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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所載若干資料、統計數據及數據摘錄自獨立第三方Frost & Sullivan獲委託編製
的報告（「Frost & Sullivan報告」）。來自政府官方刊物、行業來源及Frost & Sullivan報告
的資料未必與可從中國及香港境內外其他來源獲取的資料一致。我們認為本節資料的來
源就有關資料而言屬恰當，且我們於摘錄及複製有關資料時審慎行事。我們無理由相信
該等資料屬虛假或具誤導成分或遺漏任何事實以致該等資料在任何重大方面屬虛假或具
誤導成分。然而，我們或參與 [編纂 ]的任何其他各方概無獨立核實有關資料，亦無就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發表任何聲明。因此，[編纂 ]不應過分倚賴本節所載資料（包括統計數據
及估計）或本文件其他章節所載類似資料。有關我們所在行業相關風險的討論，請參閱本
文件「風險因素－與我們的業務及行業有關的風險」一節。

行業資料來源

我們委聘獨立市場研究顧問Frost & Sullivan對中國網絡文學市場進行分析及編製報

告，以用於本文件。Frost & Sullivan始創於一九六一年，提供行業研究及策略性市場見解

以及增長諮詢和企業培訓。於文件中披露的Frost & Sullivan資料摘錄自Frost & Sullivan報

告，該報告由我們以人民幣 0.6百萬元的費用委託編製，並在取得Frost & Sullivan的同意

下披露。Frost & Sullivan已進行詳盡初步研究，涉及與若干行業領先參與者的討論以及與

相關各方面談。Frost & Sullivan亦已進行二次研究，涉及基於其自有研究數據庫審閱公司

報告、獨立研究報告及數據。Frost & Sullivan亦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於中國進行消費者

調查（「調查」），以為Frost & Sullivan報告收集數據。就所進行的消費者調查而言，Frost & 

Sullivan根據網絡文學用戶（45%的女性及 55%的男性）的人口統計調查了一個擁有 200,000

名網絡文學用戶的群體，涵蓋中國 225個主要的一線、二線、三線及四線城市。此消費者

調查的目的旨在進一步研究網絡文學用戶的基本特徵、閱讀習慣及其他特徵。

Frost & Sullivan於編製Frost & Sullivan報告時作出以下假設：

‧ 中國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於預測期內可能會維持穩定；

‧ 相關行業關鍵驅動因素於預測期內可能會推動市場發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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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公司編製資料時，Frost & Sullivan將晉江文學城（由本公司持有 50%股權的合

營企業運營的網絡文學平台）作為本公司的一部分，正如Frost & Sullivan所告知，

(i)於編製市場參與者的相關資料、統計數字及數據以分析有關行業時，常規做法

是將某實體的資料及數據，列入持有該實體主要股權的另一家公司之內，及 (ii)倘

其不列作公司的一部分，於進行行業分析時將被完全排除為企業市場參與者。

Frost & Sullivan的預測基於多項市場決定因素及與指定市場決定因素有關並指示其相

對重要性的各項協同因素作出。市場決定因素包括主觀假設及客觀因素。因此，預計數據

未必與市場數據一致。

除另有註明者外，本節所有數據及預測均摘錄自Frost & Sullivan報告。董事確認，經

合理審慎行事後，自Frost & Sullivan報告日期起整體市場資料並無重大不利變動而可能有

所限制、互相抵觸或負面影響有關資料。

中國網絡文學市場

中國文學市場概覽及前景

中國文學市場當前由三個部分組成：網絡文學、電子書及紙質圖書（文學性質）。網絡

文學定義為面向大眾創作並發佈於互聯網的文學作品。電子書指紙質圖書（文學性質）的電

子版本。網絡文學與電子書的主要區別在於網絡文學是在網絡文學平台創作並初始透過網

絡文學平台發佈（一般以連載形式），而電子書被視為授權文學內容的其後承載形式之一，

僅於完成後方刊載。中國文學市場的規模按收入計，由二零一三年的人民幣 297億元增至

二零一六年的人民幣 403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10.7%，並預計會於二零二零年進一步增至

人民幣 591億元，二零一六年起的複合年增長率為 10.1%。

在中國文學市場中，網絡文學增長最快，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六年的複合年增長率達

44.9%，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二零年預計將按 30.9%的複合年增長率持續增長。二零一六年，

中國網絡文學市場規模為人民幣 46億元，佔中國文學市場總規模的 11.4%，該百分比預期

於二零二零年會增至 22.7%。

就Frost & Sullivan報告所定義的網絡文學市場而言，收入被「狹義地」定義為主要由讀

者透過以下三種主要方法通過購買網絡付費內容進行的在線閱讀活動產生的收入：按章付

費、包月套餐及其他捆綁套餐。下圖列示按收入計量的中國過往及預測網絡文學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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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絡文學市場規模（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二零年（估計））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報告
附註： 網絡文學市場規模按通過讀者購買網絡付費內容產生的網絡付費閱讀收入計算。

中國網絡文學市場增長的驅動因素

網絡文學享有極大的創作自由，且日益受到尋求文學內容深度及多樣性的中國讀者的

青睞。與傳統文學（其通常為知名作家的古典或當代小說）不同的是，網絡文學更為多元化

且能迎合中國讀者廣泛的內容需求。網絡文學的體裁包括玄幻、武俠、科幻、奇幻、言情

及都市以及廣泛的其他題材的精品文學作品。

隨著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普及率的不斷增長（於二零一六年分別達到 52.9%及

50.3%），互聯網用戶可透過個人電腦及移動設備輕鬆訪問網絡文學作品。具體而言，由於

使用移動設備閱讀方便及文學內容引人入勝，透過移動應用程序進行閱讀日益成為移動用

戶歡迎的一種利用零碎閒暇時間的內容消費方式。調查顯示，25.2%的受訪者按每天在移

動設備所花費的時間計將閱讀網絡文學當作首選活動之一。龐大讀者基礎不斷擴大，加上

用戶參與程度不斷提升，將繼續推動中國網絡文學市場的增長。

此外，近年來，中國版權保護環境有了明顯的改善。盜版網絡文學內容的存在帶來的

收入損失在二零一六年為大約人民幣 114億元，是二零一六年網絡文學市場收入的兩倍以

上。隨著對版權保護的日益重視以及政府機構及行業參與者開展有效的反盜版行動，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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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盜版環境一直在穩步改善。與此同時，近年來，讀者對付費網絡文學內容的支付意願大

幅提高。在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閱讀網絡文學內容的受訪者中，43.8%表示願意在線支付

受版權保護的內容。在個人電腦平台及移動設備平台上在線閱讀的付費比例（按某個期間網

絡文學內容付費用戶的數目佔網絡文學平台所有日活躍用戶數的百分比計）分別由二零一三

年的 1.3%和 3.3%上升至二零一六年的 2.0%和 7.0%，並預計於二零二零年進一步上升至

4.8%及 14.5%。

網絡文學創作及風格的演變

過去二十年，中國網絡文學的演變過程如下：

‧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紀初（萌芽階段）。於此期間，網絡文學的流行故
事情節及體裁有限，且並沒有與傳統出版物顯著區分。於此期間，領先的網絡文

學平台是文學網站，包括榕樹下及紅袖添香。該等網站培養了中國開創性且具有
影響力的網絡作家，其中許多作家一直保持暢銷至今。然而，此階段的作家主要

是業餘作家，兼職創作文學作品，網站上並沒有清晰的網絡文學商業化模式。由

於互聯網在此期間在中國普通消費者中並不普及，大多數中國讀者只能以實體書

形式閱讀此期間創作的原創網絡文學內容。

‧ 二十一世紀初至二零一零年（付費閱讀興起）。網絡文學於二十一世紀初開始加速
發展並與傳統出版物區分開來。於此期間最流行的網絡文學題材為玄幻及言情。

以起點中文網、晉江文學城及紅袖添香為首的多家出版原創文學作品的網絡文學
平台興起。該等平台全部由Cloudary於二零零九年收購。於二零零二年發起的起
點中文網首創付費在線閱讀模式，為市場上其他參與者設立了中國版權網絡文學
作品在線發行的經營規範。與較早期相比，該時期的網絡文學作家日益專業化，

全職投入網絡文學創作之中，因為他們開始從作品中獲取可觀收入。

‧ 二零一零年至今（日益向移動端轉變）。隨著中國移動互聯網的滲透率提高，網絡
文學日益向移動端集聚。得益於移動閱讀的便利性及移動應用程序的增強特性（包

括互動社區工具），移動時代見證了用戶黏性及網絡文學平台參與度的不斷增長。

如今，中國網絡文學涵蓋 200多個題材，遠超傳統出版物的範疇。本公司在此期間

通過Cloudary與騰訊文學業務的合併而創立並進一步整合該行業。按二零一六年

日均移動日活躍用戶計，合併後的本公司擁有行業用戶總數的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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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絡文學作品

過去二十年，網絡文學作品庫已達到巨大規模，並在每日持續增長。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網絡文學作品總數達 11.6百萬，及預計於二零二零年達 22.4百萬，按複

合年增長率 17.8%增長。於二零一六年，新創作網絡文學作品達到 1.9百萬，且該數字預計

於二零二零年將增加到 3.2百萬，複合年增長率為 13.7%。

網絡文學囊括各種類型體裁。創新及小眾文學類別發展快速，以滿足內容消費不斷變

化的需求並在此後成為內容改編合作方改編的優質素材來源。由於移動時代的主要網絡文

學平台的內容庫文學激增，開發定制的內容推介功能，以幫助用戶發現想要的內容及向適

當讀者推介恰當內容，對網絡文學應用程序而言至關重要。與上一時代相比，移動時代的

行業領先公司越來越善於了解讀者的興趣及有效進行相應的內容培育，這需要不斷改進內

容推薦算法及相關數據分析能力。

二零一六年中國五大網絡文學公司（按平台可提供的文學作品總數排名）為本公司、中
文在線數字出版集團、掌閱、百度文學及阿里巴巴文學，各自佔文學作品總數的份額（按
有關平台可提供的網絡文學作品數目佔中國文學作品總數的百分比計）為 72.0%、27.5%、

5.2%、3.4%及 1.7%。視乎作家與網絡文學平台的合約條款而定，作家可透過一個或多個網

絡文學平台獨家或非獨家出版其作品。倘非獨家發佈，該等出版的作品在計算不同網絡文

學公司的市場份額時可能被重復計入。

中國網絡文學用戶

中國網絡文學用戶的數目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計為 333.2百萬，當中 303.8

百萬使用移動設備閱讀。該總數預期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達 421.4百萬，當中

408.8百萬將通過移動程式閱讀。網絡文學用戶包括個人電腦用戶、移動平台用戶及同時使

用個人電腦及移動平台的用戶。在這三個群體中，僅使用手機的用戶規模目前是最大的及

預計將增長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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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列示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六年中國的網絡文學讀者群體及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零

年的預測數字。

網絡文學用戶規模（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二零年（估計））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報告

附註： 網絡文學用戶的數目指在特定年度通過個人電腦或移動設備對網絡文學平台至少訪問一次的
獨立訪問總數。

中國網絡文學讀者活躍、願意投入時間及普遍較一般網絡用戶年齡年輕。根據調查，

大部分中國網絡文學讀者每天花超過一小時閱讀網絡文學，及大部分中國網絡文學讀者

每週訪問網絡文學內容三次或以上。根據調
6

查，中國網絡文學讀者的年齡在
6

30歲以下者

達 70.7%、年齡介乎 30歲至 39歲佔 20.7%而年齡在 40歲以上者佔 8.6%。在參與Frost & 

Sullivan調查的網絡文學讀者之中，閱讀網絡文學少於一年者佔 10.3%、閱讀網絡文學一至

三年者佔 22.3%，而閱讀網絡文學三年以上者佔逾 60%。

中國網絡文學作家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國原創網絡文學作家估計有 6.0百萬，及預計於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達約 8.5百萬，複合年增長率為 9.2%。

二零一六年中國五大網絡文學公司（按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相關平台發佈

網絡文學作品的作家總數排名）為本公司、中文在線數字出版集團、掌閱、百度文學及阿里
巴巴文學，佔作家總數的份額（按相關平台作家數目佔中國網絡文學作家總數的百分比計）
分別為 88.3%、41.6%、33.3%、8.3%及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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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網絡文學與紙質圖書相比對中國作家的主要吸引之處。

靈活、具吸引力的經營模式

中國大多數網絡文學作家起初為網絡文學讀者。成為網絡文學作家的准入壁壘一般較

成為線下出版作家的門檻要低。新手作家及其他文學愛好者一般在網絡文學平台註冊即可

開始創作及發佈原創文學作品。准入壁壘較低的主要原因是網絡文學內容的連載性，令作

家可按其撰寫的內容（通常按章節）發佈，並接收讀者的實時反饋。網絡文學作家主要被網

絡文學的讀者規模日益擴大及內容改編機會不斷增多所呈現巨大盈利潛力以及靈活的連載

形式所吸引。

商業潛力更大

中國最成功的網絡文學作家較相應傳統出版作家獲得的認可度更大，收入更高。中國

二零一六年十大暢銷書作家中，有六名為網絡文學作家。二零一六年，十大網絡文學作家

平均網絡文學相關收入為人民幣 32.3百萬元，幾乎是線下出版作家平均收入人民幣 17.3百

萬元的兩倍。

除來自網絡付費讀者版稅收入外，知名網絡文學作家亦可通過各類內容改編機會以及

在網絡文學讀者中的高認可度而從營銷活動中獲得收入。網絡文學平台通常通過作品合約

或作者合約與選定作家簽訂合約，合約載列有關內容發佈的收入分成及獨家性的協定安

排。根據合約所載的協定分成條款，在線閱讀、版權授權或內容改編產生的收入與作家共

享。收入分成百分比乃按個別情況而定且不同作家之間可能存在顯著差異。

行業排名及本公司競爭地位

根據Frost & Sullivan報告，以下為中國網絡文學平台的主要競爭範疇：

‧ 網絡文學作品庫的覆蓋範圍及質量；

‧ 吸引、保持及提升作家數量的能力；

‧ 讀者基礎的規模及黏性；

‧ 編輯人員的專長；及

‧ 相關移動應用程式或網站的用戶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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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二零一六年平均移動日活躍用戶數計的中國五大網絡文學公司為本公司、掌閱、阿
里文學、中文在線及百度文學。移動日活躍用戶指特定一天在移動平台上閱讀網絡文學內
容的用戶。上述五大公司的佔用戶總數的份額（按有關公司的移動日活躍用戶佔中國網絡文

學市場移動日活躍用戶總數的百分比計）分別為 48.4%、25.0%、2.3%、2.0%及 0.8%。就移

動產品而言，按二零一六年每月平均日活躍用戶數計的中國五大移動產品為QQ閱讀、掌
閱、起點讀書、咪咕閱讀及書旗小說，佔用戶總數的份額（按各移動產品的日活躍用戶數佔
中國網絡文學市場移動日活躍用戶總數的百分比計）分別為 27.9%、24.7%、8.7%、7.4%及

4.8%。

按二零一六年日均個人電腦活躍用戶數計的中國五大網絡文學公司為本公司、百度文
學、中文在線、阿里文學及掌閱。個人電腦日活躍用戶指特定一天在個人電腦平台上閱讀
網絡文學內容的用戶。上述五大公司的佔用戶總數的份額（按各公司電腦日活躍用戶總數佔

中國網絡文學市場個人電腦日活躍用戶總數的百分比計）分別為 46.5%、18.1%、13.5%、

1.5%及 1.1%。就網站產品而言，按二零一六年每月平均日活躍用戶數計的中國五大網站

為起點中文網、晉江文學城、雲起書院、17k.com及縱橫中文網，佔用戶總數的份額（按
各網站的日活躍用戶數佔中國網絡文學市場個人電腦日活躍用戶總數的百分比計）分別為

18.3%、7.9%、6.5%、4.5%及 3.4%。

按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用戶日均使用時長計的中國五大移動網絡文學產品為QQ閱讀、
起點讀書、掌閱、咪咕閱讀及搜狗閱讀。按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用戶單日平均使用時長計
的中國五大網絡文學網站為起點中文網、雲起書院、縱橫中文網、晉江文學城及塔讀文學。

於二零一六年，按所產生的在線閱讀收入計的五大網絡文學公司為：本公司、掌閱、
中文在線、百度文學及阿里文學，市場份額（按各公司的在線閱讀收入佔總在線閱讀市場規
模的百分比計）分別為 43.2%、14.9%、6.6%、1.8%及 1.4%。

按二零一六年按碼洋（按圖書建議零售價乘以已售圖書數量計）計的五大民營實體圖書

公司為中信出版集團、中南博集天卷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磨鐵圖書有限公司、新經典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及海豚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隱含的市場份額（按各圖書公司碼洋佔中國實
體圖書出版行業碼洋的百分比計）分別為 2.13%、1.62%、1.36%、1.35%及 0.87%。我們的

聯屬公司天津華文天下圖書及天津中智博文圖書的隱含市場份額分別為 0.29%及 0.45%。

根據Frost & Sullivan報告，我們在相關市場的領先地位主要歸因於我們擁有成熟品牌

價值、大部分獨家付費的內容庫及強大的版權管理能力以及吸引精英的作家群體及巨大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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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客戶基礎的能力。我們的移動產品已在移動文學市場建立整體領先地位。然而，來自其

他移動文學閱讀應用及平台的市場競爭仍然激烈，而其中部分應用及平台以盜版內容為主。

中國網絡文學內容的變現機遇

中國網絡文學內容的主要變現推動力

網絡文學的移動時代見證了網絡文學內容的變現模式及商業化潛力劇增。以下為中國

網絡文學內容的主要變現推動力。

‧ 生活水平及消費水準的提高促使消費者要求優質內容。近年來可支配收入及生活
水平提高的累積效應使中國總體消費模式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消費者愈來

愈注重其所購買商品的品質，將消費力更多轉向優秀內容消費。調查顯示，44.2%

的調查對象表示在消費娛樂產品時，產品質量是最為重要的因素，優於明星陣

容、宣傳或其他因素。數千萬讀者支持的流行網絡文學作品正成為娛樂產業首選

的改編內容。調查顯示，超過 64.0%的網絡文學用戶之前曾玩過網絡文學作品改

編的網絡遊戲，而 50.0%的調查對象表示他們更願意為曾閱讀過的網絡文學作品

改編而來的網絡遊戲付費。

‧ 年輕觀眾要求更引人入勝的內容形式。文化產品（包括文學內容）的主流消費者已
逐漸轉變為一九八零年代或以後出生的人群。年輕中國讀者較其他讀者對內容與

豐富的媒體形式相結合的需求更大，更願意接受新穎的故事情節及多元化風格的

網絡文學以及從網絡文學改編而來的娛樂產品。

‧ 娛樂產業加速發展。近年來，中國多個娛樂產業經歷快速增長。電影、電視劇及
網絡劇、網絡遊戲及動漫等市場大規模拓展，極大刺激了優秀上游原創內容來源

的需求，導致版權的市場價格上漲。移動互聯網的普及通常亦會推動大型互聯網

平台提供更多內容以掌握中國互聯網用戶更多分散的用戶時間。在多個娛樂產業

中，在線視頻門戶網站成為中國消費者視聽娛樂的首選。互聯網電視作為日常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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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產品消費渠道得以普及，極大促進了網絡文學作品變現潛力的提升，成為中國

電視劇及網絡劇改編的原創材料的主要來源。如下圖所列示，改編自原創文學的

電視劇的網播內容授權費明顯增加。

改編自原創文學的受歡迎電視劇的每集網播授權費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

• 電影製片廠、電視劇及網絡劇製作公司、網絡遊戲製作公司及動漫製作公司等內
容改編公司愈來愈依賴文學作品作為素材。於二零一六年，中國票房收入最高的
50部國產電影中有 36%改編自文學作品；收視率最高的 50部國產電視劇中有 28%

改編自文學作品；播放量最高的 50部國產網絡劇中有 52%改編自文學作品；下載

量最高的 50個國內網絡遊戲中有 20%改編自文學作品；網絡播放量最高的 50部國

產動漫作品中有 16%改編自文學作品。隨著網絡文學的興起，娛樂媒體更多將原

創網絡文學作為素材，主要是由於現有觀眾基礎及改編前相關網絡文學作品的社

會影響力。此外，網絡文學作品的連載性為改編成引人入勝的連續劇、網絡劇或

動漫產品創造天然優勢。

中國版權授權及衍生娛樂產品開發存在巨大改進空間

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版權授權產業方興未艾，仍存在巨大改進及增長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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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通過比較電影產業及改編的成功案例列示美國與中國版權市場發展水平的差距。

二零一六年總票房最高的 50部電影 
美國出品 中國出品

由文學╱動漫作品改編成電影的

 二零一六年國內總票房 ............ 38億美元 11億美元

佔國內電影前 50名國內總票房的

 百分比 ..................................... 45.6% 33.8%

文學╱動漫版權改編大片 
美國出品 中國出品

案例 ............................................ 哈利波特 鬼吹燈

改編形式 ..................................... 線下出版、電影、DVD及

有線電視播放權、網絡遊

戲、主題公園、其他衍生產

品

線下出版、電視劇、動漫、

網絡遊戲、電影

改編總商業價值 .......................... 逾 70億美元 逾 4億美元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報告

在美國，各種衍生產品的改編權通常更多地捆綁及轉授予財力雄厚及經驗豐富的製作

集團，以確保源自同一文學來源的各種改編作品的風格及質量統一。此外，衍生娛樂產品

種類繁多，延伸至商品化形象及主題公園。

在中國，改編權通常會再授權予分散的小型娛樂製作公司。版權的定價機制相對不完

善，改編作品的整體質量與美國的標準相比仍然欠佳。此外，在中國衍生娛樂產品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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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有限，主要涵蓋電影、電視劇及網絡劇、網絡遊戲及動漫產品。成熟度欠缺顯示中國

的版權行業仍有巨大的改進空間及發展潛力，可能會為內容改編釋放巨大的市場價值。

主要網絡文學內容改編渠道

近年來，隨著中國觀眾對內容消費需求的不斷增長，中國的電影、電視劇及網絡劇、

網絡遊戲、動漫及其他娛樂行業呈現快速增長。下圖載列多個娛樂行業於二零一六年至二

零二零年的市場規模及相應增長率。

娛樂行業市場規模（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二零年（估計））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報告

附註：
(1) 動漫市場規模包括動漫作品製作商或發行商銷售動漫作品所得收入以及自動漫平台獲得的轉授

收入及廣告收入。
(2) 電影市場規模包括電影院在整個中國的票房收入。
(3) 網絡劇市場規模包括在個人電腦及移動平台發佈的網絡劇銷售收入，包括轉授收入、廣告收入

及來自付費用戶的收入。
(4) 電視劇市場規模包括主要倚賴電視平台作主要發行渠道的電視劇收入，包括轉授收入及廣告收

入。
(5) 網絡遊戲市場規模包括通過個人電腦及移動設備銷售遊戲的收入及其他收入，包括廣告收入及

遊戲增值服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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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網絡文學內容改編成其他商業媒體作品，內容改編夥伴（通常為改編作品的製片商或

分銷商）將須透過支付預付授權費或訂立收入或溢利分成安排或將上述兩項相結合的方式

向版權所有人（通常為網絡文學平台）獲得改編權。在部分情況下，網絡文學平台亦可能就

若干版權的改編涉及的較高財務或運營投入訂立多項共同開發或共同投資安排，而China 

Literature Limited向來是探索該等版權運營的新收入模式的先鋒。收入或溢利分成的條款

乃按逐個情況協定並將考慮收入模式的複雜性、相關文學作品的質量及名氣以及最終作品

的質量進行定制。

由於內容改編的複雜收入模式、各單一網絡文學作品的不同商業價值及作家與網絡文

學平台之間的不同收入分成協議，故難以按中國娛樂市場內容改編的網絡文學收入得出明

確的市場份額。然而，於二零一六年排名前 50的國產電影、電視劇、網絡遊戲、網絡劇及

動漫（分別按票房、評級、下載次數、網絡收視率及網絡收視率計）中，自網絡文學作品改

編的百分比分別為 12%、14%、8%、38%及 10%。

近年來，原創網絡文學內容的具體變現模式不斷多元化。除固定授權費外，原創網絡

文學內容版權所有方在衍生娛樂產品收入方面的分成（如票房及發行收入的一部分）不斷擴

大。此外，文學內容版權所有方不斷與內容改編公司成立合營企業及其他共同開發合夥企

業，以在改編過程中取得更多經營控制權。

我們在網絡文學內容改編的競爭地位

版權所有方的主要競爭因素包括作家庫、優秀原創網絡文學儲備規模、用戶群規模及

黏性、系統地識別及增強流行文學特許經營的專業知識以及對內容改編業務的深刻理解。

二零一六年，按佔改編為主要國產娛樂產品的網絡文學作品的份額計，本公司排名第

一，包括：

‧ 票房成績最高的 20部國產改編電影，份額為 65%；

‧ 收視率最高的 20部國產改編電視劇，份額為 75%；

‧ 觀看量最高的 20部國產改編網絡劇，份額為 70%；

‧ 累計下載量最高的 20款國產改編網絡遊戲，份額為 75%；及

‧ 百度搜索排名最前的 20部國產改編動漫作品，份額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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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Frost & Sullivan報告，憑藉我們在中國網絡文學行業的領導地位，我們能夠在讀

者認可的初期即以較低成本簽定大量優秀作家並鎖定大量的網絡文學作品版權，同時不斷

生成優質內容。我們已在版權管理方面積累豐富經驗，並處於有利地位，可更積極地拓展

至更廣闊的泛娛樂市場並通過與眾多行業參與者合作而發掘增長機會。

整體版權管理及運營以及原創文學內容的授權定價機制在中國仍處於發展初期。當前

的經營及機制缺乏海外發達市場的綜合性及成熟度，尤其是在長期戰略性的版權開發及全

週期商業價值挖掘方面。然而，預計中國的版權變現市場會隨著行業參與者積累更多經驗

以及通過向更加成熟的海外同業者借鑒經驗，整體行業將取得顯著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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