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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克隆是手段不是趋势
侨报：克隆国外优秀节目，获得极高的

收视率已成为国内电视台屡试不爽的手段，

但也因此出现了节目同质化问题，在高收视

和同质化的矛盾中，你觉得应该如何取舍？

冯永发：节目克隆是手段而不是趋势。

借鉴国外优秀节目模式，是一种提高和发展

自身节目质量的手段，也是电视业发展的必

然过程。我们的制作者可以从中了解国外优

秀节目是如何制作并获得成功的。这对目前

国内电视节目的全球化发展非常有益，同时

国内观众不用安装卫星电视就能享受到世界

级的优秀节目，可谓是一举两得。

对于节目同质化的问题，我觉得关键是

电台决策层以及制作人员的观念问题。国内

的《中国好声音》、《达人秀》、《开心辞

典》等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节目，都是克隆国

外优秀节目的受益者。在受益之后，是将资

金再投入到引进下一个国外节目还是创造一

个全新的节目，这正是许多电视台所犹豫不

决的。在高收益的驱使下，许多电视台选择

了前者。

但如果现在电视台把不断克隆国外优秀

节目从而获取高盈利作为发展目标，那是非

常可怕的。克隆国外电视节目家家都可以去

做的，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国外电

视节目创作的成功与否，等于把命运掌握权

交给了他人。

《梦想中国》、《星光大道》、《我型

我秀》等节目都是异曲同工，机械性地移植

和克隆，节目同质化让观众产生了高度的审

美疲劳，这已成为中国电视节目发展的最大

威胁之一。克隆国外优秀节目只是发展电视

台自身水平的借鉴手段，不应是今后的发展

趋势。

侨报：国内克隆节目在获得高收视率的

同时也面临着版权纠纷，比如《武林争霸》

开播后不久便收到了国外制作方的一纸诉

状。你觉得应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冯永发：版权纠纷，我觉得是引进国外

电视节目版权时缺乏相关意识和经验，再加

上国内相关法律还不够完善所造成的。

随着大量国外克隆节目在国内出现，

版权纠纷问题已渐渐好转。但对于新媒体来

说，仍有不少版权纠纷存在。比如说免费的

电影、音乐下载，在目前中国网络上非常盛

行，许多中国的传媒网站在中国以外的国家

和地区是无法观看的，原因就是违反了当地

关于版权保护的法律。这些网站对于传统媒

体的冲击力又特别大，比如说电影院一场电

影票价80元，而在网上观看是零成本，哪个

更有诱惑力？特别是国内一些原创电影，在

制作和情节上没有国外大片那么吸引人，观

众自然会选择在网上免费观看。这对国产电

影打击是非常大的，如果不及时治理，会阻

碍中国整个电视、电影甚至传媒业的发展。

纸媒应借力新媒体
侨报：传统媒体营销普遍下滑已是不争

的事实，新时代旗下的传媒品牌却有着比较

好的营销增长，你认为传统媒体如何才能逆

势而上？

冯永发：丰富的产业链是媒体营销的

重点和后盾。就新时代集团来说，业务横跨

房地产、商场、零售批发、餐饮、IT、市场

营销等行业，可以给消费者一条龙的服务。

所以无论是媒体的市场定位、品牌设计到营

销网络都能够做到集团内一手包办。这样不

仅可以节约成本和营销时间，更可以借鉴集

团涉及每个行业的业态研究，准确地定位观

众。这种产业链互补发展的模式是解决目前

传统媒体营销困难的有效手段之一。

其实国内某些传媒单位已走向集团经

营，除了媒体业务外，横跨演出、体育、

文化事业、房地产，甚至旅游，这是一个

必然的趋势。对于那些规模较小的传统媒体

来说，尝试与新媒体的合作是一条很好的出

路。

现在所有网站、手机平台亦被囊括在媒

体范围之内，传统媒体不应视它们为竞争对

手，而是视为我们媒体一份子，在我们本身

业务架构内整合、增强，引为己用。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在中国，传统媒体

的影响力并没有完全消失。就拿纸质媒体来

说，虽然收益大不如前，但是社会影响力、

报道的深度、广度等仍是许多网络媒体无法

比拟的。现在正是传统纸媒转型的好时机，

转型的重点就是借力新媒体，抢占他们的市

场而不是坐以待毙。

比如说，让报纸采编人员主动参与到

网络媒体运作中去。现在大部分网络媒体没

有新闻发布权，这正是报纸利用好网络工具

使用发布权的时候。报社的编辑、记者还可

以通过博客等方式告知新闻来源发表见解，

如果一个报社有几个“网络红人”，那么对

于它在网络市场的推广和影响力提升是非常

有帮助的。同时针对自己报纸的新闻优势建

造综合型的网站，在某个领域里形成大量媒

体信息垄断。其他通过手机平台出版手机报

纸、新闻定制形式传递给用户信息等都是传

统媒体转型的有效方式。

无论用什么方法转型，我觉得传统媒

体，特别是纸媒一定要重新审视市场，放弃

原有的“架子”，利用本身的采编优势，给

负责新媒体发展的决策层足够大的决策空

间。

“二代”创业应从兴趣出发
侨报：谈谈你对于“二代”创业的理解？

冯永发：我觉得创业前还是要在不同

行业历练，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点后再规划

以后的发展蓝图。我曾担任过新鸿基证券执

行董事，但这并非我向往的工作，很多时候

连个别上市公司每日不断涨落的股价也记不

住。但是很有趣，我却愿意利用晚上的时间

自己进修并完成电影专业，最后走上传媒这

条道路。我觉得是兴趣使然。

我对于创业的理解就是一定要真正感兴

趣，并且可以为了这个行当放弃一切去努力

才行。现在企业家的第二代创业，许多人还

没有找到自己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兴趣点，

兴趣随时在变化之中，碰到一点挫折就求助

家里，这样的话还不如老老实实继承父业。

侨报：对于创业者你有何建议？

冯永发：我想先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

我当初开发温哥华首个亚洲主题商场时，没

有请有经验的合伙人或副手，想当然的就去

建了。而当时的温哥华是西方国家主要城市

中华人最少的一个城市，所以投资者都望而

却步，地产代理也不敢接招租服务。六个月

过去了没有找到一个租客，银行借贷也成问

题。最后还是在有经验的前辈的建议下，来

往香港无数次，说服租客以合作方式逐一开

业。

所以我觉得“二代”创业往往年纪比较

轻，所以寻找有经验的合伙人或者副手是很

重要的。有经验的人相助会让自己少走很多

弯路。

　　作为香港著名银行家、新鸿基创始人之一

冯景禧之子，冯永发没有安于继承父业，而是

毅然决定远走他乡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1984

年移居加拿大后，经过20多年的艰辛创业，冯

永发创建的新时代集团已几乎垄断了加拿大的华语广播电

视行业，建造自己的传媒帝国正是冯永发少时的梦想。

　　随着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政府鼓励民营资

本进入传媒领域。冯永发通过各种合作方式“试水”内地

华语传媒市场，意图打造横跨中加的新传媒帝国。冯永发

认为：“中国的传媒市场很大，但缺乏全球性的视野，也

缺乏原创性。许多人气爆棚的节目在第一次观赏时就似曾

相识，仔细一想原来是克隆国外的。”

“二代”创业，必须找准兴趣点
加拿大新时代集团董事长冯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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