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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世联地产 V：尽 管 AMC 的 经 营 状 况 并 不 理

想，市场前景也堪忧，但也并不能说万达收购 AMC 是

在做亏本生意。从在美国开展业务的角度来看，万达

收 购 AMC 可 能 为 其 创 造 新 的 国 际 化 的 机 遇 ，其 对

AMC 的控制将为中国电影在北美市场的上映创造重

要的通道，也将为万达争取政府更大的支持提供重要

的砝码。

权静 V：雷士风波不难看出，大众对企业“ 带头大

哥”总有江湖情谊。可无论当时的国美还是如今的雷

士，企 业 一 旦 上 市，就 是 公 众 公 司，不 再 只 属 于“ 带 头

大 哥 ”一 人 ，需 要 按 照 企 业 治 理 结 构 来 管 理 ，投 票 权

决 定 一 切 。 听 闻 阎 焱 与 吴 长 江 会 谈 的 消 息，挺 好，双

方 如 果 能 和 解，促 成 雷 士 规 范 化 管 理，相 信 双 赢 的 结

局会更好。

邱旭瑜律师 V：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不仅仅是合规

管理。在中国，合规管理仅仅是法律风险管理最基础

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通过机制、流程和制度的设计，

阻隔或防止人性风险、道德风险和利益风险的产生和

发 生，防 止 因 人 性 的 贪 婪、道 德 的 滑 坡 和 利 益 的 纷 争

破 坏 关 系，形 成 分 化、对 立、仇 恨 和 内 讧，导 致 流 程 和

制度的脱轨。

宏景软件V：#企业文化与制度#文化与制度是企业

的两肋。对于企业来说，文化与制度是缺一不可的。柔

软的文化是让员工长久跟随企业的有力武器；坚如磐

石的制度能约束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一个企业，

只有将文化与制度结合起来，相互渗透、相互促进，软

硬兼施，刚柔并济，才能形成独特的企业内涵，将企业治

理到极致。

裴钰V：中国旅游产业的综合实力是以数以万计的

旅游企业作为基石。经济增长将进入最困难时期，旅游

企业治理面临严峻挑战，此时，是继续沿袭计划经济“劳

动模范”式的企业评选，还是转型为市场经济框架下的现

代企业评选？

林义相V：“漏出”的制度原因是代理制，无论是企业

还是政府都一样。代理制是现代大公司的主流治理模

式，内部控制人的问题到处都有，关键是看被代理人（委

托人）对代理人有怎样的制约手段和追责保证。比如美

国的 2008 年金融危机，依我看内部控制人是主要起因。

中国的代理制有其特点，值得专门研究。 微 话 题

万达收购AMC可能为其创造新的国际化机遇

据国内媒体报道，中国大连万达集团日

前在洛杉矶宣布，已经完成对美国第二大院

线集团 AMC 娱乐控股公司总计 26 亿美元

的收购。自此，万达成为世界最大电影院线

运营商。

这一消息是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

西洛杉矶一家 AMC 影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宣布的。他说，非常高兴万达完成这项收

购，这标志着万达在向国际市场进军方面掀

开了新的一页。AMC 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

杰里·洛佩斯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

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市场，AMC 能与

万达结为合作伙伴，将会打造世界上首屈一

指的影院运营集团。

“蚂蚁吞大象”？

就在 2012 年 5 月 21 日上午，大连万达

集团和全球排名第二的美国 AMC 影院公司

终于签署并购协议的时候，还曾有评论称，

万达进行的是“蚂蚁吞大象”的交易。因为

彼时，万达与 AMC 实力悬殊：论影院数，万

达 86 家，AMC350 家；论屏幕数量，万达 730

块，AMC5050 块；论票房收入，万达去年的

票房收入是 17.8 亿元人民币，AMC 不到 40

周就能有上百亿美元进账。无论怎么比，二

者都不在同一个数量级。

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沈哲彦对记

者表示，大连万达收购 AMC 后面临的管理

挑战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文化的整合，两

个不同国家企业合并产生文化冲突是不可

避免的，要妥善解决，进行文化整合，否则不

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第二，财务管理，中国

和美国的财务标准不一样，应该要在标准上

达成统一。

不过，也不能把万达一棍子打死。因

为，毕竟在美国，院线只能算是笔“糟糕的

生意”，在中国，院线却是“躺着都能赚钱”

的。而且，就算万达在电影业方面的实力

与美国第二大电影院线 AMC 相差悬殊，但

在亚洲却已经是银幕数第一的院线，就是

去年的票房收入，也绝对是国内一线，占国

内票房总收入的 13.6%，而今年第一季度，

这个比例还在增长。更何况，万达还是“多

栖”发 展 的 好 手，商 业 地 产、豪 华 酒 店、旅

游、文化娱乐和百货商店五大业务无不涉

足，不能无视万达以“综合实力”带动局部发

展的优势。

对于万达来说，虽然“买卖”的目标有点

儿大，但形势是好的，实力似乎也是有的。

所以，在 4 个月后，万达完成了这个人们眼

中“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王健林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表示，万

达作为中国的较大企业在美国投资，展现了

中国的实力。“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的规模

越来越大，国际化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必然选

择。”他说。

王健林还表示，此次在美期间他将与五

六家好莱坞电影公司负责人接触，洽谈成立

合资电影公司或投资基金的可能性，以更好

地支持影院的运作。

大连万达尝试转型

据了解，这是万达首次在中国以外的国

家投资，也是其首次进军北美电影市场。这

也是由一家私人控股的中国公司进行的最

大规模的海外收购。并购之前，AMC 已经

连亏 3 年。而且超过 70%的高溢价屡遭外界

质疑，但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仍对此项收

购态度坚决。今年上半年，AMC 已有数目

可观的利润，王健林预计，AMC 到年底肯定

盈利，明年盈利可能会大超预期。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交易完成后，万

达将接管 AMC 旗下 338 家影院的 4865 块银

幕（包括 2171 块 3D 银幕和 124 块 IMAX 巨

幕），并把 AMC 作为旗下全资子公司运营，

同时每年向其注资不超过 5 亿美元。此外，

AMC 的 1.7 万名员工将继续留在遍布美国

32 个州的影院工作。该公司将继续

按照原有规划，进行电影节目的制

作，位于堪萨斯城的公司总部也将

保留。

“大连万达成功收购 AMC，极

大推动了公司的国际化进程。大连

万达目前已把大部分投资转向文化和旅

游，对院线这部分特别重视，并购后公司文

化产业的总收入将会大幅增加，

这是万达的一次华丽转型，逐渐

从地产龙头企业转向文化龙头

企业。”沈哲彦说。

对于未来的市场战略，万达方

面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曾作出

过明确的表示：并购 AMC 公

司是万达集团国际化战略

的 第 一 步，今 后 万 达 会

根据企业战略和市场机

会 进 一 步 拓 展 国 际 市

场。除 AMC 外，他们还在

寻求对欧美等国其他大型

院线的并购，万达集团的目标是到 2020 年，

占据全球电影市场约 20%的份额。万达跨

国发展将采取并购和直接投资两种方式，主

要围绕万达相关业务，在文化、旅游、零售 3

个产业进行。

■ 本报记者 徐 淼

当人们对网页跳出的广告熟视无睹、对视频放映前

的广告植入心存愤懑时，便预示着网络营销的硬广告时

代正在渐行渐远。此时，微电影以略带“小清新”的面目

亮相于“听”烦了传统营销方式“陈词滥调”的广告商面

前，吸引力自然非同凡响。

微 电 影 从 一 出 生 似 乎 就 确 立 了 一 套 可 操 作 的 商

业报答机制：制片方与广告主结合，在故事短片中进

行品牌植入。借此，一些民间 DV 剧高手迅速发展为

专业的微电影制作团队。对他们而言，只需一些不影

响作品表达的广告植入，就可以获得高额回报，何乐

而不为呢？

近日，腾讯视频携手联想、陆川联手打造“9 分钟微

电影竞标赛”。

在整个在线视频行业，传统的 UGC 已经满足不了用

户的多元化需求，原创自制内容的开发才是竞争重心。据

了解，优酷、搜狐视频、爱奇艺等视频网站都将微电影作为

其开展首创内容的重要方案。在土豆与优酷强强联合后，

在视频业势单力薄的腾讯自然不会坐以待毙，腾讯视频可

以抓住这次机会弯道超车，通过大剧内容版权采买和自制

剧出品两方面打造内容差异化，增加市场占有率。

同时，优质的原创视频不仅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较

高的点击量，对于广告主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也是

微电影大赛能够获得联想等广告主亲睐的原因所在。

对于联想来说，通过赞助提升品牌形象才是其最终目

的。要知道，时下娱乐圈最火的名词便是微电影，联想

可以借微电影扩大影响力，引起广大网民的共鸣。这是

一种文化销售策略，使文化与消费者的精神融为一体，

体现出企业的人文关怀，市场效果不言而喻。

从表面上看，三强联合不仅为微电影业带来了良好

的发展契机，也为腾讯和联想“做足了面子”，但对于企

业来说，想通过尚属“幼年”的微电影进行营销，仍是一

件值得三思而行的事情。

就微电影行业本身而言，其看似圆满的商业协作却

颇受坊间非议——广告味太浓。更有戏言称，微电影其

实是加长版的广告。视频网站、影视公司、广告公司投

资微电影，无非是希望“以微知著”，达到对品牌建设“四

两拨千斤”的作用。处于初级“广播式”阶段的微电影广

告或许在现在仍能被宽容的受众接受，但毕竟微电影的

传播须依托微博等社交或分享媒体，而全国网络用户数

量远远无法和广播、电视、报纸传统媒体的用户数量相

比，同时，微电影制作起来费时费力费钱。据了解，理论

上，在“漫山遍野”的微电影中，真正盈利的屈指可数，难

以跻身主流。如果不思进取，在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环境

下，微电影这种新的营销方式未来的路，真的不好走。

大连万达完成对美国AMC 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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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联想、“川制作”三强联手 企业微营销能走多远？
■ 山 水

治理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