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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的变现之路

从用爱发电到VIP收费
从影视改编到大IP
从万人哄抢到乱象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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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的兴起
从“平民自嗨” 到 “疯狂吸金”



网络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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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网络文学，就是以网络为载体而发表的文学
作品。网络文学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产生的。

截至 2017年 6月，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 3.53
亿，较去年底增加 1936万，占网民总体的 46.9%，
其中手机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为 3.27亿，较去年底增加 
2291万，占手机网民的45.1%。



网络文学：二十载，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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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阅读兴起
萌芽阶段

向移动端转变

移动互联网时代

1998年, BBS上发表的《第一次的亲密
接触》，标志着中文网络小说正式诞
生。
在这一阶段，互联网在中国并不普及，
大多数读者仍然不能在PC端接触到网络
文学，流行的题材也十分局限，主要以
业余作家为主，兼职创作文学作品，并
未形成清晰的网络文学商业化模式。

2002年, 起点中文网首创付费在线阅读模式，从
此开启了网络文学付费模式。在这一阶段，网络
文学与传统出版物区别开来，在题材上开始流行
玄幻及言情，作家也日益专业化，开始出现全职
的网络文学作家投入创作。同时，2005年起国家
开始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打击网络文学盗版。

2010年起，得益于移动阅读的便利性及移动应用
程序的增强特性，用户粘性及网络文学平台参与
度不断提升。网络文学的发展飞速，已经涵盖200
多种题材，远超出传统出版物的范畴。各大平台
都可以注册成为作家，门槛非常低，内容付费的
模式越来越成熟，手机端APP的用户数在不断增
长。

2014年之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
移动智能设备在国内的普及基本完成，
网络文学开始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移
动端的用户数超越了PC端。同时，IP
概念兴起，网络文学的IP价值被不断地
挖掘变现，文影游联动，成为网络文学
平台的又一大收入来源。



6

        随着文学网站的可盈利渠道和出版商的
加入，网络写作不仅给创作者带来了收益，还
给作品所登载的网站带来了利益，形成简单的
商业化写作模式。VIP模式是利用了好奇心，
读者为了满足自身好奇心必须进行付费阅读。     
这种方式维护了作者与网站的利益，拉近了网
络文学与商业的距离。
       但是这种模式受到盗版、山寨盛行现象的
阻碍，使得这种变现带来的经济效益不高。海
量的盗版，让一个网络文学作品积累了海量的
粉丝，海量的关注度。但这些海量的影响力却
面临无法变现的难题。

前期：“VIP”付费及实体书出版

       后期开始出现了影视潮和游戏开发潮，
娱乐产业开始把商机投向网络文学作品改编
，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流向文化产业，特别
是网络文学领域，形成了线上线下生产的稳
定的变现渠道，产业链上下游关系密切。
        同时，IP的概念也开始大热，人们开始
注重文学作品的版权，通过深度挖掘作品的
版权来进行变现。网文开始多渠道变现，以
网络文学IP为核心，影视，游戏，音乐，动
漫及其他衍生产业等等多个产业与网络文学
合作打造出一个大IP，将版权的价值变现。

后期：以IP为核心，跨界合作

网络文学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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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IP的大热
网络文学IP“疯狂吸金”



 IP的大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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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意为“基于智力的创造性活动所
产生的权利”，但在从商业和资本的
角度，可以特指具有长期影响力和商
业价值的跨媒介内容。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  知识产权

如今大家讨论的 IP 已经跳脱其本质
“知识产权”，讨论的是由 IP 引发的
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目前的IP概念集中
在文学财产，以此衍生到影视,漫画，
游戏等产业。一个好的IP极具商业价值，
它可以后续衍生出非常多的娱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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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IP的概念
在美国动漫产业兴起。漫威
授权推出的《蝙蝠侠》《蜘
蛛侠》等系列电影的一炮而
红，开启了用电影批量改编
漫画作品的时代。

IP的鼻祖之一，现在迪士尼
从电影扩展到了周边的迪士
尼服饰品、迪士尼箱包、迪
士尼家居用品、迪士尼毛绒
玩具、迪士尼电子产品、迪
士尼主题乐园等多个产业，
取得了丰硕的商业价值。.

“哈利波特”也是从小说起家
，有了庞大的粉丝群和受众
，再逐渐向周边延伸扩展。
除了系列改编电影，还有主
题公园、一系列衍生周边品
等等。全球目前好像有两座
主题公园，目标游客为7岁
到67岁的所有人群。

IP模式在美国的成功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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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IP”这一概念开始
不断炒热。2015年被业界认为
是IP产业的元年，中国的IP资
源从那时起经历了一轮浩荡的
跑马圈地。《盗墓笔记》《花
千骨》《何以笙箫默》等IP剧
的火热上映都大大加快了网络
文学的变现进程。2016年IP产
业领域开始出现井喷之势。

2017年IP产业的热点，依然集
中在网络文学领域。国内各类
原创文学网站作品总量1455万
种，当年新增作品即达175万
部。 胡润2017年原创文学IP价值榜

网络文学IP疯狂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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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IP疯狂吸金

2014年8月，盛大文学举办了首届网络文学游戏
版权拍卖会所呈现的交易火爆，让网络文学受到
了除读者外的更多人群关注。
“一本只有书名，尚未开始写作的网络文学作品
，就拍出了810万元的手游改编权；一本刚连载1
个多月，总字数不过24万的网络文学作品，引起
了20多家国内知名游戏公司、投资公司抢拍，最
终比起拍价高出70万元成交。”这是媒体对拍卖
会的报道。
“拍品”包括盛大文学旗下《大圣传》《天醒之
路》等六部网络点击和付费订阅总次数均在千万
以上的作品。此次拍卖，这些作品卖出了高额的
网游改编权，总价达到2800万元。



以IP为核心的网络文学变现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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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热潮深度挖掘IP形成一种变现模式

小说+电视剧(或网剧)+电影+游戏(音乐)

如今，网络文学IP产业的变现模式也已基本清晰，分为孵化培育、宣传
运营、授权变现三大环节。热门网络小说通过网络来吸引读者，并进一
步在各平台，媒体上进行宣传，使得作品与粉丝互动，从而积累粉丝基
础。当人气聚集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将这些关注影响转移到别的平台
和别的形式上。将作品授权给其他文化娱乐产业共同进行商业开发，将
小说运营成一个成熟的大IP，再去变现。
对于成熟的IP运营来说，一次成功的改编不等于完成了对网络文学IP内
涵价值的变现。只有多次完美跨越宣传媒介的界限，网络文学IP的商业
潜力才不会逐渐僵死。因此网络文学IP的变现是一个全版权开发与运营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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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IP乱象
谁是网络文学变现的搅局者？



引例

14

①电视剧陷“抄袭门
”在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热播时, 有

媒体爆料称唐七公子的网络小说《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涉嫌抄袭了大风刮过的耽美小说
《桃花债》, 一时引发著作权争议, 有读者甚
至从行文架构、叙事角度甚至是人物名字等
方面贴出了一张相似段落对比图, 力证《三
生三世十里桃花》抄袭了《桃花债》。这起
网络文学的抄袭风波在社会上引起热议, 一
时风波不断, 进而使得电视剧《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受到部分网友的抵制, 相关演员也
受到了抨击。

②电影票房冷淡
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上映，就接连
被质疑“锁场”“抄袭”。这部由热门网络
文学改编、人气偶像加持的IP电影，似乎并
未成为“爆款”，豆瓣电影评分仅为4.0分
，票房也远低于预期。



网络文学IP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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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暑期开始，一波“盗墓”“玄幻”打头的
网络文学IP改编剧集就在卫视、视频网站上收视、口
碑相继败北。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遇冷绝非孤例

2013年火遍大江南北称霸暑期过年档的IP热剧《甄嬛传》被爆涉嫌抄
袭

2014年琼瑶通过律师状告于正《宫锁连城》涉嫌抄袭侵犯其著作《梅
花烙》
2015年《花千骨》被指控抄袭多部网络小说，包括《花开不记年》、
《箫声咽》、《仙剑神曲》、《搜神记》等。
2016年《锦绣未央》播出后，原作者被指涉嫌抄袭，正式将“抄袭门
”搬上舆论浪潮。
2017年年初播出的《孤芳不自赏》（改编自“风弄”同名帝后小说）
，几乎集齐了影视剧拍摄的所有弊病，被网友嘲讽为“开口有配音、
拍戏各种替、不用实景拍、后期全包圆”。由于大量使用抠图和替身
，《孤芳不自赏》呈现出的画面效果破绽百出，口碑也随之一降再降
，目前豆瓣评分仅有3.1分。
2017年，改编自“匪我思存”同名小说的清装大剧《寂寞空庭春欲晚
》上映，虽长期盘踞收视率榜首，但因网络小说剧情根本不足以支撑
40集的电视剧体量，造成改编剧剧情冗长拖沓且像极了狗血复仇戏，
画风突转让不少从网络小说追过来的粉丝陷入尴尬。



文学平台及作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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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主题趋
于同质化

文学作品本身
的版权问题

盲目迎合大众
口味

创新难：在这样的情
况下也会使得大量的
作者疲于创新，并且
抄袭他人，从而获得
可观的名与利，长此
以往，网络文学的同
质化问题愈加严重并
且将难有优质的网络
文学，变现更是难上
加难。

①成本高：文学作品抄袭的现象
十分常见，而起诉不仅消耗人力
物力，还会僵持一段很长的时
间。②文学作品平台对作品的保
护相对而言还是不够的，很容易
让读者避开关键字词从而找到盗
版的免费阅读，这导致文学作品
本身的收费阅读机制实行遇阻，
使得其变现能力大打折扣

起诉成本过高

在题材以及内容方面
，作者为了迎合大众
的口味，获取大量读
者从而修改自己的作
品，将题材设立为用
户喜好的穿越，玄幻
等，但是殊不知重口
难调，从而大大降低
了其网络文学作品的
质量。



粉丝

17

原著携带的大量粉丝 转化成影视剧时高人气演
员随带的粉丝

无论是原著本身自带的大量粉丝还是人气演员随带的大
量粉丝都是最夯实的消费群体和基础，带来可观的经济
利益，并且忠实的粉丝群体也会自觉抵制恶劣模仿者。
但是，粉丝群体也会对变现过程带来巨大的阻碍。
原著粉丝：部分原著粉丝会由于对原著的感情深厚，一
旦发现衍生的作品质量太差便会极快地摒弃它并广泛传
播其负面评价。
演员粉丝：演员粉丝会由于作品本身的质量不如他们的
预期从而对作品甚至原著作者带来负面评价，或者由于
过分盲目地追捧自己的偶像，从而出现不良行为，破坏
口碑，例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电影版出现的粉丝
锁场行为



资本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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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开发
质量低下

网络文学IP
垄断与囤积

网络文学IP
运营乏力

①垄断：阅文集团（腾讯对盛大文
学收购，与腾讯文学合并为阅文集
团）无论是PC端的覆盖量还是移
动端的覆盖量，都处于明显的领先
地位，市场占有率达到70%以上，
占据了90%的IP改编市场份额，处
于绝对行业垄断地位。
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在内的传统影
视机构，以及BAT等互联网巨头，
争相“囤积”IP资源
②囤积：一些影响力相对较小，但
具备一定开发价值的IP被企业抢购
并囤积，造成恶性浪费。

①优质有价值的IP供不应求，
销售速度超过生产速度，出现
价格哄抬现象，催生价值泡
沫。
②投资人迷信点击率，缺少对
网络文学IP的深度分析。只凭
点击率和网络热度盲目判定网
络文学IP的性质和特点，直接
进行大投入改编开发。
③ 许多非专业影视从业者抢购
IP资源，其并非出于改编需要
，而是趁机炒作、投机赚快钱

网络文学IP
价格哄抬、炒

作

①盛大文学虽然坐拥当时最大的网
络文学IP资源库，但其渠道和技术
均尚未到位，缺乏“盘活”IP的能
力，只能将IP委托给开发方进行开
发。
②在腾讯的“泛娱乐”战略中，文
学无法与游戏、影视分庭抗礼。由
网络文学IP开发出来的游戏和影视
作品商业利益可观，但阅文集团没
有足够的资本和人才技术储备去涉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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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网络文学变现前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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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以IP为核心，跨界合作

结语

网络文学变现的前景是光明的，
挑战是严峻的；

IP不只需要挖掘，更需要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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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