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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老板重金保原创

在业内，土豆网被
公认为最重视原创的视
频公司。与原创力量保
持密切关系，除了沟通
顺畅外，利益保障也是
很重要的因素。

“感性地来看，我认可土
豆的精神和王微。”周伟说起
了当时从优酷跳槽到土豆时
的原因。

2008 年开始，土豆主办
互联网视频领域最大的原创
展会“土豆映像节”，每届均
汇集近万部作品，获奖作品
将由土豆官方帮助提交到全
世界最大的独立电影节圣丹
斯电影节参赛。

一位土豆的投资者表
示，土豆映像节表面上是个
品牌活动，但投资人更看重
其 背 后“ 支 持 民 间 自 由 表
达”的精神实质。从这一点
意义来说，土豆映像节自比
为“华语圣丹斯”，二者更为
相似的可能是“独立自主”
的原则。

重视原创，在土豆的流
量构成中也有明显表现。土
豆网 CEO 王微在 2011 年底
曾披露，土豆网来自 UGC
（用户生成内容）的流量高达
45%，接近一半；而作为该领
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优酷的
这一比例是三分之一，收入
只有五分之一。

颇具文艺气质的王微，
在视频制作者中很有人缘。
某届土豆映像节大奖获得者
表示，王微人很不错，对视频
的拍摄很了解，自己也曾经

写过话剧，跟他沟通基本没
什么障碍。

王微曾私下解释过土豆
对原创视频制作者的扶持措
施：土豆对UGC内容和参加
土豆映像节的作品一直都有
收入分成的计划，UGC 页面
上的广告会与原创者进行分
成；为了提高在整个视频产
业链中的影响力，土豆的很
多措施并不单单针对视频制
作者，还吸引摄影、插画、美
工等岗位人才共同进入其孵
化器平台。

这种浓厚的原创氛围吸
引周伟从优酷跳槽到了土
豆。“当时感觉，王微是个真
心做视频的人，商业气息不
那么浓，很理想主义。受他
影响，公司也有创业公司的
气息。”

投奔理想主义公司的代
价是期权的损失。周伟跳槽
时，优酷已经上市，但员工的
期权由于锁定期的关系，都
无法变现。由于土豆网是直
接竞争对手，周伟在优酷的
期权自动被放弃了。

成本剧增广告收
入上不去

高投入并未带来高
回报，王微所强调的原
创精神和扶持 UGC 政
策，导致公司财务进一
步恶化。

同 为 土 豆 员 工 ，于 宏
对于公司的一些做法并不
理解。

在优酷土豆宣布合并之
后，美股投资网站 i美股制作
的一张双方经营数据对比图

在网上广泛流传。于宏看到
这张图后直叹气，“我们的营
销和销售成本比优酷多了
6000 万，广告收入却差不多
只有人家的一半，少了 4 亿
多。这个比例算下来，跟当
年酷6也差不多了。”

对比优酷、土豆 2011 年
财报可见，2011 年土豆广告
收入 4.4 亿元，营销与销售
成本 2.9 亿元，其比例虽然
略好于酷 6，却比优酷的收
入 8.6 亿元、成本 2.3 亿元相
差甚远。

“合并之后虽然说不裁
员，但销售和广告团队迟早
会有变动。成本与收入的比
例放在那里，古永锵是互联
网界第一财务高手，不可能
对此视而不见。”于宏说。

让于宏不爽的，不仅仅
是纸面上的数字，土豆高层
的频繁变动，也让身在基层
的他受到了震动。2010 年
后，土豆有案可查的高管变
动记录包括，首席财务官、首
席内容官离职，首席技术官
甚至两易其人。

一位国内电子商务网站
的工程师表示，由于 CTO
（首席技术官）变动频繁，因
此土豆在技术队伍建设上难
免有些落后，“国内第一家视
频网站，甚至到现在都还不
能完全解决流畅观看的问
题，也难免被优酷反超，而且
差距越来越大了”。

王微所强调的原创精
神和扶持 UGC 政策，在理
想主义者看来，的确是具有
长远眼光的政策，但在公司
财务上，却导致报表进一步
恶化。2011 年，土豆的带宽
成本上升到总营收的四成

多，相较前一年的占比三成
大幅度上升；但收入上并未
带来同样比例的上升，2011
年全年营收却仅增加了不
足七成。

“王微的文艺气质可能
让他能吸引来大量原创作
者，但来了这么多内容，广告
收入上不去，又有什么用？”
于宏说。

现金不到9亿陷入窘境

成本增加的速度已
经高于营收增加的速
度，可能在盈亏平衡点
到来前，土豆网就将再
次烧完融资。

作为土豆的老对手，优
酷由于赶上了中国概念股
上市的最后窗口，又及时在
股 价 高 点 增 发 ，截 至 2012
年初，手中还握有 37 亿元
现金。

相比之下，土豆由于王
微离婚案错失了上市最好的
时机，在 2011 年 8 月初曾进
入仅余一亿多现金的窘境。
其后，虽然成功上市融资，但
到当年底只保有不到 9 亿的
现金。

王微在一次演讲中曾
回忆自己克服恐惧的方式：
在 2005 年土豆网即将上线
时 ，程 序 部 分 仍 然 有 几 个
BUG，世界上还几乎没有视
频 网 站 这 个 业 态（Youtube
当时虽已成立，但产品比土
豆晚上线一个月），用户在
哪儿全然不知，这个产品是
否能等到用户们熟知之后
再发布？让王微最后决定
当时发布产品的决定性动

力是：已经付了 800 元的新
闻稿发布费，不能退了。

“把自己逼到多花一块
钱、多滞留一分钟都凶险的
绝境，是另一种克服恐惧的
方法。”王微说。

在土豆上线 7 年之后，
王微再次把自己逼到了多滞
留一分钟都凶险的境地，这
次他克服恐惧的方法，是将
亲手创建的公司出售给最大
的竞争对手。

视频行业整体盈利无门

烧钱是中国视频行
业的特点，广告收入虽
然在逐年上升，但远远
无法支撑带宽成本。

对于与于宏相似的责
问 ，王 微 曾 经 表 达 过 他 的
看法。

土豆网刚创立不久，一
位互联网界的前辈曾对王
微 表 示 ，视 频 网 站 没 有 未
来。他计算了文字网页的
成本与广告的成本发现，后
者的收入足以支撑甚至超
过 整 个 网 页 的 成 本 投 入 。
但是视频不一样，它对带宽
的要求远远高于文字，而在
制作成本上，视频需要投入
的时间和精力相比文字，更
是需要指数级的增长。这
远远无法靠广告收入支撑。

对此，王微认为，用文
字网页来与视频对比，是选
错了参照系。他选定的参
照系是电视广告。2011 年，
中国的电视广告总额 5100
亿，占全中国的广告总额四
分之三，光中央电视台招标
总额就超过 126 亿。“这么比

起来，视频网站的广告价格
远远低于电视广告，但二者
的媒体属性是一致的，网站
比电视还多了海量、互动等
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此消彼
长，二者总有一天会交会在
一起。”

借着这个机会，王微还
反击了一下外界对他“文艺
青年”的定位：“（要多少年视
频广告价格能与电视广告价
格打平）这个具体数字我还
是不太方便给，但是我们是
做什么的？中国人老觉得写
写东西就是文艺青年，文艺
青年只有情感没有逻辑对
吧？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写
文章也是应该有逻辑的，绝
对是。我们做任何事都有
模型，从我开始关注视频行
业的第一天，那时候还没有
做土豆，我就已经有了一个
模型了”。

但是，王微没有回答一
个问题：视频网站靠什么获
得与电视规模相当的观众？

在早期，以 UGC 为主的
优酷、土豆和酷 6 以及其他
一大批视频网站，都游走在
版权的灰色地带，依靠“用户
上传”的避风港原则获得流
量与用户。王微曾回忆自己
与乔布斯的会面，“那次会面
简直是个灾难”。王微刚用
几句话介绍完土豆，乔布斯
就开始批评 UGC 模式：“这
是偷。”

与 乔 布 斯 的 会 面 在
2010 年，当年中国视频网站
之间的第一次正版大战刚
刚结束。王微在这个全球
IT 业最有权势的男人面前，
替中国所有视频网站的原
罪挨了一顿骂。

土豆嫁优酷：烧钱的宿命？
注重原创，土豆“为了理想亏了现实”；优酷为保视频业老大位置，溢价近两倍收购

“出大事了。”这个
感觉从上午开始，就一
直在周伟心里挥之不
去。他是土豆网的一
名普通员工。微博上
传言“视频业今天将有
惊 天 动 地 的 事 情 发
生”。公司三楼出现了
技术人员的身影，一会
引线，一会打光，调试
着视频通话设备。“这
是要和上海总部同步
开视频会议了。”

下午三点多，周伟
接到公司通知，五点钟
要开全员大会。下午
五点，谜底终于揭开
—— 优 酷 和 土 豆 合
并。那一瞬间，周伟的
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擦！老子跳了一年还
没跳出去！”

这一天是 2012 年
3月12日。一年之前，
周伟刚从优酷跳到现
在这家公司，土豆网。

■ 行业背景

优酷溢价保住老大位置

土 豆 的 宿 命 是
“卖”，但为什么买家是
优酷，是精于财务管理
的古永锵，其背后也有
必然。

优酷合并土豆的消息
传出后，两家公司的股价均
连涨三天，一反过去“收购
方股价下跌”的惯例。

一位资深风险投资者
点出了其中的奥妙：“表面
上看，古永锵用将近两倍的
溢价与土豆合并，好像付出
了很大代价。但首先这种
付出是股票而非现金，其
次，这次合并实际上消除了
优酷最大的‘马太效应丧
失’风险。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优酷不合并土豆，缺乏
现金与盈利手段的土豆还
会寻找买家。腾讯、百度甚
至搜狐都不缺钱，而且业务
都和土豆互补。他们中的
任何一家收购了土豆，直接
后果就是中国视频市场老
大易位。那时候优酷就将
丧失市场第一的‘马太效
应’光环。现在优酷合并了
土豆，拉大了跟竞争对手的
差距，如果没有更大的并
购，几年之内这个差距优势
将一直保持。一得一失之
间，古永锵其实并没吃亏”。

那么，王微是否吃亏了
呢？他曾在一个专业的投
资人聚会场合表示，“人有
人的命运，公司有公司的命
运。就像人一样，公司总有
死去的那一天。如果我们
只看结果，那所有的结果就

只有一个，死亡。在我们还
能做着梦、活在梦里的时
候，尽我们所能，做有趣的
梦。”

“你不能用成王败寇的
眼光来看待这件事”。周伟
也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主
义公司辩解。“比Youtube还
早上线一个月，坚持了七
年，从上百家视频网站的乱
战中生存下来，还坚持到成
功上市，这已经足以证明土
豆的含金量了。以前，媒体
喜欢用上市与否来衡量一
个公司的成败，但现在无论
是投资人还是员工，都有了
更多的退出方式，要评价一
家公司的成败，还是要看它
改变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B06-B07版采写
本报记者 阳淼

视频网站“血拼”版权
有视频行业人士称，“只要停止在版权上烧钱，马上就能盈利”

随着视频网站的上市，
依靠灰色地带获取流量的方
式已经基本行不通，各视频
网站大幅度提升了删除盗版
视频的力度。为了维持甚至
提升流量，获得广告主的肯
定，视频网站只能以巨资购
买正版影视剧和综艺节目，
走上与传统电视台类似的内
容建设之路。

纷纷加入版权大战

这条路注定成本高昂。
作为中国最早的三家视频网
站，酷 6 曾经一度与优酷、土
豆在 UGC 和长视频领域同
时展开竞争，其创始人李善
友还提出过“弯道超车”战
略，甚至要投入 3 亿元在正
版影视和带宽、新媒体方面
同时出击，改变当时的落后
态势。在坚持了一年之后，
以创始人出局、团队大改组
结束，新任 CEO 明确喊出口
号 ，要 做“UGC 领 域 的 第
一”，退出了版权大战的高价
战场。

但是留下来的竞争者更
有实力。百度投资的爱奇艺
高清视频网站，一入场即宣
称“只做百分之百正版的高
清长视频”，一年之内烧尽首

期投资 5000 万美元；搜狐视
频在发起了第一次视频版
权大战后，搜狐 CEO 张朝
阳亲自督战，利用自己在娱
乐圈的广泛人脉，将《还珠
格格 3》的价格推到 100 万元
每集的新高峰。

中国互联网最有钱的腾
讯公司，更是 4.4亿元溢价收
购了华谊兄弟 4%的股权，从
上游开始布局视频产业链。
在腾讯最新发布的财报中披
露，视频广告收入于 2011 年
第四季度季比增长 70%。其
首席策略官詹姆斯·米切尔
表示：在线视频业务营收实
现了环比大幅增长，腾讯视
频享有来自公司内部其他平
台的流量，业界大规模的服
务和带宽基础设施。企鹅产
品动辄以亿计的流量和布局
全国的带宽设施，使其一入
局即晋身最有威胁的第一阵
营行列。

巨大付出暂无回报

这些巨大的付出目前
暂 时 还 看 不 到 相 应 的 回
报。优酷 2011 年购买正版
视频版权支出 1.73 亿元，同
年亏损为 1.72 亿元。有视
频行业人士曾放言“只要停

止在版权上烧钱，视频网站
马上就能盈利”，但当时在
场的另一位同行反问：“不
播放正版影视剧，你的广告
收入从哪来？”

优酷的古永锵以善于理
财而知名，他以并非最高的
版权投入，保住了市场第一
的份额。相比之下，土豆网
2011年投入版权购买的资金
为 1.68 亿元，却巨亏 5.11 亿
元，造血能力与后劲均引起
市场担忧，在中概股整体市
场环境恶化时，土豆的股价
更无法独善其身，自上市跌
破发行价后即一路下滑。

搜狐视频一直是“门户
视频”中最高调的一家，张朝
阳曾披露，其在 2011 年的版
权投入高达3亿元。

易观智库发布的 2011
年四季度网络视频报告显
示，优酷网继续以较明显优
势位居第一，第二位的竞争
愈加激烈，土豆网与搜狐之
间的差距逐渐接近。而在
去年第四季度中，网络视频
第二阵营的争夺愈加激烈，
爱 奇 艺 成 功 坐 稳 第 四 位 ，
在版权分销市场地位稳固
的 乐 视 、拥 有 微 博 巨 大 平
台的新浪视频等公司则紧
随其后。新京报制图/赵斌 实习生 许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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