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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是怎么做的？

说了这么多，都在说明一个
道理：“东方家长式”的艺人经纪
走不通，公司与艺人利益间存在
冲突———公司自制作品，为压低
成本而压榨艺人； 艺人名气越
大，公司所提供的越不能达到艺
人应得的。

经纪人既要帮着公司省钱，
又要帮艺人寻找赚钱机会，这不
矛盾么？

好莱坞选择用法律规避这
一利益冲突。在好莱坞，艺人经
纪与国内“三位一体（艺人经纪、
制片、发行）”式的不同，经纪公
司独立于制片公司之外，将客户
（即明星）的利益放在首位。20世
纪80年代，美国加州的《人才经
纪法案》和好莱坞的各行业工会
对经纪人、经理人职责范围进行
明确划分。

这样一来，经纪人、经纪公
司不得参与电影制片、 发行，有
效规避了利益冲突。 经纪人、经
纪公司与艺人的利益一致，经纪
人需要做的是冷静评估每份交
易是否符合客户的利益。

在法律和工会的制约下，经
纪公司的模式得以有效建立，好
莱坞的任何一个项目，都避不开
经纪公司， 即便这个项目是导
演、演员自己找的，也要遵守行
业规则， 让经纪人来操作推进，
并支付10%的费用。

不过好莱坞传统的艺人经
纪模式也诞生了新的问题：经理
人涉足经纪人、 制片人工作；经
纪 人 通 过“打 包 交 易（deal�
packager）”的方式要求抽取制
片预算的10%，间接涉足制片行
业。任何制度的建立都无法一劳
永逸，需不断改革、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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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家长式”艺人经纪
还有多大想象空间

杨幂公司嘉行传媒投资的“三生三世”，不仅让公司估值翻了20倍，也带火了旗下数位签约艺
人；3月14日，阿里影业合并合一影业，并宣布与优酷成立艺人经纪公司，拟投资网络大电影项目。

“艺人经纪”概念在这两天颇受关注，被外界看好。
从TVB上个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的“艺人出走潮”，到华谊兄弟70多位艺人出走，这两家中国最

具代表性影视公司都是以与艺人撕破脸收场。而在娱乐工业更完善的好莱坞，却有加州法律与演员工
会加持，规定经纪人不得直接或间接涉及电影制作、发行工作，甚至佣金也被设定了10%的上限。

“东方家长式”的艺人经纪：艺人是雇员，雇员为公司打工，公司利益为大；好莱坞模式的艺人经
纪：艺人是客户，经纪人为客户服务，客户利益为大；再合理科学的制度也绝非完美，无法一劳永逸。
那么好莱坞为何要这样做？“东方家长式”的艺人经纪哪里有问题？

TVB培养了你，你只能卖命
因为别无选择

上个世纪40年代， 好莱坞出
现了早期经纪人模式， 主要负责
帮助明星与制片商之间谈判以获
取更大利益。 当时制片厂普遍与
明星签订七年合同， 制片商让明
星拍几部就拍几部， 只有少数顶
尖明星有讨价还价的权利， 经纪
人的出现让艺人更有话语权。

而在华人圈，艺人经纪人、经
纪公司的首要责任不是帮明星与
制片商博弈， 而是为公司管理好
艺人，让艺人更好地服务公司，这
些都绕不开TVB奠定的艺人经纪
模式。

1967年，邵逸夫联合创立了
TVB（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亦被称
作“香港无线电视台”），4年后，
TVB开设了“无线电视艺员训练
班”，被称为香港演艺圈的“黄埔
军校”，周润发、梁朝伟、刘德华、
周星驰、杜琪峰、关锦鹏等等大牌
演员以及导演都出自此培训班。

TVB作为电视台， 在内容制
作上主要依靠自制，从剧本开发、
拍摄到播放都依靠公司资源，训
练班的艺人们也是这套生产线上
的一个“螺丝钉”，艺人成名后接
的广告、活动，TVB也可以分一杯
羹。这种垂直式的行业发展，可以
有效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就是苦
了艺人们。

工作量大、 收入少是TVB艺
人的普遍状态。 之所以这种压榨
式艺人经纪约可以维持数十年，
还是因为在香港演艺圈，TVB处
于垄断地位， 绝对强势。 但随着
TVB逐渐式微、 内地娱乐市场不
断发展，TVB艺人开始出现大规
模离巢， 转战有更多更好工作机
会的内地。

此外，TVB高层内斗也造成
了人才出走。 制作部门高层梁家
树、曾励珍曾在TVB各自为政，最
终梁家树在斗争中落败出走，“梁
派”艺人罗嘉良、陈慧珊也先后离
开TVB。

内地艺人经纪状态
影片第一，艺人第二

大陆的文娱产业起步较晚，艺
人经纪的萌芽出现在上个世纪末。

上世纪80年代， 不少艺人以
个体的形式在各地演出， 被称为
“走穴”，而为艺人提供演出机会并
从中提取佣金的人被称为“穴头”，
“穴头” 便是中国大陆第一批艺人
经纪人的雏形。

2003年， 华谊兄弟创建艺人
经纪业务，当时签约艺人数量位列
全国艺人经纪公司首位，几乎涵盖
了70%-80%的国内一二线明星。
那是华谊签约艺人最辉煌的时期，
同时拥有周迅、李冰冰、范冰冰、黄
晓明、邓超、张涵予等明星，外界常
议论华谊“一哥”“一姐”之争。

华谊兄弟的模式与TVB类似，
倾向自制，从演员、导演到制片都
是自己包办。

2005年，“内地第一经纪人”、
华谊兄弟经纪公司总经理王京花
从华谊离职，旗下陈道明、刘嘉玲、
梁家辉、夏雨等艺人跟随王京花与
公司解约。有业内人士爆料，王京
花出走的原因是因为从艺人抽走
的提成不多，便以高薪跳槽至橙天
娱乐。

半年后，华谊高层决议：推行
艺人单独成立工作室， 并自负盈
亏，工作室的大经纪人必须对公司
负责，对收益负责，对投入产出以
及增效负责。但这一举措终究难以
解决公司与艺人的利益冲突问题，
华谊制作电影， 控制成本是关键，
艺人的片酬在公司控制范围内。

有人统计，2004到2014年十
年间，有近70名艺人与华谊解约，
2014年时， 艺人经纪已退出了华
谊年报主营业务收入。这还是绕不
开华谊的电影优先策略，先为电影
考虑，艺人利益随后。同时，作为华
谊艺人，与其他制作公司及旗下艺
人存在先天竞争关系，能得到外部
演出机会也很有限。

最近以来，华谊兄弟先后收购
冯小刚占股99%的浙江东阳美拉
70%的股权， 收购李晨、 冯绍峰、
Angelababy、郑恺、杜淳、陈赫共
同持股的东阳浩瀚70%股权，将

明星和公司做利益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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