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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聞

“声音变现”有多吸引人？培训乱象亟待治理
“本想通过配音培训做副业赚

钱，没想到培训结束一个多月了，
根本赚不到钱”。这个寒假，想成
为“斜杠青年”的 00后大学生小林
（化名），不仅没像宣传广告中那样
“接单资源不断”“一小时就能赚
200元”，还赔进去了近 3000元的
培训费。

小林的遭遇并不是个案。近
几年，声音经济成为风口，曾经小
众的配音行业顺势走入大众视野，
还在社交平台掀起了一股配音模
仿风。加之有声读物、广播剧等新
形态不断出现，但专业人才急缺，

“声音变现”“副业兼职”成了一些
配音培训机构的招生热词。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近两年媒
体对配音培训套路的曝光不断，但
在社交平台上，各式各样的直播课
仍在鼓吹“把配音当作副业，低门
槛、高收入”。多位业内人士呼吁，
支持配音行业健康发展，此类乱象
该大力整顿了。

行业风口下乱象不断，套路屡
曝光屡发生

正在成都读大学的小林，自小
就被称赞“嗓音好听”。前阵子在
短视频平台刷到配音培训班广告，
他“一下子就来了兴趣”。“起初就
想着能赚点零花钱就可以了，根据
页面上的介绍添加了工作人员微

信，对方很热情地介绍了配音行业
情况，并发来了免费试听课程的网
络链接”。

小林告诉记者，免费课程“听
上去还不错”，“工作人员说现在有
100元押金抵 2000元的优惠活动，
还可以先付押金。

因为即使享受了优惠后，培训
费还需要交近3000元，家人看出其
中套路，我就决定不学了。对方开
始还不停地劝我抓住机会入行，但
当我想要回押金时，对方就直接失
联了”。前不久，记者随机加入了
一家提供免费直播课的配音培训
学员微信群，群内多为在校大学生
和“宝妈”。直播课的“导师”称，

“众多有声书主播已经入场瓜分红
利，热爱有声的话需要及时把握机
会；报名配音课程是一项投资少、
无风险的项目”等。

工作人员也提到，免费课程仅
是介绍配音行业现状，想得到更多

“干货”则需要报名正式课程，“从
配音小白到进阶、打造个人 IP成为
播客，每期价格从近4000元到万余
元不等”。不过，在免费课程后，群
内140余名“学员”仅有两名缴费报
了名。多名群内“学员”对记者坦
言，最初被兼职赚零花钱的广告语
吸引，看到有声书、广播剧等声音
市场前景广阔，也打算试一试。但
是否要真正添置专业设备、后续能否

接单、还要不要进行正式培训，他们
多表示“不会轻易投入大量资金”。

记者调查发现，此类培训班的
广告中均提到，配备了“业内资深
导师”进行授课，并和在线音频头
部平台等进行资源合作，无需专业
设备或赠送低价配套设备即可在
家完成声音录制。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培训班还推出了“培训费分期
付”的借贷服务。在某投诉平台
上，一位网友写道：“本来想配音兼
职赚钱，可是钱不够，培训班工作
人员又介绍我在网贷平台借分期
贷款来学配音，现在一个月了没赚
到钱，网贷还天天打电话催还贷，
要求退款时对方说超过一个月退
不了……”去年上半年，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曾对培训机构的虚
假宣传、虚构原价和虚假优惠折价
等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检查，多家知
名培训机构被顶格处罚。北京市
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金琳说，培训
类骗局时有发生，有的涉嫌诈骗、
涉嫌虚假广告，甚至涉嫌套路贷。

她提醒说，不能盲目相信这类
提供工作机会的培训，贸然签订协
议缴费，要注意协议里双方的权利
义务是否对等；对于提供贷款途径
的培训机构更要警惕套路贷的风
险；注意固定证据，留存对接信息
及对接人，有利于自己的事后维权。

行业呼唤专业人才，真正“出
道”并不易

配音市场有多火热，就意味着
行业有多缺人。据艾媒咨询预测
称，未来5-10年配音行业会出现近
30万人的缺口，配音市场规模到
2023 年预测可以超过 300 亿元。
但想在配音行业占有一席之地，真
的这么容易吗？

配音演员张杰回忆说，2006年
他入行时，互联网刚兴起，配音只
能算依附于影视剧产业的“小众行
业”，“直到2015年前后国产动画快
速发展，能让纸片人活灵活现的配
音行业也随之走进大众视线，再加
上各类社交媒体平台、综艺节目的
推动，大众也体验到了配音的乐
趣”。他对记者说，正是由于大众
对配音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社会对
声音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推动着
整个行业向着精良制作和高质量
方向发展，这对行业人才提出了更
高要求。

“配音过程中需要演绎，也需
要快速进入角色，再把角色特点展
现出来。”张杰认为，想进入配音行
业，除了去各大艺术院校表演专业
进行专业学习外，还可以选择正规
的专业配音机构培训班，“无论是
有声读物还是广播剧，好的配音要
能通过声音进行演绎，天赋和个人
条件固然重要，但努力磨炼自己的

技艺、丰富自己的内心情感，是需
要不断训练的。”

经常有网友吐槽：“为什么新
作品出来后发现，还是这几位熟悉
的配音演员？”他笑称，以他合伙创
办的 729声工场为例，尽管自 2017
年至今已陆续推出5期配音师培训
计划，也打造出一些优秀配音演
员，“但面对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就
像金字塔一般，能够站上顶峰的专
业人才依旧很少，还是需要慢慢积
累培养”。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网络音频
行业市场规模正处于高速发展期，
配音市场的专业人才呈现出短缺
的现状，也给了这些培训班“商
机”。“想靠声音副业赚钱，离不开
专业系统的学习和大量训练，不断
提高业务水平。包括发声、气息、
声音控制、角色塑造、剧本分析语
言节奏、逻辑重音等，不是单靠云
课堂的理论讲解就能让学员真正
掌握的。”

张杰也提到，配音并非想象中
“有副好嗓子就可以”，早期他也在
录音棚中跟随前辈老师浸淫多年，

“要想掌握配音的精髓，就要知道
你说的是角色的话语，假如一天内
就要完成一个人一生的配音，就更
要体会其中的变化。这些专业知
识可不是一些速成培训班能够短
期教学完成的”。

3 月 14 日以来，在一周时间
内，特斯拉三次“官宣”涨价，幅度
数万元；3月 21日，小鹏汽车宣布
涨价，幅度最高超 3万元。有网友
表示：“反向割韭菜？”

3月 21日，小牛电动宣布将在
4月 1日对全系锂电产品涨价，幅
度从200-1000元不等。“快买，不要
等！”成为网友的最多回复。

涨价，啥原因？
自2022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已

面临几轮成本压力。先是“芯”荒
荒，再是“锂”芒芒，近期则是“镍”
妖妖，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3月初，伦镍上演“史诗级”行
情，一度突破每吨十万美元。而随
着行情的平息，3月 21日盘中，伦
镍价格仍达每吨 4.7万美元，在行
情爆发前，伦镍仅每吨2万美元，价
格上涨超过一倍。

而据中金公司研报显示，伦镍
价格从 2万美元/吨上涨至 5万美
元/吨，单车带电 60KWH的 8系新
能源汽车镍原料成本约增加 1万

元。
除了镍外，动力电池另一种重

要材料——锂，也处于快速上涨的
行情当中。

以动力电池的主要材料碳酸
锂价格为例，在 2021年初，电池级
碳酸锂均价仅为5万元/吨，年底则
涨到 29万元/吨，仅仅一年涨幅就
高达480%。

进入2022年，碳酸锂的涨幅丝
毫没有放缓势头。3月 17日，电池
级碳酸锂市场综合报价已经涨到
了每吨48万-52万元。

据瑞银（UBS Evidence Lab）测
算，目前，大部分厂商的电池成本
即将与汽油动力总成齐平，动力电
池占电动车总成本的 25%-40%，
是最昂贵的电动车零部件。动力
电池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令车企
的生产成本压力陡增。

除了镍和锂这样的电池的材
料外，芯片短缺、补贴退坡也成为
了新能源汽车价格快速上涨的因
素。从2021年开始，部分车规级芯
片从几十元涨到数千元，身价涨超

百倍。补贴退坡，则直接导致新能
源汽车涨价传导到消费者层面。

车企和经销商：不涨价、提现
车，难做到

自 2021 年以来，电池材料涨
价、芯片短缺等问题，已让车企苦
不堪言。从 3月 14日开始，威马、
比亚迪、特斯拉、小鹏、哪吒、零跑
等新能源车企都陆续发布了涨价
公告。涨价幅度从千元到万元不
等。特斯拉更是一周时间内三次
上调国产Model Y车型售价，涨价
幅度达数万元。

除涨价外，也有部分车企选择
停产部分中低端车型，以弥补材料
涨价的损失。欧拉品牌CEO董玉
东在回应旗下黑猫和白猫车型停
止接收订单时就表示：“在 2022年
原材料大幅上涨后，部分车型给公
司带来了巨额亏损，黑猫单台亏损
超万元。”

与此同时，部分新能源汽车4S
店也面临“无车可卖”的局面。在
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4S店后，不少

销售人员都对中新财经表示，除了
展车，基本上已经都卖掉了。

“你看那台绿色展车，前两天
也被客户订走了，刚刚才挪到那
边，正准备收拾一下，平时，这个颜
色的车可难卖了。”销售人员指着
角落里的展车对记者说。

“依客户要求，现在车门都锁
上了，定金都交完了，我们也没办
法。”对于记者想再看看车的要求，
销售人员无奈地拒绝了。

专家：原材料恢复供应将缓解
价格上涨

针对原材料涨价的问题，主管
部门、相关企业也都在积极出谋划
策，促进行业正常发展。

在近日召开的锂行业运行和
动力电池上游材料涨价问题座谈
会上，工信部要求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要加强供需对接，协力形成长
期、稳定的战略协作关系，共同引
导锂盐价格理性回归，加大力度保
障市场供应，更好支撑我国新能源
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

部分动力电池生产商也表示，
将采用多元化的采购方案，以应对
原材料上涨问题。蜂巢能源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中新财经采访时表
示：“目前，电池材料上涨是个大趋
势，我们一直比较注重供应链的问
题，所以提前也有自己的布局。”

一部分车企“另辟蹊径”，采用
替代燃料方案解决问题。吉利控
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就曾提议，应
明确甲醇新型清洁可再生能源的
合法地位；加强甲醇汽车的准入及
运行管理；鼓励对甲醇燃料、甲醇
汽车技术的持续创新，建议通过增
列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方式支持
多种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等。

针对材料价格是否还会持续
上涨的问题，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
表示，新能源汽车原材料涨价属于
周期性行为，目前车价普遍上调也
是对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体现。随
着原材料产业端供应环境恢复，一
定程度上也将缓解价格上涨的不
利因素。

新能源汽车动辄涨价万元 电动单车也凑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