搬运了。删减下剧情，配上解说，短短几分钟

追一集剧，对时间已经越发碎片化的人们来

说，十分受用。在平台的算法加持下，不少人

只要点了“喜欢”，就会接收到大量的同类推

送。流量，贯穿始终。

当粉丝开始积累，下一步就是“收割”的

时候。同仔仔一样，洋洋也运营着类似的账

号，简介下同样写着“一部手机就可以”学习

影视剪辑的内容，该账号的粉丝数已经将近

40万。不同的是，该账号的简介下还写着“原

创剪辑、感谢官方”之类的表述，更重要的是，

该账号ID后还缀着“收徒”二字。

“最大头的是做任务。一些电视剧和电影

刚上线，就会发布任务让我去做剪辑，帮他们

进行推广，如果达到了某个点赞量或者播放

量，我们就可以拿到一定的佣金。”这样的推

广不仅局限在影视内容，需要宣传的音乐作

品或游戏也会配合视频被使用，在达到一定

数据后，同样给予佣金。

另外，据洋洋介绍，二剪号也可以带货，

只是不用开直播，把商品链接挂在视频内容中

就可以。对于收入的问题，洋洋透露：“有的人一

个月500元，有的人一个月5万元，关键看账号

的流量情况。有的人悟性快，一个月就能把号做

起来；有的人跟不上，两三个月也不行。”

至于“收徒”，约等于卖课。有博主表示，跟

自己学习影视剪辑的费用是599元，其中包括

手把手教授影视剪辑、账号培养等内容，只需要

用手机操作即可。期间该博主还给北京商报记

者展示了他的后台界面，显示前一天新增收益

有1000多元。

争议“剪辑手”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X分钟看电影”、短

视频追剧的背后，无一不指向流量与变现。更

重要的是，短视频侵权，也不只有自媒体人的

“锅”。一些平台往往也会出于流量与变现的

考量，从而对平台上的侵权者默许。

但短视频行业终归要从野蛮生长回归到

理性。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局长于慈珂就曾提

出，推动短视频平台以及自媒体、公众账号运

营企业全面履行主体责任，切实加强版权制

度建设，完善版权投诉处理机制，有效履行违

法犯罪线索报告和配合调查义务。

不过剪辑圈里的这场地震也引发了不少

并不出于个人利益的“剪辑手”们的议论。欣

欣热衷于给喜爱的影视作品进行剪辑，在她

看来，二剪是出于喜爱和尊重，而剪辑之外更

多的是润色和再创造。通过添加其他的内容

和素材，欣欣认为自己是在原有故事的基础

上创造新的故事。

她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我支持对知识

文化产权的保护，但我也希望有自由创作的

空间。希望之后版权方能明确，究竟什么可以

剪辑，可以剪辑多少时长，而不是‘一刀切’或

者全部交给视频平台决定。”

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志峰对北

京商报记者分析称：“短视频应该体现制作者

的个性特色，有个人的独到见解和评论，引用

方式应是‘转换性使用’。为介绍、评论作品或

说明问题而使用他人作品的部分不能成为剪

辑视频的主要部分，也不能影响原作品的正

常使用。否则该使用就成为了原作品的直接

展现，丧失‘介绍、评论或者说明’的目的，超

出合理范围，难以构成合理引用。”

孙志峰补充称：“著作权法平衡原作品与

再创作作品之间的关键就是合理使用制度。一

般要考虑引用的量及比重、引用方式、使用他人

作品的目的、使用他人作品结果是否影响原作品

的正常使用或侵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如果主

要内容体现了创作者的创作思想和独创性表

达，使用的方式和结果不会对原作品正常途径获

取利益构成影响，也并没有对原作品进行歪曲和丑

化，在引用中明确注明作品来源及权利人名称，

那么是有可能会被认定构成合理使用。”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阮航达

短视频影视剧剪辑变现途径

整体情况

做任务

刚上线的电视剧
和电影发布任务，
剪辑者进行推广

达到某个点赞量
或者播放量，就
可拿到一定佣金

发精彩影视剪辑片段，快
速积累关注度和浏览量

商品链接挂在
视频内容中

手把手教授影视剪辑、
账号培养等内容， 费用
通常几百元

养号

带货

卖课

眼见他起高楼，又要眼见楼塌了。过去几年，短视频的兴起也催生了剪辑类自媒体的发展，一时间，以“X分

钟看电影”为代表的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短视频的影视剪辑已经形成了一

条成熟的产业链，沿着剪辑、养号、变现甚至“收徒”的路子，一路狂奔。随着4月影视剪辑圈的一场地震，从国家

监管层面到行业头部平台乃至圈内知名艺人接连发声，这场剪辑生意可能也要到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