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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的真相 

朱翊/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二年級 

111年全國夏季學院所修課程：影視幕後的商業運作 

------------------------------------------------------------------------------- 

電影，是大眾的休閒娛樂，也是我的生活最佳調劑。你可曾想過，電影是如何被選擇？

即便被觀眾唾棄的電影，也是在無數劇本中萬裡挑一？暗自期許未來能在影視界闖盪出一番

成績的我，對於影視相關的一切，包括電影、戲劇、音樂，都抱持高度興趣。在瀏覽夏季學

院的課程時，這門「影視幕後的商業運作」隨即吸引我的目光，毫不猶豫地按下報名，滿心

期待接下來的課程。 

 

觀眾喜歡的電影就是好電影嗎？ 

學者們曾以音樂串流平台的排行榜做實驗，在不同的實驗組裡，不同歌曲被設計為排行

榜中的第一名，名次依下載次數計算，如 A組中 A歌是第一名、B組中 B歌是第一名，以此

類推。結果發現，不同組別的歌單雖然相同，但名次卻大相徑庭，而每組的第一名，又會大

幅領先第二名。或許我們都有在日常生活中發現此現象，但馮教授則以更專業的角度頗析原

因脈絡。原因一是受社群影響，「從眾」可說是人類的本能反應。從眾並非盲從，而是出於

理性計算。當你選擇去聽大家都正在聽的歌，將有利於社交生活，你聽的歌、看的電影都能

成為話題。有時我們並非出於自身喜好去聽這首歌、看這部電影，而是「共享經驗」的感

受，與朋友有共同話題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二是超級巨星效應，俗稱第一名永遠是第一名。

大家只想看最好的，若只有一部電影的時間，在沒有特殊偏好的情況下，自然會選擇最熱門

的電影，因而塑造了累積優勢。這也是為什麼，影視作品要在第一時間花大量行銷費用，衝

到第一名，如此才能持續拉開與後面名次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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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錢還是自由？ 

本課程的馮教授在創意產業的經驗相當豐富，不論在出版社或影視製作公司皆有參與幕

後運作。他說，創意產業是創作者、投資人間的合作與衝突。創意如何帶來產值？創作者手

邊的計畫一定會虧錢，但具有藝術價值，怎麼辦？若空有創意沒有商業價值就只能是實現個

人理想的藝術了。投資人的目標是錢能回收，因此許多創作者無法隨心所欲，必須貼近大眾

口味。若創作者堅持創意自由，那他可能會面臨金援匱乏、行銷力度不足、觀眾稀少的窘

境。但是有沒有可能，創意自由的作品更能吸引觀眾呢？ 

應運而生的，是製片公司風險管理的兩種典型。其一，是為人熟知的大型製片公司如迪

士尼、華納等，擅長以大預算、豪華演員陣容刺激票房。其二，是規模較小的獨立製片公

司，如布倫屋。聽完馮教授對布倫屋製片公司的商業模式分析，我不禁大為驚嘆它竟能在好

萊塢反其道而行，創造出超越漫威的利潤比。布倫屋以製作低預算恐怖片聞名，其創辦人

Jason Blum認為低成本能有效降低風險，使布倫屋敢於創新。布倫屋給予導演全權自由，要

付出的代價是，導演最初的基本薪資較低。不同於大型製作公司在拍攝電影前先談妥導演的

薪資，布倫屋則是若票房佳，導演能拿到的票房分潤就會高，即所有製作團隊皆要一起承擔

票房，將風險轉嫁給導演和明星。乍聽之下，是很有吸引力的選擇，然而經馮教授的調查，

他發現隨著導演年紀漸長，多數會選擇薪水高、有保障的製片公司，布倫屋通常是導演推銷

自己作品的最後一站。如果你是導演，你要錢還是自由呢？ 

 

創新一定能成功嗎？ 

近年來，使用 OTT影視串流平台的風潮盛行，再加上受疫情影響，訂閱戶更是不斷成

長。然而，看似前景一片光明的串流平台，沒有遇到任何阻礙嗎？以 Netflix為例，自 1997

年以 DVD租賃起家，隨後轉型為線上串流平台。線上串流在當時十分創新，當 Netflix欲跨

足投資電視劇時，其實飽受質疑和挑戰。過往製作公司習慣將作品賣給傳統廣播電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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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線性播放為主、中間穿插廣告，並搭配不同窗口期以擴大觀眾數，賺取收益。Netflix的

受眾則以訂戶為主，且劇集全集同時上映，而非每週放映一集，使行銷上沒有試錯空間。與

還未成名的 Netflix合作是否會降低該劇於全球的地位與聲量？製作公司要選擇傳統高收視

率主流電視台，還是新創媒體？最終，《紙牌屋》成為 Netflix投資的首部電視劇，也成為

首部獲艾美獎提名的網路電視劇，成功開啟 Netflix投資影視作品之路。 

經歷幾年風光後，Netflix股價卻於今年重挫。其中原因包括訂閱人數達飽和並下跌；

創作內容出現軍備競賽，砸重金投資影集，訂閱費卻無法支應高額成本。反觀傳統媒體，如

派拉蒙（Paramount Global），逆勢成長外更受到巴菲特的青睞。派拉蒙是一家身兼多種角

色的大型傳媒企業，擁有全方位通路和片商。同一部電影，派拉蒙能先於電影院放映、接著

於電視播出、再放上串流平台，有效針對不同觀眾差別取價，這即是「窗口期」，想盡快欣

賞電影的觀眾必須買電影票；願意等待的觀眾，可以等到後續窗口時付較低費用觀看。此特

性是 Netflix所沒有的，Netflix電影不進入電影院，反倒畫地自限僅供訂戶觀看。更有調

查指出，電影常上映兩個月後便乏人問津，沒再接觸到新觀眾。現在，Netflix正在轉型，

準備推出廣告版、以高低價區分的訂閱方案。這不禁使我反思，創新是否最後還是倒帶回傳

統的商業模式呢？ 

 

娛樂的真相 

這門課大大顛覆我對影視產業的想像，聽著馮教授解說不同的商業模式、案例分析，皆

讓我對娛樂背後有更深層的理解。教授時常透過提問刺激我們思考，出乎意料、違反常理的

答案，更顯現影視產業的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