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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

划纲要》提出，要加快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加快文化产品市场建设，发展基于

互联网的新型文化市场业态，发展电子票

务、电影院线、演出院线、网络书店等现代

流通组织形式。

“十三五”时期，电影产业进一步夯实

基础，影院建设持续红火，加快科技创新驱

动，观众的观影条件不断改善。

2016 年，全国新增影院 1612 家、新增

银幕 9552 块，平均每天新增 26 块银幕，与

上年日均新增 22 块银幕相比再次提速。

截至 2016年底，全国银幕已超过 4万块，达

41179 块，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2017
年，全国新增银幕 9597块，总银幕数突破 5
万大关，达 50776 块。2018 年，全国新增银

幕 9303块，银幕总数已达到 60079块，我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地位更加巩

固。

2018 年 12 月，国家电影局印发了《关

于加快电影院建设 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

展的意见》，为产业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提

供了坚实保障，电影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

善。

《意见》指出，电影院是电影产业的重

要基础设施，是人民群众观赏电影的主要

场所，也是实现电影价值、回收电影投资的

关键环节。只有加快建设电影院，大幅度

提高银幕数量，才能适应新时代新要求，增

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才能促进电

影市场持续繁荣，为实现电影强国提供坚

实支撑；才能落实城乡统筹发展要求，让中

国电影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指引下，2019年，

全国新增银幕 9708 块，银幕总数已达到

69787 块，稳居世界首位，且数字化水平全

球领先，总体结构布局合理。

刘嘉表示，“十三五”期间，中国打下了

全球最大规模市场的基础，但由于今年的

疫情对全世界电影市场都形成了较大的冲

击，很多电影人发现，产业自身的内生动力

仍需调整和提升。在银幕数增长和影院布

局方面，以前人们总是“跟着感觉走”，现在

会更科学、更理性地对待市场，在建设上更

趋于科学合理。她认为，更加科学地看待

银幕数的增长，以及影院终端的优胜劣汰，

都是很必要的。

首都电影院经理于超告诉记者，进入

“十三五”时期，单体影院的竞争压力越来

越大，观众分流也愈发明显，这个现象说明

电影市场整体发展态势不错。同时，巨幕

影厅、沉浸式体验厅、特效影厅已经成为新

开影院的标配，仅仅“有声有影”的影院已

经不能满足观众的观影要求。

饶曙光表示，“十三五”时期，城市电影

票房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态势，对比来看，一

二线城市的增长相对较缓，三四五线城市

成为主要增量，这也是中国电影产业出现

的一个结构性变化。

三四五线城市市场的培育，得益于银

幕建设的不断下沉，不少县级城市打破了

“0”影院的尴尬。中国巨大的城镇化潜力

为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影产业的发展持续

释放动能。截至 2019年 10月，全国县级城

市影院共有 5571 家，县级影院银幕 24291
块，占比分别约为 46%、36%。2019 年乡镇

影院建设试点工作取得显著进步，全年新

增乡镇影院 294家，银幕 1402块。

在影院建设快速发展、银幕数量快速

增长的同时，影院建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县级城市及以下地区覆

盖不足、电影院线制改革亟须深化等问题

仍然突出。

饶曙光认为，“十三五”时期，银幕数量

的增长速度很快，呈现出一种“跑马圈地”

的态势，但由于缺少针对性的研究，导致一

部分影院和银幕数量的增长接近于“无

效”，这个问题需要引起行业的高度警觉和

反思。

（下转第5版）

电影实力直观反映综合国力，是彰显

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是深受人民群众喜

爱的文化娱乐方式，在文化产业中具有带

动引领作用。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

划纲要》要求，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现代

文化市场体系更加完善，文化市场的积极

作用进一步发挥，做优做强做大一批文化

企业和文化品牌，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明显增强，“十三五”期间文化产业成为国

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2016 年 11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影产业促进法》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于 2017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这是我国文化立法领域的一次突破，也是

文化体制改革的一座里程碑，是对电影产

业化改革实践经验进行的总结与提炼，以

法律的形式为未来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

和路径规划，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十三五”期间，电影界深入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电影机构改革决策

部署，电影管理体制进一步健全,电影事业

产业实现了新跨越，中国电影呈现出积极

健康、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2016 年，内地电影市场收获票房

457.12 亿元，其中国产电影票房 266.63亿

元，占比58.33%；2017年，全年电影票房首

次突破500亿元大关，达到559.11亿，其中

国产电影票房 301.04 亿，占比 53.84%；

2018年，全年电影票房冲破600亿元大关，

达到 609.76亿，其中国产电影票房 378.97
亿元，占比62.15%；2019年，全年电影票房

达到 642.66亿元，其中国产电影 411.75亿

元，占比64.07%。

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范围持续

蔓延的情况下，中国电影市场自7月20日

复工后，呈现出喜人的恢复速度。截至目

前，全年票房产出已接近 160 亿元，成为

2020年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电影面对新的变

化与挑战，蹄疾步稳迈向高质量发展。电

影市场专家刘嘉表示，“十三五”期间，中

国电影市场实现了飞速发展。这五年间，

中国电影市场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银

幕数量大增，已经超越北美成为全世界最

大规模的电影市场。二是生产制作能力

稳居世界前三，提供了足够的产品保证。

市场终端有了内容的持续供给，就能反馈

给上游，形成良性循环。三是电影娱乐消

费热情越来越高，百姓观看电影的频率不

断提高，尤其是随着影院基础设施向三四

线城市不断下沉，小城镇居民也逐渐养成

了大银幕消费习惯，这是国产电影能够常

年保持较高份额的原因之一。

正如刘嘉所说，大银幕消费尤其是国

产电影消费已成为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

新时尚，全年中国电影市场城市院线观影

人次屡创新高。据统计，2016年-2019年，

中国电影市场观影人次分别为 13.72 亿、

16.2 亿、17.16 亿、17.27 亿，不断增长的社

会关注、热情不减的资本投入加上日益深

厚的观众基础，共同构成了“十三五”时期

电影市场的坚实根基。

“十三五”时期中国电影保持了较高

速度的发展，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

光提出，在关注票房增长的同时，电影人

也需要深入分析产业存在的问题和隐忧，

比如观影人次的增长没有匹配票房的增

长，电影院的上座率有待提升，电影院的

经济效益也有所下降，这些问题容易被票

房的增长所遮蔽。

饶曙光表示，目前年观影人次的增长

仍然有上升空间，如何进一步拓展观影人

群，提高重点观影人群的观影频次，也值

得行业进一步研究。

◎票房和人次连年攀升
电影市场呈现出积极健康、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银幕数跃居全球第一
为实现电影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十三五”时期电影市场发展回眸：

蹄疾步稳迈向高质量发展
已成为全球电影市场“主引擎”

■文/ 本报记者 李霆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十三五”时期，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积极健康、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城市电影票房从2016年的457.12 亿元提升至2019年的642.66亿元；全国电影银

幕数从2016年末的41179块扩张至2019年末的69787块；城市观影人次从2016年的13.72亿增长至2019年的17.27亿。截至2019年6月，农村数字电影

订购突破1亿场，观影人次超过200亿，6.2亿农民享受到农村电影发展这一文化成果。

同时，春节档、国庆档、暑期档等重点档期取得了长足进步，“过年看电影”已成为“新民俗”；人民院线、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迅速发展，多元化、多层次、多

格局的市场生态逐渐形成；电影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重拳出击”，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放映质量普遍提升……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范围持续蔓延的情况下，中国电影市场自7月20日复工后，呈现出喜人的恢复速度。截至目前，全年票房产出已接近160亿

元，成为全球电影市场发展的“主引擎”。

业界认为，从全球范围看，中国电影市场“风景独好”，不断增长的社会关注、热情不减的资本投入加上日益深厚的观众基础，共同构筑了“十三五”时期电影

市场的坚实根基。未来中国电影人应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把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统一起来，推动中国电影市场展现出更强的爆发力，

以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