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郑州市陇海西路 80号 邮编 450006 广告经营许可证：4101003000030 新闻监督电话：67655756 总编室 67655526 印刷：郑州日报社印刷厂 67655623 印刷厂地址：郑州市工人路 30号
办公室 67655506 采访中心 67655633 编辑中心 67655757 文体中心 67655768 周刊中心 67655728 区域中心 67655026 广告经营中心 67655668 传真 67655766 月价 12元 全年 144 元

2009年3月10日 星期二
主编 杨韫泓 编辑 乐天 校对 淑娟 版式 唐唐A32

上个世纪90年代，一盘正版磁带要卖十元
左右。在那时，已经算是价格不菲了。到 2000
年左右，一张像滚石这样的大唱片公司出的
正版 CD 就要六七十元甚至更高，这对于那些
还没有参加工作的学生们来说根本就是天
价。虽然最近几年正版唱片的价格有所回
落，基本保持在 30元左右，但是对于一般工薪
阶层来说，买正版唱片依然是一件有些奢侈
的事情。

王珏是著名歌唱家朱明瑛的儿子，曾在美
国主攻音乐八年，随后回国创立了明瑛唱片有
限公司。记者昨天拨通了他的电话，请他谈谈

唱片业目前的主要问题。王珏告诉记者：“在
我看来，传统唱片业面临的一个最主要问题就
是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当时很多像索尼这样
的大唱片公司提倡的是品质和价格要向国际
接轨，结果一张正版 CD在国内市场能卖到 80
到 100元人民币，这个价钱和美国的唱片价格
差不太多。可是这些抬高价钱的大唱片公司
只想到了价钱要和国际接轨，他们没有想到中
国普通工薪阶层的工资还远远没有和国际接
轨。我们的工资比美国人低那么多，按照这个
比例，我们的唱片价钱却和别人差不多，消费
者当然感觉承受不了。”

音像店里
正版唱片有时只是摆设

查先生开的音像店位于郑州市
黄河北街，他的这家店已经有很多
年了，由于货品全，加上老板查先生
本身就是一个音乐、电影发烧友，让
他的店在郑州小有名气。记者发
现，就是在他这样的一个郑州“名
店”里，也有一些盗版产品。不过他
这里的盗版有些比正版还受欢迎，

“因为有些盗版商也是很有头脑的，
像欧美的一些唱片，在国内正版引
进的时候，有时会删改一些内容。
但是一些老到的盗版商会保留专辑
的原汁原味，价钱不贵，又有品质保
证，当然有人买了，我就是卖盗版也
是卖有品质的盗版。像早几年国内
广州一家盗版商出的‘小黄标’系列
CD，很多都是正版唱片不引进的，很
多发烧友在收藏他们的东西，做得
也很好，只是现在不再出了。”

记者听说有些正版唱片采取的
是代销制，店家卖不完是可以无条
件退货的，这就导致很多精明的店
主只是进一些正版唱片当样品和摆
设，反正卖不出去可以退货。当记
者向查先生求证这种情况时，他表
示，这是很多店的“公开秘密”了，但
是自己很少这样做：“很多店之所以
那样做，是因为怕压货卖不完，加上
正版成本高，他们就采用那种办
法。我这里因为很多顾客都是发烧
友，我都了解他们的喜好，一般不会
积压的。”

岁月流转，音乐是记录一个时代的语言。当一曲曲难忘的旋律在耳畔响起时，唤起的是我们心底的涟漪。
近日，曾经捧红毛宁、杨钰莹等歌手，曾在国内音像界叱咤风云的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正式破产，让不少音乐人
唏嘘不已。其实，老牌影音公司广州新时代的破产只是如今整个唱片市场走向衰落的一个缩影，黑胶唱片、磁带
已经基本退出我们的生活了，就连CD也正被MP3、彩铃等逼到角落。记者近日调查采访了很多唱片行业的业
内人士，发现现在多数唱片公司都是在如履薄冰中前行。与此同时，流行音乐产业超越单一唱片模式、走向多元
化生存的新一轮洗牌大幕已悄然拉开。 晚报记者 王冉

任何一个行业，一旦无法培养出消费者的
良好消费习惯，必然危机重重。普通百姓觉得
正版唱片价格太高，但是生活中又不可能缺少
音乐，于是这恰恰给了盗版商一个巨大的利润
空间。在网络还没有普及的时候，盗版确实是
无孔不入，买盗版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习惯。甚
至不少消费者根本不知道盗版和正版有什么
区别，在他们看来五元、十元的唱片也是听，五
十、六十元的唱片还是个听，何必要多花冤枉
钱。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其实盗版之所以非
常猖獗，背后还隐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潜规
则：有些正版商和盗版商早已经联手，盗版商

的盘就是正版商给的，如果盗版商的盘在半路
被查获，正版商还会给他们出材料证明，盗版
商只要躲开工商税务就行了。当记者就此向
王珏求证时，他表示：“具体的盗版和正版怎么
联手我不敢说，但是有些有点职业素质的盗版
商还是会向唱片公司交版税的，我当年出的个
人专辑市场上就有15个版本之多，但是给我们
交版税的只有寥寥的几家。其实盗版商在盗你
的唱片，本身也是在给你铺市场啊。只有有市
场的唱片，盗版才会去盗的，他们也有选择的。”
那是不是换句话说，就是盗版盗你的唱片也是
看得起你？“对，就是这个道理。你像早几年刀郎
的歌，完全就是盗版捧红的。”王珏肯定地说。

如果说早些年盗版给了唱片公司巨大的
打击，那么现在网络上的各种下载更是让唱片
公司雪上加霜。其实现在大家去逛逛音像店就
会发现，盗版唱片已经远远没有几年前那么泛
滥了，这其中的原因也很耐人寻味。王珏给记
者分析：“盗版商都是一些非常有市场头脑的人，
现在网络下载太方便了，很多歌曲直接在网上
点击就行了，本身买唱片的消费者人数就大大
下降了，他们何必再去费劲做盗版呢。就连很
多盗版商都改行了，他们都没劲做唱片了。”

现在铺天盖地的网络下载甚至让人怀疑
到底 CD 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那么数以万
计的彩铃和歌曲下载，到底有没有给歌手和唱

片公司带来新的春天呢？相信音乐的宣传部
主管赵小姐告诉记者：“现在国内的网络歌曲
下载都是免费的，只有彩铃下载是收费的。但
是唱片公司从中收益多少，要看他们和移动、
联通这些通信商，或者是和 SP经营商，包括门
户网站之间签的协议了。因为这个协议都是
存在弹性的，没有刚性规定，所以更多的时候，
尤其是新歌，要看唱片公司和通信商等几方对
歌曲的判断了。如果唱片公司本来没对这首
歌抱什么希望，看不到赚大钱的潜力，就直接
把它卖断给通信运营商了，那么这个费用是一
次性付清的。以后无论这首歌的彩铃下载率
有多高，唱片公司一分钱都拿不到了。”

因为国内彩铃下载等方面的制度都还不
太健全，导致很多唱片公司和歌手的利益得不
到有效保障，加上唱片市场本身的萎缩日益加
重，唱片公司制作的唱片已经不能有效地转化
为生产力了，这本身就已经背离了唱片公司的
初衷。那么现在各个唱片公司主要靠什么来
维持呢？华纳唱片的老总许晓峰在接受记者
电话采访时说：“现在连我们这样的大唱片公
司都在做歌手的演艺经纪了，歌手们的演出、
广告等活动收入已经成为唱片公司的主要收
入来源了，因为光靠做唱片是根本不行的了，
现在的市场逼着你必须做捆绑式经营销售了，
开发衍生产物。目前网络下载泛滥，你说如果
一首歌下载一次收 5毛钱的话，那么全国十几
亿人下载，这将是一个多大的数字，但是现在
非常要命的是网络歌曲下载全部免费，我们就

没有办法了。”
“现在的唱片行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

环了，唱片公司从唱片本身得不到有效的经济
利益，那么词曲作者自然也就分配不到很好的
劳动回报。劳动回报低的话，这些创作者的创
作热情必然要受到影响，他们没有积极性，就导
致好作品越来越少。但是唱片公司还是要生存
呀，那么就要发展歌手的演艺经纪，没有太多好
的作品，那就只有靠包装来提高歌手的身价
了。如此一来，这个行业就越来越浮躁了。”许晓
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

摩登天空老总沈黎辉说，将来如果在网络
下载、卡拉 OK 等衍生领域的版权收费真正实
现，各公司自身拥有的唱片曲库将成为盈利的

“宝库”，但是现在看来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
现的。

与国际接轨 正版唱片有点贵

网络下载铺天盖地 唱片盗版商也改行了

盈利点在碟外 演艺经纪成支柱

别让唱片变成传呼机
依稀记得当年罗大佑在谈到自己创作

那首经典的《童年》时，曾对媒体说那首歌他
一直写了5年，期间反复修改酝酿。放眼现
在的乐坛，有哪位创作者会花费几年时间埋
下头写一首歌的。如今很多歌迷都在抱怨，
每年的唱片发行总数不少，可是值得掏钱买
的唱片越来越少，铺天盖地的歌曲越来越
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好歌却没几首。当年天
王刘德华、张学友们发个唱片轻松就能获得
八九十万的销量，现在就连流行乐坛上“独
孤求败”的周杰伦每张专辑也只是维持在二
三十万销量的水平，就是这个数字还经常被
业内人士质疑。

现在国内的唱片公司制作一张唱片是
要冒一定风险的，高成本，低回报，甚至有时
候会变成是零回报，这样一来他们一般都不
敢再轻易投资传统唱片了。投资越来越少，
创作人的激情自然降低，好作品自然越来越
少，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作为歌手来
说，没有好的作品当然可怕，所以唱片公司
打造他们的时候就只有靠包装和炒作了。

买唱片的人越来越少，唱片的多米诺骨
牌正被推倒，真不知道有一天传统唱片会不
会像曾经热闹一时的传呼机一样，从我们的
生活中消失。

[ 三言两拍 ]

[ 本地延伸 ]

“

”

现在网络下载太
方便了……就连很多
盗版商都改行了，他
们 都 没 劲 做 唱 片
了。——王珏（明瑛
唱片）

现在的唱片行业
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
循环了……那就只有
靠包装来提高歌手的
身价了。如此一来，
这个行业就越来越浮
躁了。——许晓峰
（华纳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