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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在A股上市后，以中国移

动、中国电信为首的运营商巨头开

始将更多精力转投国内市场，尤其

是当下的“数字化转型”热潮。借

势而起，自2020年开始崭露头角的

云业务，也在成为运营商业务梯队

中的新增长点。

日前IDC发布的《中国公有云

服 务 市 场（2021 三 季 度）跟 踪》

（laaS+PaaS）佐证了这一势头。报

告显示，中国移动旗下移动云的市

场份额排名再进一位，位列第七，

收入达11.58亿元；中国电信旗下的

天 翼 云 市 场 份 额 则 同 比 增 加

1.22%，收入达32.25亿元，继续紧跟

阿里、腾讯、华为之后，位列第四。

值得注意的是，移动云以后起

之秀身份在两年内近乎狂飙式增

长。IDC数据显示，2020年第四季

度，移动云的市占份额尚排在第

十，而到了 2021 年，则每季度前进

一位，从第一季度第九、第二季度

第八到第三季度第七，其中，在

2021 年 三 季 度 ，同 比 增 速 达 到

135%，环比增速业界第一。

而这种突出表现也并非移动

云一家，公开财报显示，早在 2020

年，中国电信天翼云营收就达到

111.75亿元，同比增长58.42%；中国

移动云营收 91.72 亿元，同比增长

353.80%；中国联通沃云营收则达到

38.4 亿元，同比增长 62.71%。三家

增速均超过同年国内公有云30%的

平均增长率。

“跟国外不同，国内大中型企

业上云比例较低，这给了运营商发

展云业务更多的机会与空间。”

Strategy Analytics 无线运营商战略

高级分析师杨光向《中国经营报》

记者表示，随着国内企业上云步伐

加速，运营商的云业务份额有望进

一步提升。

本报记者 郭梦仪 北京报道

凭借《红海行动》、《中国

机长》以及《长津湖》系列电影

的大卖，押注国产历史题材、

战争题材的博纳影业成为近

年来国内最受关注的影视公

司之一。猫眼专业版数据显

示，由博纳影业主投的《长津

湖之水门桥》在春节档继续领

跑，截止到 2 月 10 日，电影总

票房30.83亿元。

一位制作公司的业内人士

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国产历史题材在商业

电影中属于一种对成本的掌控

力相对较强的品类，而且相关

部门在此类题材的档期安排和

审核速度上也会给予相应的便

利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博纳

影业近年来作为出品方制作了

不少成功的电影，但自从 2020

年11月其在A股的上市申请获

得有条件通过后，上市时间却

一直被搁置。

根据其在2020年公布的招

股书，发行和影院业务是博纳

影业的主要营收业务。博纳影

业的影院战略早在计划A股上

市时便开始，其当年计划募集

资金18.9元，其中有8.2亿元用

于影院扩张。

但在发审委提出相关意见

后，博纳影业迟迟没有回复。

此外，从 2020 年至今，博纳影

业也未在公开场合提出发展

影院的战略。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影院

建设的高峰期早就过去，博纳

影业未来可能不会在影院上继

续发力。

针对上述问题，记者致电

致函博纳影业方面，但截至发

稿前，博纳影业未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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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运营商强势搅动中国公有云市场 《长津湖》系列大卖背后：
博纳影业“荆棘上市路”

博纳影业近年来投资出品

最成功的国产历史题材电影可

以追溯到 2014 年。当年其出

品的《智取威虎山》获得了总票

房8.83亿元的好成绩。博纳影

业2017年递交的招股书显示，

2014 年和 2015 年两年，《智取

威虎山》为公司带来了约1.5亿

元的毛利润。

此后，从 2016 年的《湄公

河行动》到最近的《长津湖》系

列电影，博纳影业开始主推此

类题材的电影，并成为了公司

的投资发行业务的重要支柱。

上述业内人士透露，国产

历史题材电影虽然在前期制定

剧本和选择主创人员时较为麻

烦，但后期制作相比其他商业

电影来说更短。

“比如，《长津湖》用了五年

的时间打磨剧本，开拍前期筹

备了9个月。要不是拍摄遇到

了疫情，其实后期的速度会更

快一些。”该人士表示，《长津湖

之水门桥》的拍摄则是在拍《长

津湖》的时候就拍摄好了，后期

补拍只用了12天，立项则是在

2021年11月15日，到2022年1

月 22 日才获得公映许可开始

排片，2月1日上映。“刚获得公

映许可就上映在其他商业影片

中不多见。”另外，此类电影更

加方便控制成本，尤其是占据

成本最大部分的演员片酬。

而押注国产历史题材、战

争题材，博纳影业能赚多少钱？

根据博纳影业招股书写

道，整个票房收入的分账模式

为：影院方先除去票房中 3.3%

的特别营业税，以及5%的电影

事业专项资金，扣掉自己（即影

院）分得的分账票房后，再给到

院线。院线方扣除相应的服

务费再给到华夏电影和中影

数字，两者扣除相应的发行服

务费后给到宣发公司。宣发

公司大概需要扣除 10%~15%

的佣金和预先垫付的发行费用

后，剩余的才是出品方能获得

的票房收入。

根据猫眼专业版显示，截

至目前，《长津湖之水门桥》的

累积票房中，有 52.27%属于影

院，大概为16.11亿元，片方（即

出品方）为 39.10%为 11.09 亿

元。该片的主要出品方与此前

的《长津湖》相同，一共有七家。

对于博纳影业到底能获

得多少票房收入还未知。“每

部影片各家出品方的投资比

例都不尽相同，这是投资时双

方协议的结果。”上述知情人

士说道。

以此前博纳影业较为成功

的《红海行动》（票房36.5亿元）

和《中国机长》（票房 29.12 亿

元）来看，这两部影片均是博纳

影业主要参投并负责发行。

2018年的《红海行动》博纳影业

的主投份额为 31%，投资毛利

润为 2.02 亿元，投资毛利率达

到 60.39%，发行毛利润 2.95 亿

元，投资发行毛利润占当年总

毛利的57.6％。

而《中国机长》博纳影业主

投份额为 61.24%，投资毛利润

为 2.62 亿元，投资毛利率高达

69.39%，发行毛利润为 5.57 亿

元，投资发行毛利润占2019年

总毛利的43.58%。

作为传统以“组网+连接”业务

见长的电信，运营商，最初进军公有

云领域时并不为业界所看好，尤其

是在阿里、腾讯等巨头已经抢占先

机布局的情况下，运营商的市场空

间被压缩。

但如今运营商云得以逆势突

围，个中缘由，一位国内公有云厂

商负责人向记者分析指称，上“云”

先得有“网”，后者是前者的基础资

源，而这往往是运营商的强项，这

也给运营商推销云业务时提供了

优势。

“企业上云，尤其是政企上云，

往往是需要一体化打包服务，这

也让拥有网络资源的运营商更容

易说服企业使用其云服务。”C114

通信网主编周桂军向记者表示，

IDC 机房是云的底层单元，而三

大电信运营商拥有目前全国一半

以上的 IDC 机房，这也是运营商

云业务能够快速崛起所不能忽视

的一大因素。

据移动云方面提供给记者的数

据显示，前者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

投资建设了N+31+×资源池、数据

中心等，中心节点覆盖13省份15节

点，边缘节点超 500 个，存储资源

1500PB，出口带宽4140GB。

“能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迅速

崛起，这些基础设施优势发挥了巨

大作用。”移动云有关负责人向记者

表示，这让移动云能实现云资源的

快速下沉及就近部署，具备了其他

云服务商难以比拟的业务特性和灵

活性。

值得注意的是，运营商在基础

设施领域的投入仍在加码。公开数

据显示，中国移动将在三年内新增

17.4万台服务器，2021年新增2.8万

台，2022年新增7.2万台，2023年新

增 7.4 万台；而中国电信则将搭建

30.8 万台服务器，在京津冀、长三

角、粤港澳、川渝陕等数据中心建设

约8.6万架机架。

此外，杨光认为，由于近年来

对于网络安全的需求提升，国资

背景的企业会更倾向于央企背景

的运营商云业务，这是国内独特

的云市场环境所决定的，而这也

进一步增加了政企市场对运营商

云的青睐。

“运营商云的快速增长总体还

是在预期内的。”杨光表示，尤其是

像移动云、天翼云这类目前仍有着

大量资金可以投入的运营商巨头身

上，增长优势会显得更加明显。

基础设施优势凸显

对于运营商云业务的增长前

景，业内也更多表达了乐观。周桂

军表示，运营商云的投入还在增长，

尤其是移动云，相比天翼云发力较

晚，体量也还较小，短期内仍会有较

大的上涨空间。

杨光则表示，国内公有云处于

增量市场阶段，企业上云需求也很

旺盛，这一背景下，运营商的增长前

景不会有太多悬念。

Gartner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

年至2023年，全球公有云市场的年

均复合增速将达到14.7%，其中中国

公有云市场的情况会远好于全球市

场情况，年均复合增速将达到25.3%，

领先全球市场10.6个百分点。

而 IDC 发布的最新数据也证

实，2021 年第三季度中国公有云

IaaS+PaaS 市场规模为 359.2 亿元，

而2020年同期为242.51亿元。

不过，稳定的增长势头却未能

打消业界对运营商能否把云做好

的疑虑。杨光便直接指出，从国际

经验来看，运营商要做好云这块业

务还是很难的。“运营商虽然手握资

源优势，但软件和应用的研发能力

却一直是其短板。”杨光表示，在这

一点上，全球运营商都不例外。

记者注意到，以美国市场为例，

AT&T、Verizon 等头部运营商都选

择了与云巨头微软 Azure、亚马逊

AWS、谷歌云合作的模式来发展云

网业务，自身只负责网的部分，而云

的部分则交给云厂商，以实现更好

的能力匹配。

在此背景下，运营商需要向资

本市场展示更多能够做好云业务的

证明，而在国内市场，运营商已经开

始留意到这一问题。移动云方面向

记者表示，技术创新方面，目前公司

已累计申请专利超过1000件，牵头

或参与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近 20

项；服务方面，则加大了各地本地化

专业服务的支撑，实现了全国范围

内云服务 100%覆盖。目前服务客

户数量已经超过百万。

“归根到底，这还是取决于未来

能否做好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杨光

表示，从现状来看，运营商不缺资

金，也不乏动力，能否在未来持续增

长，除开产业本身的增势助推，更多

还是要依靠自身。

增长无碍，做好较难

与其他影视制作公司一

样，博纳影业也同样采取产业

链的垂直布局，覆盖上游到下

游，涵盖影院、院线、发行、投资

出品等多个环节。

根据博纳影业招股书上，

2019 年公司的投资营收为 9.8

亿元，但发行营收为 9.6 亿元，

影院业务则为 11.57 亿元。为

了扩张投资和影院业务，博纳

影业一直谋求A股上市。即便

是现在，博纳影业似乎也没有

放弃。

2021年12月29日，在2021

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论

坛圆桌对话中，博纳影业CEO

于冬发言：“现在影视公司上市

比登天还难！”他还表示，“向市

场拿钱，这是我们行业的唯一

生存之路”。

自2017年9月首次提交招

股书开始，于冬开始带领博纳

影业向 A 股上市的目标努力。

但2019年，受资产评估机构被

立案调查的连带影响，博纳影

业IPO审核一度“中止”。2020

年 8 月 ，博 纳 影 业 更 新 招 股

书。2020 年 11 月 5 日，博纳影

业登陆A股获发审委“有条件”

通过。

事后，监管更是发出审核

意见追问，要求公司结合 2020

年1月~10月业绩实现情况，进

一步说明 2020 年盈利预测是

否谨慎客观，是否具备实现的

基础。一位不愿具名的证券

人士告诉记者，至今博纳影业

没有上市，很有可能是因为

2020 年 全 年 实 际 业 绩 乃 至

2021 年 上 半 年 业 绩 都 不 理

想。如果业绩有所改善的话

获批是有可能的。

但即便是获批，在刘帆看

来，博纳影业的“影院梦”也难

以实现。随着疫情的进一步

日常化，关停和上座率较低已

经成为各家影院经营下降的

“不可抗力”，“今年春节档的

提价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个。”

刘帆说，而这样的业务在业绩

被质疑的博纳影业来说并不是

一个优质资产，有可能为了上

市，博纳影业还需要剥离这部

分影院业务。

坎坷的上市路

自身转型倒逼

对运营商而言，传统管道商的

角色定位如今已渐趋淡化。寻找

新的业务增长点完成转型，成为运

营商最迫切的任务，而建立在网络

资源基础上的云业务，成为运营商

落子的重点方向。

“在语音、移动电话等这些传

统领域，业务基本已接近饱和。”周

桂军表示，这也意味着这些业务成

为存量市场，而这种竞争是内卷化

的，用户增减只会在三大运营商之

间流转，而这并不是正向的信号。

记者注意到，以单位电信业务收

入为例，三大运营商从2010年起便开

始出现下降，进入2014年后，由于提

速降费，这一进程加速，其中2014年

降幅约14.8%，2015年降幅达23.8%，

2017年更是接近40%。而到了2021

年前三季，这一数字达到约15.3%。

传统业务增长的乏力，也倒逼

三大运营商加速开启了转型进程，

而“云网融合”成为重要途径之

一。在 2021 年末举行的中国移动

全球合作合作伙伴大会与天翼展

会上，中国移动与中国电信都公开

将目标对准了云网战略。电信分

析师付亮此前向记者表示，虽然三

家运营商都提出了不同的战略名

称，但在发力云网方面，都有着一

致的转型目标。

2021年中期财报显示，中国移

动 营 收 443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8%。净利润591.18亿元，同比增

长6%。其中移动云收入97亿元，同

比增 118.1%。中国电信营收 2192

亿元，同比增长13.1%。其中天翼云

收入为140亿元，同比增长109.3%。

“上云是切入B端市场的最好

方式之一，这也让运营商找到了

新的收入来源。”杨光表示，在回

归 A 股后，运营商更是亟须寻找

到新的业务叙事来说服资本市场

下注，这也进一步推动了运营商

对云的投入。

押注国产历史题材

按照“361”的绩效评分制度：

3.75-5分的员工占30%，3.5-3.75分

的员工占60%，3分-3.25分的员工占

10%。员工年终绩效为3.25分或以

下，则会被取消年终奖和晋升机

会，连续 2 年绩效评分低于 3.25 就

会面临被辞退，末尾淘汰制一度被

认为是导致阿里员工“996”的最大原

因之一。

在崇尚KPI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中，字节跳动成立不到一年，就开

始推行OKR管理系统。在这套体

系中，O 表示目标（Objective），KR

表示关键结果（Key Results），它强

调将公司的大目标分级拆解为每

个员工的工作目标。

“与 KPI 不同，OKR 更关注项

目运行的关键点。”李好解释，就手

上的项目而言，会拆解成你要实现

目标的重点节点，比如提升品牌知

名度，所在行业的价值和社会价

值，“当然最终这些也是有具体的

数字指标”。

在李好看来，KPI 更像一个总

目标，OKR则是将总目标拆解成更

精细化的重点内容，更像是一个指

导大纲，如果按照 OKR 的指引每

一个关键节点都做到，最后的大目

标也就能够实现。

“相比末尾淘汰制，OKR还有

一层好处，避免了人为因素可能存

在的不客观。”一位阿里前员工告

诉记者，打分就难免涉及到人情、

远近亲疏。

开始放慢速度的互联网显然

需要更长远的眼光来拒绝“躺平”，

“更多的人才引入和良性竞争环

境，加上真正能够给员工带来归属

感的企业文化，才能激发工作的积

极性。”张书乐认为。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孟

博认为，从劳动者角度看，倘若工

作时间与生活时间不平衡，身心健

康会受到影响；从企业层面看，一

味延长工作时间，而不是把精力用

在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员工工作效

率上，结果可能背道而驰；如果继

续任由非正常的加班文化蔓延，对

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都将是

一种伤害。

张 书 乐 则 指 出 ，“ 尽 管 短 期

会摊薄收益，速度放缓，但在野

蛮生长状态下的互联网本身也

需要逐步调节速度，来激发创造

性，而不是逼迫或压迫员工的剩

余价值。”

C1上接

中国移动将在三年内新增17.4万台服务器，2021年新增2.8万台，2022年新增7.2万台，2023年新增7.4万台；而中国电信则将搭建30.8万台

服务器，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川渝陕等数据中心建设约8.6万架机架。

传统业务增长的乏力，也倒逼三大运营商加速开启了转型进程，而“云网融合”成为重要途径之一。

以美国市场为例，AT&T、Verizon等头部运营商都选择了与云巨头微软Azure、亚马逊AWS、谷歌云合作的模式来发展云网业务，自身只负

责网的部分，而云的部分则交给云厂商，以实现更好的能力匹配。

三大运营商的云业务增速均超过同年国内公有云30%的平均增长率。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