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網絡文學來說，未來最大頭的收入將會是出版、遊戲 IP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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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收購盛大文學的消息看上去已經塵埃落定，40 到 50 億人民幣的整體收購價格，盛大文學終於

找到了好下家。不過盛大文學方面向鳳凰科技回應稱，公司引入的新的投資者並非上市公司。盛大

文學前 CFO 梁曉東將出任 CEO，邱文友將繼續擔任盛大文學董事長。 

自 2013 年起點中文網團隊出走騰訊，以及百度收購縱橫中文網事件后，中國網絡文學市場被認為

形成百度、騰訊、盛大三家巨頭爭霸的格局。此次盛大文學被賣被戰略投資，象徵著網絡文學從三

巨頭變成雙寡頭格局。不論騰訊收購盛大文學是否被證實，也不論盛大文學的最終歸屬，都為盛大

文學劃上悲劇的註腳。 

http://www.hksilicon.com/kb/authors/1488/%E9%88%A6%E5%AA%92%E9%AB%94
http://www.tmtpost.com/tag/snda
http://www.tmtpost.com/tag/%e7%bd%91%e7%bb%9c%e6%96%87%e5%ad%a6


 

 
 

 

網絡文學，未來將會是騰訊和百度之間的戰爭？ 

早在去年騰訊互動娛樂年度發佈會，吳文輝團隊首次亮相時，我就曾斷言網絡文學未來將會是騰訊

和百度之間的戰爭。 

盛大文學 10 年耕耘，擁有大量的知名網絡文學寫手和優質版權內容，目前已經擁有較為成熟的盈

利模式，一個網絡文學網站，也不是光靠幾個作品、幾個文學巨匠就能撐起來的。就目前看來，盛

大在內容方面最強，但渠道方面，移動端雲中書城沒有百度和騰訊的掌控力。 

騰訊擁有多平台優勢，渠道優勢相當明顯，但相比來言，騰訊算是從零開始。即使吳文輝團隊高調

加入，但騰訊內容建設方面相比競爭對手明顯落後一大截。不過騰訊互動娛樂基因倒是能夠幫助網

絡作者實現價值最大化，文學、遊戲、漫畫、視頻等多領域打通，再加上吳文輝的江湖情節的吸引

力，或許未來可以吸引大量優秀作者入駐，以彌補內容上的不足。 

百度收購網絡文學排名第二的縱橫中文網后，在內容方面與起點的差距逐漸縮小。搜索引擎作為互

聯網入口，百度擁有很強的渠道優勢。而百度方面，有一個騰訊和盛大都不具備的優勢：百度貼吧。

每部小說都會對應一個百度貼吧，天然的就有聚合效應，而這些人正是網絡文學最為忠實的支持者。

還有點至關重要的是，百度可以通過搜索引擎屏蔽掉侵犯自身權力的盜版文學網站，這將可能成為

殺手鐧。 



 

 
 

從現在來看，先發優勢的盛大已經無心戀戰，半路起家的騰訊存在天然缺陷，雙方聯合在一起，這

又是一場類似於搜搜搜狗的弱弱聯合。 

 

這場網絡文學大混戰，誰能最終取勝？ 

1.作為搜索引擎的百度和擁有社交關係鏈的騰訊同樣擁有強大渠道優勢。但音樂、文學等內容的最

大流量本身是來自百度，雙方天然就有很高的契合度。 

騰訊雖然擁有手機 QQ 瀏覽器、手機騰訊網、微信、手機 QQ 等多個渠道，但比起搜索引擎仍略有

不足，騰訊的優勢是遊戲。 

2.即便騰訊全資收購盛大文學，也只是在內容層面上超越了百度，但有個致命的問題是，絕大多數

網文讀者都被匯聚在百度貼吧。無論是起點還是騰訊文學都缺乏這樣的社區氛圍，雖然籠絡了一批

優質作者佔據了上游，但真正傳遞到用戶的下游卻被百度佔據。 

這其實一定程度上會造成作者的流失，拿《百鍊成仙》作者的幻雨來說，現在已經在積極開始拓展

擁有用戶的渠道。還記得去年，唐家三少入股手游公司，授權自己的作品改編成手游《唐門世界》，

僅靠個人在微博、微信等公眾平台的宣傳，五個月收入就破兩千萬的事情嗎？哪裡有關注度和用戶，

哪裡就會是優質作者的最重要陣地，微信未來當然也可能擁有巨大機會。 

3.網絡文學早已是一個名存實亡的付費閱讀市場，90%的用戶都是盜版文學的簇擁，而真正付費閱



 

 
 

讀小說的用戶那其實就更少。對網絡文學來說未來最大頭的收入將會是出版、遊戲 IP 授權等。而這

對需要巨大的用戶基數做支撐，很明顯這些用戶就是盜版用戶。 

免費已經是一個趨勢，但網絡文學網站又不能站出來公開宣揚自己要免費，只能通過迂迴之路，對

盜版文學網站等各種渠道的轉載，它們不僅不再打擊，反而開始默默支持。如果一本小說只有付費

用戶在那裡看，那商業化之路基本上只有等死一途….. 

 

從付費閱讀到衍生價值，這是一場雙贏的戰爭 

前段時間盛大文學開啟了 IP 零授權費的全新合作模式，在我看來這是要通過自身平台的流量以及 IP

版權去佔據遊戲的上游。而如果騰訊收購了盛大，相信仍然還會堅持這種說法，因為前不久騰訊互

動娛樂也就動漫開放了 IP 合作新策略。這裡順帶提一句，騰訊沒有選擇受眾面更廣的文學而是選擇

了動漫，可能和騰訊文學得不到市場認可有關，而這才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騰訊對盛大文學的渴望。 

對騰訊來說網絡文學這塊市場本身吸引力並不大，但這些網絡文學被改編成遊戲、影視、動漫后，

卻對騰訊擁有巨大的吸引力。騰訊要的是真正佔據娛樂產業的上游，以 IP 價值衡量網絡文學作品，

但不論哪方面如果單純依靠騰訊內部體系的流量都無法成功，這都需要百度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