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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心大剧院》巩俐都带不动

海昌海洋公园卖项目融资

继宣布东方海洋项目启动后，海昌海洋公园又有新的动作。10月18

日，北京商报记者从海昌海洋公园了解到，海昌海洋公园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昌”）向亚洲领先私募股权基金MBKPartners转让其武汉、

成都、天津、青岛项目100%股权和在建郑州项目66%股权，作价65.3亿

元。对于此次转让股权，海昌方面表示是在向轻资产战略进发。不过，在业

内人士看来，近年来，海昌不乏出现资金链紧张的情况，海昌卖掉的项目

中有很大部分资金将用于运营和扩建，可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融资，从而

维持自身的发展。

多家企业蹭冬奥热度被罚

北京商报2021.10.19

上映4天票房1500万

自两年前定档却又临时撤档后，《兰心大

剧院》何时才登大银幕便不时引发外界的讨

论。终于在2021年10月，这部“迟到”了两年的

电影正式在全国上映。

在上映前夕，《兰心大剧院》的主创团队

也做了一系列宣传营销，不仅释出多版本预

告，还在上海举办首映礼，吸引各方的关注。

与此同时，该片主演包括巩俐、赵又廷、小田

切让在内的多位强卡司的背景，也成为一大

吸睛之点，不少观众纷纷好奇这些演员的搭

配究竟能产生何种表演效果。

然而，这却未能让《兰心大剧院》获得如

主创阵容般璀璨的票房数字。据灯塔专业版

显示，截至10月18日17时30分，该片累计票房

刚迈过1500万元的门槛，达到1553.8万元，而

上映4天以来，每日的单日票房均在百万元规

模，最高为633.99万元，最低时仅为100余万

元。此外，在观众人次方面，《兰心大剧院》尚

不足50万人。

“从市场客观环境来看，《兰心大剧院》的

上映时间正好是国庆档结束一周后，此时人

们已恢复至工作生活的常态，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观影选择。同时，当下电影《长津湖》

《我和我的父辈》仍是市场中较具号召力的

作品，抢占了不少注意力，因此也对《兰心大

剧院》产生竞争，分流了观众。”影评人刘贺

如是说。

观众接受度不一

尽管《兰心大剧院》的票房表现受到市场

客观环境的影响，但该片本身的内容及创作

方式也成为影响观众选择的因素，并已呈现

出观众接受度高低不一的情况。

据豆瓣电影的数据显示，截至北京商报

记者发稿，《兰心大剧院》的评分为7.4分，近6

万名评价者中，约六成给该片打出四星及以

上的评分，另有超三成评价者的评分为三星，

两星及以下的评价占比仅约为5%。与其他同

日上映的影片相比，《兰心大剧院》的评分牢

牢占据着领先优势。

但从观众的反馈来看，在部分声音对《兰

心大剧院》将商业化与艺术片融合的方式，以

及演员状态、内容剧情表达了认可的同时，另

有一部分声音则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其

中，观众宋女士认为，《兰心大剧院》的剧情展

现欠缺合理性，部分镜头剪辑导致叙事缺失，

影片选择黑白画面的形式也没有太大必要，

从而在观感层面难以接受该片的呈现。

而在当下的微博热搜上，话题“兰心大剧

院符合你的期待吗”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已

观看完影片的网友纷纷在话题下留言，同样

表达了不一样的观感体验。针对现阶段影片

的市场反馈以及观众评价，北京商报记者联

系采访片方，但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应。

风格化影响市场定位

实际上，如果从想看人数上来看，《兰心大

剧院》也有着一定的市场吸引力。据灯塔专业

版显示，截至目前，该片的灯塔想看人数已

累计达到21万人，超过了不少10月定档影片。

其中，想看用户中女性以超过七成的占比远高

于男性用户，在地域分布上，二线城市占比达

到47.4%，居于首位；其次是一线城市，实现

26%的占比；三线和四线城市的占比均在13%

左右。

但现阶段也有多个渠道对《兰心大剧院》

进行了映前票房预测，大多在2800万-3500

万元之间。这与其他部分影片短时间便票房

过亿元相比，确实不是一个产生高期待的数

字。有业内人士表示，《兰心大剧院》的主创团

队有着自己的风格，因此市场定位也有所不

同，不能直接与其他影片进行对比。

“目前电影市场已经越来越多样化，不仅

在内容层面更多形式及题材的作品逐渐现

身，观众在持续观影下也产生了不同的需求

与标准，因此市场也在逐渐细分，想要一部影

片符合所有人的要求是极难实现的。”刘贺认

为，电影是一个内容产业，因此也需要多种尝

试，只有尝试后才能知道实际会产生何种效

果，从而进一步探讨产业的未来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郑蕊

转让4个半项目股权

10月18日，北京商报记者从海昌海洋公园

了解到，海昌宣布与亚洲领先私募股权基金

MBKPartners达成系列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战

略合作协议、股东协议、股权买卖协议、品牌授

权协议、过渡服务协议。

协议规定，海昌旗下位于武汉、成都、天津

和青岛的主题公园项目的100%股权转让给

MBKPartners；海昌与MBKPartners合资运营

郑州在建主题公园项目，MBKPartners持有项

目的66%股权。同时，海昌与MBKPartners签署

品牌授权协议、过渡服务协议，本次合作项目将

继续使用“海昌”品牌，海昌将继续向MBKPart-

ners提供包括营销及品牌推广、动物租赁及保

育支持、郑州公园建设监理、人力资源、物业管

理及财务系统管理等方面的支持。本次合作的

交易对价为人民币65.3亿元，绩效目标奖励金为

最高人民币7亿元。

此外，北京商报记者还了解到，根据协议，

双方合作领域还包括推广“海昌”品牌、知识产

权开发、生物技术、主题公园新建扩容、存量升

级改造以及轻资产业务开展合作。未来双方还

将探索MBKPartners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扩容

发展时参与投资的可能。

实则为了融资

对于一口气卖出4个半项目，海昌方面表

示，是为了推进轻资产化战略。的确，此前，海昌

海洋公园就已经提出其在实施轻资产战略的构

想，而此次的新动作也着实甩掉了部分重资产

“包袱”。然而，在海昌推进轻资产的背后，也面

临着诸多经营压力，而现金流吃紧也是其不得

不面对的。

对于此次为何转让旗下项目股权，有业内

人士分析认为或与海昌海洋公园资金链紧张有

一定关系。根据财报显示，近年来，海昌海洋公

园资产负债率一路攀升，从2016年的54%上升

到今年上半年的82.3%。此外，疫情也对海昌的

经营造成了一定影响。根据2021年半年度报告，

海昌海洋公园实现营业收入13.24亿元，虽然同

比增长306.86%，但净利润亏损2.77亿元，也同

比增长68.36%，可见业绩仍在持续亏损。

同时，对于此次转让资产后的资金所得，海

昌方面还表示，本次合作的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65.3亿元，其中交易完成后，卖方将收到约41.2

亿元现金，待支付相关税费后，余下的40%将

进一步用于偿还4个主题公园的资产抵押及担

保的融资性贷款及补充营运资金，另外约40%

的资金将用于上海、三亚主题公园的升级扩

建，另有约20%的资金将用于轻资产业务的扩

张布局。此外，约5700万元将存入托管账户，作

为扣留可能的赔偿。由此可见，此次一口气卖

出4个半项目，更为主要的目的是海昌用以融

资，从而维持正常运营。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就在上个月，海昌还

宣布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二期项目动工。据悉，东

方海洋项目（暂定名）位于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正

门对面，是上海海昌海洋公园项目二期、三期扩

容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该项目已经实现

轻资产化发展。据了解，此次扩建的上海海昌海

洋公园二期由上海港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主

导、海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投资开发。海

昌海洋公园方面表示，此举有效地降低了项目

的重资产投资融资和负债压力；通过对项目的

统筹运营管理实现收入并表和业务协同，并给

予投资方合理的投资回报。

对于未来发展，海昌方面还表示，未来海昌

将持续改善公司资产结构，整合提升现有产品

核心竞争力、强化重点区域核心项目发展、推进

轻资产业务迈入多层次战略发展期，为中国庞

大的家庭旅游休闲度假市场提供更加丰富和优

质的产品及服务。

仍待扭亏为盈

在疫情变化下转型的海昌，虽然在推进轻

资产化方面有了一定建树，但是能否在未来冲

出业绩的阴霾，迎来更多的项目落地，实现扩

张，这也要看未来其自身的发展。

目前，海昌已经在上海、三亚、大连、青岛、

重庆、天津、成都、武汉、烟台、郑州等城市布

局了11个海洋文化主题文旅项目，每年游客

接待量超2000万人次，累计游客接待量超1.4

亿人次。

与此同时，北京商报记者还了解到，海昌新

建的东方海洋项目将使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的直

接旅游接待量从当前规划的500多万人次提升

至700万-800万人次，总体住宿接待能力也将

从当前的300多间提升到1000余间客房。虽然

未来可期，不过这一切还都有个因素影响———

疫情。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

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认为，受疫情的影响，海昌

的业绩也在持续亏损，对海昌来说，可能在其可

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着资金周转的问题，海昌推

进轻资产化，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保证其他项

目的可持续发展和运营，保证资金链条。另一方

面，海昌不仅有主题乐园品牌，在海洋生物的保

育方面也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在市场行情不好

的情况之下，海昌用转让的方式来探索轻资产

发展的模式，这也是企业灵活应对外部环境不

好的情况，去探索可以让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另

外一种方式。

“未来，海昌通过轻资产的方式扩展的速度

可能会更快，从而获取更稳定的收益，此外，海

昌以后还可能会和其他投资机构、企业进行合

作。”吴丽云还谈道。

北京商报记者关子辰吴其芸

由娄烨导演，汇聚了巩俐、赵又廷等一众强卡司的电影《兰心大剧院》于10月15

日登上了全国大银幕。然而，星光熠熠却并未让该片票房获得同样亮眼的数字，据

灯塔专业版显示，截至10月18日17时30分，《兰心大剧院》的累计票房才刚迈过

1500万元的门槛，观影总人次则尚未超过50万人。这一市场反馈也不禁让人们思

考，《兰心大剧院》到底为何“扑街”？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郭秀娟 王晓）

随着冬奥会的临近，相关预热活动逐

步推进，但也有部分企业违规搭乘冬

奥会快车，“惨吃”巨额罚款。10月18

日，天眼查App显示，卡路里体育因

违反《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相关

规定被罚款5万元，处罚单位为北京

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查，卡路里体育主要违法事实

为，2021年7月2日，在其运营的微信

公众号上发布了《最强燃脂季，北京

CBD户外百人热汗趴/ 卡路里运动

季》的宣传文章，宣传内容包括“燃动

夏季 助力冬奥”等内容。上述文章是

当事人为了线下活动有效开展而进

行的宣传，活动由其分公司“兆丰街

店”负责开展，为付费活动，总收入为

8188元。而上述行为未得到北京冬奥

组委以及国际奥委会的许可。

针对卡路里体育被处罚的具体原

因以及整改措施，北京商报记者采访

卡路里体育相关负责人，但截至发稿

未收到回复。

无独有偶，双奥冰雪也曾因蹭冬

奥会热点而被罚。今年4月21日，北京

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了2020年

度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知识产权领

域执法十大典型案例显示，2019年

7-12月，双奥冰雪未经许可在其网站

上发布含有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

图形标识的商业宣传视频等内容，侵

犯了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对

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所享有的专

有权。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责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停止发布

违法内容，并作出罚款30万元的行政

处罚。

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

阳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借冬奥会

内容宣传被罚的情况，主要原因有两

方面。其一，即将到来的冬奥会是一

场全球瞩目的盛会，自带热度和流

量，企业，尤其是与运动相关的企业

都希望借此蹭一波热度，提升品牌价

值和知名度；其二，在宣传过程中，企

业知识产权意识淡薄，未能在宣传的

同时学习或重视涉及冬奥会知识产

权内容。

事实上，自冬奥会成功申办以来，

为保护涉冬奥会知识产权，我国有关

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推动修订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未经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或国际残奥委

会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为商

业目的使用奥林匹克标志。经许可的

合法使用人，应当严格按照许可范围

规范使用奥林匹克标志。”国家知识

产权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

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

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

方案》中指出。

针对违反《奥林匹克标志保护

条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行

为，我国相关部门将加大打击力度。

具体来看，依法严处未经许可，为商

业目的擅自使用奥林匹克标志，或

使用足以引人误认的近似标志的侵

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行为。从

严处置侵犯奥林匹克标志相关专

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严

厉打击未经权利人许可，利用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有关元素发布广告，足以

引人误认为与权利人之间有赞助或

其他支持关系的、误导消费者的违法

广告。依法严厉打击未经授权将奥运

冠军等较高知名度奥运健儿姓名作

为商标进行恶意抢注进而损害其姓

名权及合法权益的行为以及利用与

奥林匹克运动或者残奥会运动有关

的元素开展商业活动引人误认的不

正当竞争行为。

“在涉及像冬奥会这类举国关注

的盛会上宣传翻车，不仅会造成广告

宣传费和罚款上的经济损失，还会使

企业的品牌形象大打折扣。”在战略

定位专家、九德定位咨询公司创始人

徐雄俊看来，随着相关部门对冬奥会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执法越来

越严格，企业也会更加尊重相关知识

产权。该举措不仅保护了冬奥会的知

识产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

对包括各种原创资源、文化IP等在内

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豆瓣评分 7.4

■猫眼评分 7.4

■淘票票评分 7.7

《兰心大剧院》票房概况
（截至10月18日17时30分）

■累计票房 1553.8万元

■首日票房 389.7万元

■累计观影人次 40.9万

■映前媒体预测票房 2800万-3500万元

《兰心大剧院》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