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133                                   证券简称：华策影视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1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

称 

及人员姓名 

序

号 

参会者姓

名 
机构名称 职业名称 

1 蔡天夫 
深圳大道至诚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合伙人 

2 张静雯 华创证券 分析师 

3 林起贤 申万宏源 分析师 

4 韩筱辰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互联网传媒首席 

5 张丹华 嘉实基金 研究执行总监 

6 徐添依 浦银理财 投资经理 

7 许娟 摩根士丹利 分析师 

8 黄华艳 
北京大道兴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总经理 

9 张婧婷 Oasis 分析师 

10 顾晟 国盛证券 分析师 



 

11 吴桐 宁波银行理财子公司 分析师 

12 熊正寰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经理 

13 李阳 兴业证券 分析师 

14 凌晨 和谐汇一资产管理公司 分析师 

15 刘京 润晖投资 投资经理 

16 高伟绚 兴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员 

17 于成琨 中加基金 研究员 

18 郑及游 太平洋证券 
证券投资总部投资

经理 

19 于嘉馨 大成基金 研究员 

20 卢滢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养老金投资部 

21 陈虎 泰康资产 投资经理 

22 周钰婷 
德邦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分析师 

23 毛云聪 海通证券 首席分析师 

24 张良卫 东吴证券 首席分析师 

25 王陆峰 
兴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研究员 

26 姚天航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 

27 王越 幻方量化 研究员 

28 詹凌燕 上海晨燕资产 投资总监 



 

29 张爽 天风证券 传媒分析师 

30 龙彦艳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执行总经理 

31 蒋正山 上投摩根 分析师 

32 邵伟 
上海健顺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资深研究员 

33 廖克銘 IGWT Investment Managing Director 

34 杨宗星 华安证券 投资经理 

35 刘欣 华创证券 分析师 

36 单竹岭 中信证券 研究员 

37 周晨昊 国联证券 行业分析师 

38 何海涛 北京永瑞财富 研究员 

39 夏妍 国信证券 分析师 

40 张雪晴 中金公司 分析师 

41 贾淑靖 星泰投资 分析师 

42 王卓玮 灰姑娘基金 基金经理 

43 曾浩仁 中欧基金 基金经理 

44 张飞鹏 景顺长城 研究员 

45 吴鹏 广发基金 研究员 

46 邹伟 信诚 研究员 

47 董山青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经理总监助理 

48 吴谦 申万菱信 研究员 



 

49 文浩 天风证券 首席分析师 

50 李佳怡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分析师 

51 张衡 国信证券 分析师 

52 Yola Yang 中信里昂 分析师 

53 戚琼 
杭州润洲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投资经理 

54 孙聪 人寿 研究员 

55 吴珺 国盛证券 分析师 

56 康雅雯 中泰证券 首席分析师 

57 刘凯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员 

58 李竹君 华宝兴业 研究员 

59 赵钰 嘉实 研究员 

60 杨雷 中银 研究员 

61 赵麦琪 太保 研究员 

62 刘含 申万菱信 基金经理 

63 武佳睿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助理 

64 周战海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基金经理 

65 钟昕 
仁桥（北京）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研究员 

66 陆迪 创金合信基金 基金经理 



 

67 冯静静 安信证券 分析师 

68 朴虹睿 国投瑞银基金 研究员 

69 刘小瑛 
西藏源乘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投研助理 

70 张杰伟 华安基金 分析师 

71 周武 华夏久盈   

72 徐呈隽 广发证券   

73 朱维缜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研究员 

74 李迪心 汇丰晋信 研究员 

75 郑婷 
厦门坤易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研究员 

76 徐振峰 华泰柏瑞   

77 王嘉艺 泰康资产   

78 高坤 东兴基金   

79 陈聪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投资经理 

80 肖丽荣 天弘基金 研究员 

81 于成琨 中加基金   

82 朱勇胜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研究员 

83 刘晓晨 中加基金   



 

84 曾剑宇 工银瑞信 研究员 

85 陈玥希 兴业基金 研究员 

86 王高唯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研究员 

87 陈烽 凯丰投资 研究员 

88 程旭东 深圳众铭资本 投资总监 

89 苗泽欣 西南证券 分析师 

90 李雪雯 安信证券 分析师 

91 应建峰 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财富顾问 

92 张海波 人保资产 研究员 

93 赵航 申万宏源 分析师 

94 徐亦达 湘财基金   

95 叶泓池 紫阁资本 研究员 

96 周钊 华泰证券研究所 研究员 

97 赵什 中信资管    

98 尤鑫 湘财基金 研究员 

99 徐雪洁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 

100 朱珺 华泰证券 首席分析师 

101 郭怡辰 
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行业研究员 

102 姚蕾 国海证券 传媒首席分析师 

103 范军 浦银安盛基金 研究员 



 

104 张鑫 博时   

105 方竹静 富国   

106 李博 上投摩根   

107 杨森杰 
福建红移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行业研究员 

108 李蕾 信璞投资 研究员 

109 白培根 国泰产险 投资经理 

110 黄笑旋 Morgan Stanley 分析师 

111 王宇轩 瑞银资管 基金经理 

112 赵航 申万宏源研究 分析师 

113 陈宣伊 国金证券自营分公司 研究员 

114 胡坤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员 

115 周良玖 东吴证券 分析师 

116 黄鉴轩 中信建投证券 理财规划师 

117 李佳怡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分析师 

118 董丰侨 方圆基金 董事总经理 

119 罗娟 
广东恒昇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投资总监 

120 马笑 新时代证券 首席分析师 

121 李依韩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助理研究员 

122 焦杉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分析员 



 

公司 

123 杨宁 中金公司 研究助理 

124 林丹 中金财富 投资经理 

125 严堃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研究员 

126 李艳丽 西部证券 分析师 

127 余歆瑶 中金公司 分析员 

128 方博云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 

129 孙小雯 海通证券 传媒分析师 

130 徐呈隽 广发证券 分析师 

131 朱珠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首席分析师 

132 吴珺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分析师 

133 乔琪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 

134 冯海星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 

135 张昊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 
 

时间 2022年 3 月 21日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董事长：赵依芳 

总裁：傅斌星 

董事会秘书：张思拓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一、公司介绍经营发展情况 

中国的文化产业在政策驱动下，经历了从萌芽到起步再到发展，再到现

在顶层设计逐步完善、迎来全面发展的阶段。十四五规划中的几个关键词，

跟行业下一轮的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一个关键词是创新，“加强文化产业业态的创新，推动产业商业化的

加速，探索运用新技术赋能文化产业”。强调了创新带来的商业化和技术的

应用，这个对我们未来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共同富裕背景下的供需，它是要

“扩大优质内容供给，减少劣质内容产出，促进消费市场，从而促进供需两

端结构优化”；同时“结合文化产业发展的地域属性实现区域差异化发展以

及文化资源的高效利用”。 

第二个是“增强文化产业间的业态融合，并继续探索文化+其他场景的

产业结合”、“从产业链扶持、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产业园建设、人才扶持

等多方面入手，提升市场活力”。包括产业链上的文化产业园基地，人才职

业教育等都纳入了这个文化产业间业态融合，创新活力的一个板块。 

我们还看到了“培育文化产业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从而在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下掌握文化领域的主动权”。还包括金融支持，“聚焦文化产业的政

策体系、机制创新和有效投资三大维度，为金融赋能文化产业明确方向”。 

华策团队创业 30年，这 30年得益于改革开放和时代发展，也得益于我

们一直在内容领域深耕，与国家的文化战略始终同频共振。 

我们在探索发展过程中，逐步取得了一些行业第一、引领开创了一些行

业先河。比如电视剧年产量、播出量、播放量和国际销售第一，开行业大数

据、工业化制作体系的先河、引领人才科学化培养和组织创新升级的发展。

30年来华策一直在搭建行业的赋能平台，加强中台和数字化的建设，我们在

推进行业规范化和高质量发展上不遗余力。 

华策积累了六大核心能力，结合我们十四五规划产业引导的方向，也是

为华策打造成为“中国影视文化全球传播第一品牌，进军全球一流的华语影

视传媒集团”，构筑了核心的能力基础。核心能力构建以后，将带来华策下

一轮厚积薄发式的发展。 

我们构建的六大核心能力： 

1、精品华语内容的体系化生产能力 

持续贯彻“内容为王”战略，推进核心头部创意资源整合及长期合作，

深入思考超级 IP 的挖掘和培育方法，已形成自驱性、高质量、创新发展的

内容生产业务平台和系统。 



 

2、垂直一体化布局协同效应凸显 

公司已构筑起内容生产、版权分发、国际传播、新业务生态内容产业全

链条生态体系，各业务板块紧密衔接，形成华策触达并汇聚各地区、行业资

源的有力触角。 

3、横向延伸构筑自身文化产业壁垒 

紧紧围绕“影视+”文化产业新生态为发展核心，打造集聚影视文化核

心要素、兼具特色的平台，华策影视国家文化产业主力军品牌形象深入人心。 

4、体系化人才培养产业黄埔军校 

华策影视搭建了完善的影视产业人才孵化体系，每年培养大批新锐制片

人、导演，在为自身建立人才梯度蓄水池和核心人才支柱的同时，也为行业

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5、主业模式升级资金实力雄厚 

公司紧密关注行业系统性风险，不断推动主营业务商业模式升级，强化

无预售不开机要求，推进四合一工程， 储备数十亿账面现金，为公司业务

安全运行提供了坚实支持。 

6、强化科技应用构建数字化体系 

关注影视文化产业科技发展趋势，推动公司流程体系、信息体系、项目

运营、资产运营、版权交易及 IP开发、影视制作等全面数字化管理。 

华策的核心竞争优势，正好非常明确的切入了十四五规划产业的引领方

向。 

政策层面上，华策下一轮的发展是要更多的去创作符合市场需求，观众

口味的主流价值产品，引领行业生态健康发展，要把主旋律作品打造为最有

市场价值、观众最喜爱的影视内容，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产品

形态。 

行业趋势上，我们既看到行业、市场的逐步规范化，也要能看到头部内

容非常明显的刚性需求和价值提升。最终还是回归到了行业内容为王的本

质。全球主要流媒体平台，像迪斯尼+、奈飞等，还有国内的几大平台对顶

级的核心头部内容价格是充分认可的。所以传播的内容要优质，要制作头部

内容。对于华策来说，我们理解这是一个机遇，因为华策从 2014 年开始就



 

提出头部战略，最近连续 5 年三大视频网站和一些主要的电视台前 10 位排

名的电视剧中，华策剧的占比在 20~30%。所以平台就会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

一些内容有保障的头部制作企业上。随着这个行业的成熟，华策这样内容生

产有保障的企业，可能会越来越多的集聚头部创作资源，输出头部作品。我

们现在跟各大视频网站和各大电视台的合作中，都建立了非常良性的关系，

也使得我们能够先预售再开机。 

此外，科技的发展，互联网 3.0的浪潮中，内容产业也是主角。所以下

一轮的发展中，华策会紧跟技术的变革，明确我们的定位，开启我们高科技

推动下的高质量发展。 

公司 1+4生态创业业务介绍： 

1、电视剧业务 

电视剧业务作为核心业务，在下游渠道调整的市场环境下稳定发展，市

场占有率稳定扩张。2021年中国电视剧总体播出项目数从 409部下降至 341

部，下降 16.6%，公司剧集播出数量逆势增长，2020年为 13 部 527集，2021

年为 19部 665集，2021年播出的 19部剧集中有 7部剧集是占据了各个播出

平台的前 10位，头部率占公司项目比例 36.8%。公司剧集业务在逆势环境下

市场占持续提升，业务稳定。 

2、版权业务 

（1）版权介绍：公司版权拥 3 万多小时，其中 15000 多小时是永久的

全权，将近 1万小时是公司原创自制的精品化的头部内容版权。永久版权是

公司核心资产，而头部影视版权的价格在持续上涨。 

（2）版权的变化：短视频版权的确认管理引起国家高度的重视，给公

司长视频无限商业化的知识产权带来机会，短视频、二创以及元宇宙虚拟内

容产品都可以给公司带来红利。 

（3）版权业务的核心：1）和电视台合作剧场业务 2）长视频需要进行

价值分发 3）在短视频平台，公司开发短视频素材库将近 3 万条 4）音频市

场也需要进行覆盖。 

3、国际业务 

（1）2009 年起，公司每年海外发行影视剧占全国份额持续保持第一，



 

广泛与海外频道、媒体合作，并积极参与国际节展，覆盖全球 180多个国家

的电视台、互联网视频平台和社交网络。随着影视剧国际发行价格持续上涨，

未来十年中国市场有望与国际同步，实现价格提升。 

（2）剧集获得良好反馈 

YouTube：付费用户达到 1,000 万人；截至 2021 年 6 月，中国电视剧

YouTube平台均集播放量排行 TOP5中，华策集团出品上榜 3部剧，占比达到

60%。 

Netflix：公司剧集数量位列中国影视公司排名第一，旗下《致我们单

纯的小美好》《下一站是幸福》《天盛长歌》《以家人之名》等共 14 部剧

登陆 Netflix平台。 

翻拍：《以家人之名》《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亲爱的热爱的》等多

部剧集在韩国、泰国、土耳其等地制作。 

2021年作品《锦绣南歌》获得第 49届国际艾美奖。 

（3）影视平台和核心客户共同驱动国际业务业绩高增长 

与全中国头部内容厂商全面合作，如与部分平台达成长期国际业务战略

合作，涉及电视剧营销制作和国际业务。 

加强全球国际影视云交易平台 C-Drama建设，以中小型公司作为客户群

体，提供一条龙服务，携手全国影视内容公司走向全球。 

4、电影业务 

通过投资制作与宣传发行双轮驱动，构建影业板块核心能力。华策影业

公司正式成立于 2015 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华策影业成立以来投资、发

行影片超过 70余部，也出品了一些优秀、有口碑的电影，如《刺杀小说家》

等。在这个过程中汇集了一批新一代导演中路阳、毕赣、饶晓志等作为核心

合作伙伴，成立了发行能力覆盖全国的宣传及发行团队。 

 5、元宇宙业务 

公司拥有中国领先的原创版权库，正在构建中国领先的影视内容素材数

字平台，对集团整体影视内容作品、角色、素材、场景、道具、服装等进行

数字化升级，对开发权益进行确权，完成优质内容素材数字化储备目标。公

司认为数字藏品(NFT)、虚拟资产（虚拟形象、虚拟数字物品）等新业务模



 

式对 IP资产的价值重估将带来数字资产的较大升值。 

二、投资者提问 

Q：组织升级后具体的安排？如何激发年轻人的活力？ 

A：未来三年是内部强中台建设，蹲好马步。我们会重点升级赋能中心

机制，引入培训机构和孵化机制。公司近年来的爆款作品中每年都有第一次

导演、第一次担任制片人的年轻人作品。我们也盘点了行业内以及跨行业的

优秀人才的激励机制，在留用人才方面推出不同的绩效方案，进一步升级合

伙人机制。 

Q：版权业务跟各个平台方合作，商业化进展规划？ 

A：我们自 2012年并购佳韵社，一直长期坚持对自身版权的积累，同时

也是一直在研究版权的价值和开发。从 HBO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他 3/4的收

益来自于它的片库，来自于它的片库的分销和它的一些授权，所以我们对于

版权的认知和理解是，随着国家对知识产权的重视，进一步的规范化，版权

业务有值得做的市场空间。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加大投入，进一步聚

集优质版权，同时开发一些数字化技术驱动的一些版权新业务。 

Q：未来几年电影业务如何有更高的期待？ 

A：电影业务受疫情影响大，我们也是在动态管理下寻找自己的方法论。

我们还是比较坚定以内容为核心，坚持与时代同步的创作导向，内容创作和

营销宣发协同前进；继续发掘有潜力的头部、中生代导演进行合作，如刺杀

小说家系列在开发过程中，今年 4月郭帆监制《万里归途（暂定名）》，也

是行业内比较关注的主旋律项目。此外还有一些商业电影的系列化合作，还

有柯南系列和正在报审的《银魂》，也是业内都比较关注的几部影片。宣发

团队进行了新一轮升级和组建。目前储备 20 多个项目。 

 Q：海外单片有巨大的弹性，有何契机能看到低估内容的价值释放？ 

A：过去 10 年，中国电视剧的海外整体售价提升了近 30 倍。但距离韩

剧还是有明显的差距，也是未来 10 年中国电视剧的努力目标。随着国际上

看中国电视剧的习惯逐步养成，海外市场还是比较确定的。当然我们中国电

视剧的品质质量也在持续优化，更加的去适应当地用户的需求。 

Q：如何看待微短剧的机会及发展？ 



 

A：首先我们在疫情前，已经在积极研究短视频和中短剧，储备了一些

创意创作，内部明确了短视频是内容创新赛道。短期内觉得还没有比较能落

地的有大幅想象空间的双赢的制作和商业模式。随着版权的正版化，短视频

平台对于存量版权会有增量需求；对于新的中短剧制作，已经与一些平台战

略合作，预计今年启动，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推进。 

Q：2022 年电影板块每个档期会有作品推出吗？ 

A：疫情可控的情况下，今年五一、暑期、十一都会有影片上映。但具

体也要看疫情和审核情况。 

Q：从行业来讲，海外发行这块，中国的电视剧比电影出海好很多，出

海的电影，个人理解票房都较一般。电影板块如何取得突破？需要哪些条件

呢？ 

A：出海电影近几年受到海外疫情的影响较大，海外电影票房也不理想。

纵观全球电影市场，中国近几年电影票房是比较好的。海外电影的发行，主

要看内容的丰富性和品质。这几年的疫情，中国电影的产量和类型多样性都

有一定下降。做电影的华流出海，需要符合国际标准质量的批量化输出，才

能迎来海外发行质量的提升，电影板块也需要同行一起努力。我们也坚信随

着我国全球实力的增长，海外用户想要深度了解中国文化，也会更想通过电

影、电视剧去了解中国文化。 

Q：目前版权剧和定制剧比例如何，以及变化趋势？影视剧类型，有如

何的规划? 是否会做破圈的尝试？ 

A：市场对于版权和定制的定义有差异。华策大部分是版权定制剧，永

久版权存留公司，大概 1/4到 1/3是定制剧。在类型突破上，除了近年来的

主旋律外，像今年重点推出的《我是刑警》，是和公安部重点合作的现实主

义题材，是悬疑赛道上的探索。我们鼓励在原有赛道做升级，在新赛道上谨

慎探索。 

Q：版权运营的方式有哪些？ 

A：目前主要保留传统媒体和海外发行，以及整个知识产权、著作权及

元宇宙相关的数字化资产的保留。同时，新媒体方面保留改编权及二创的权

利。 



 

Q：如何看待下游长视频内容能力的提升对上游的影响？以及对长视频

平台未来格局的判断？ 

A：长视频平台随着在内容行业的深耕和经营，在内容的认知、评估等

方面逐步打通，加深了华策跟各个视频平台的紧密关系和战略合作。我相信

会有更多的优质作品呈现。  

对于视频平台的格局，我们认为这几年格局比较清晰。在长视频领域内，

短期内应该不会出现新的玩家。视频平台和内容制作公司，实际是竞争合作

的关系，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把中国的内容品质做个提升，共建更加健康的

行业生态。 

附 件 清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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