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策划4 中国电影报 2025.03.12
责编责编::姬政鹏姬政鹏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今年电影市场迎来“开门红”，

春节档票房破纪录，观影人次创新

高，助力2月中国电影市场产出票房

160.91亿元，刷新了中国电影市场

单月票房纪录和全球单月单市场票

房纪录。同时，多部春节档影片在

海外热映，海外票房成绩持续攀升、

放映影院数量不断增加、社交媒体

上有关中国影片的讨论声量扩大。

这些成绩不仅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

的强大爆发力，更折射出中国经济

的旺盛活力和巨大潜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影集团董事

长傅若清也观察到，中国电影市场

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

在，供需结构性矛盾仍较为突出，制

约了电影消费的稳定增长和电影市

场的进一步发展。

傅若清委员总结了三个主要问

题。一是档期冷热不均。虽然今年

春节档平均上座率超过 40%，但

2024年全国影院平均上座率仅为

5.8%，非热门档期及非一线城市影

院人流更为有限。二是影院供给同

质。主流大片在档期内的“虹吸效

应”明显，万家影院都集中排映一两

部影片，观众难以看到感兴趣的差

异化内容，无法实现选片自由。三

是消费模式单一。当前国内电影市

场 90%收入来自银幕票房，衍生品

等收入占比不到 10%，远低于其他

成熟电影市场，商业模式创新不足，

行业抗风险能力弱。

为了能够进一步释放电影消费

的潜能，傅若清委员指出，电影市场

亟需通过系统性、整体性、行业性的

政策，去创新内容供给和消费场景，

达到“破圈式”的热度，从而推动电

影生态更加健康繁荣。

他从以下三个方面给出了具体

的意见建议。一是加强政策引领，

激活消费动能。在一揽子政策工具

中继续加大对电影消费的支持力

度，把补贴手段升级为消费生态调

节器。出台长线惠民观影政策，不

仅补在档期，也要补在平时，推动观

影习惯回归常态化。增强覆盖精准

性，侧重对潜在需求的刺激与挖掘，

结合常用线上电商或生活服务平

台，拉动新观众进影院，有效扩大消

费基数。在发放渠道上，保障领取

便捷、使用灵活，鼓励消费异业联动

应用。结合“两新”政策推行“银幕

升级计划”，对于影院更换中国自主

知识产权高格式放映设备的，给予

置换补贴或财政贴息。

二是丰富内容供应，增强供需

匹配。深化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

革，推行差异化放映，提升供给体系

对观众需求的适配性。大力推广预

约放映模式，让观众有更大的自主

选择权，为悦己消费、社交消费提供

更便捷的定制选择工具，提升消费

满意度与获得感。鼓励经典优质复

映影片投放市场，鼓励开展多元专

题放映活动，培育科幻、音乐、传记、

纪录等不同兴趣爱好的细分市场。

优化“一老一小”服务供给，鼓励改

造银发影厅，推出周末亲子优惠等

引流举措。扩大艺术类专项基金补

贴范围，支持践行文化“两创”精神

的优质影片以更优惠的票价进入市

场，让全民美育与文化自信推动形

成新的消费增长点。

三是拓展消费场景，培育新型

业态。充分利用影院空间，创新多

元消费场景，让影院成为融合多种

娱乐形式的综合性文化场所。鼓励

体育赛事、文艺演出、音乐会直播进

影院，将影院打造为极具声画质感

的文体活动“第二现场”，吸引“轻

度”电影消费者入场。鼓励挖掘多

元价值，对于实现衍生品收入、文旅

联动收入占比较高的电影项目给予

税收返还等优惠政策，支持电影与

其他服务消费业联动，以电影为核

心，为观众搭建起可触摸、可陪伴、

可参与、可挖掘的丰富文化体验。

他还就电影内容创作特别强

调，多类型融合将成为电影题材创

新的新趋势。中国电影用几十年的

时间基本完成了商业化、类型化之

路，随着观众审美变化，出现类型融

合的新变化。“希望青年电影人要学

会把自己摆到观众的位置，训练自

己的感知力、共情力、创造力，才能

找到属于自己的钥匙，才能把对世

界的感悟、对人性的洞察、对艺术的

探求转化为让观众可知可感的电影

语言，才能真正打开通往好作品的

那扇门，做到‘为人民抒写，为人民

抒情，为人民抒怀’。”

2025年，中国电影迎来了它的第

120个年头。从 1905年《定军山》的诞

生，到如今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中国电影走过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发展

之路。然而，站在120周年的历史节点

上，中国电影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

战与机遇：观众口味的变化、技术的飞

速革新、新兴娱乐方式的冲击等一系

列因素都在考验着中国电影的韧性和

创新能力。

两会期间，电影话题也成为代表

委员们关注的热点。本报专访了全国

政协委员、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

导演王瑞。作为中国电影行业的从业

者与教育者，他不仅亲历了中国电影

的崛起，也观察着行业的痛点，更在为

未来电影从业者思考方向。用他的话

说，“电影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而伟大

的事业从来不会一蹴而就。我们必须

清醒地认识到它的艰巨性，唯有如此，

才能以坚韧的毅力迎接挑战，推动它

不断向前。”

大数据与同质化

在感叹大数据为电影产业提供了

更精准的观众画像、更受观众喜爱的

电影类型、更高效的宣发手段等便利

时，王瑞则有了另一种思考，“大数据

能够精准描述已发生的事件，但是对

于未发生的事情也能够有精准的抓取

和预测吗？”

在大数据的分析下，小镇青年、女

性观众、偏好类型等标签出现在电影

产业中，它们反映着电影行业的脉

搏。可是，电影只是为大部分观众进

行创作的吗？王瑞回忆起当年去看

《芳华》时的场景，“电影院在商场的最

高一层，我坐电梯上楼的时候，电梯停

在了餐饮的那一层，上来了一群年纪

比较大的人，他们和我一起去了电影

院看《芳华》，我想他们应该也是《芳

华》的受众之一吧。”

王瑞委员坦言，大制作电影、合家

欢电影确实是电影市场中非常重要的

一部分，其制作难度、制作成本相对来

说都比较高，也能够吸引大量观众。

但是，电影市场同样需要那些能够触

动人心、反映社会现实、引发思考的作

品。这些作品可能并不具备大制作的

规模和广泛的受众基础，但它们对于

电影艺术发展和文化传承同样具有重

要意义。如果过分依赖大数据和同质

化创作去获取最大化的观众喜爱，可

能会忽视这部分作品的存在和价值，

导致电影市场单一化、缺乏创新性。

除了对电影市场多样化发展产生

影响外，“观众的口味是在变化的，如果

哪一天观众看腻了大制作、合家欢电影

后，我们又该拿出什么作品‘招待’他们

呢？”王瑞说。

电影商业、文化的双重属性

在肯定电影商业属性的同时，王

瑞委员强调了电影的文化属性。“电影

的商业属性毋庸置疑，对于投资人、电

影市场、社会经济发展来说，电影的商

业价值都显而易见。但是，我们不能

仅仅将电影视为一种商品，它更是一

种文化的载体。电影中所蕴含的文化

内涵、价值观念、艺术追求，能够引起

观众的心灵震颤。”

观察当下的电影市场，王瑞发现，

电影创作者似乎在试图去找成功电影

的公式，之前可能是“大 IP+小鲜肉”，

现在似乎是“复制或翻拍”，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创造力正在下降。“然而，电

影本质上属于创意产业，不能仅仅满

足于技术手段所带来的震撼与新奇，

尽管这些因素能够吸引观众，但若长

期缺乏创新，则可能导致内容变得单

调乏味。”

《哪吒之魔童闹海》让中国电影在

大制作、合家欢的电影上取得了成功，

那么从业者也应该有底气去挑战不一

样的电影创作。回顾中国电影的发展

历程，是一部持续吸收、融合与创新的

历史。“早期，上海老电影直接受到好

莱坞的影响，如《马路天使》中赵丹的

表演风格；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电影学

派的影响显著，北京电影学院就是借

鉴了格拉西莫夫电影学院的教学体

系；改革开放后，欧洲电影大量涌入，

对中国电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

说，中国电影受到了世界各地电影文

化的广泛影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

国能够创作出更多元化、更具竞争力

的电影作品。

培养观众、拓展市场

中国电影产业在经历了从 10亿

到 600多亿票房的巨大飞跃后，王瑞

委员对中国电影的未来充满信心，认

为 600多亿票房并非终点，中国电影

仍有发展潜力。

一方面，电影创作需要多样化，以

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并逐步培

养他们的观影习惯。以日本为例，他

们有一批被称为迷你影院的艺术影

院，可能只有不到 100个座位，却能够

为艺术电影提供长线放映的机会，实

现“精耕细作”。例如，霍建起执导的

文艺片《那山那人那狗》在中国市场反

响平平，但在日本累计票房高达8亿日

元，观影人次超过25万，其中岩波剧场

放映该片时，以 3.5亿日元的进账刷新

日本单厅放映的票房纪录。

另一方面，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

以及遍布全球的华人群体，共同构成

了一个潜力巨大的电影市场。王瑞指

出，《哪吒之魔童闹海》成功吸引了许

多一年内未曾踏入影院的观众重返影

院，这充分证明，优秀的电影作品依然

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他强调，电影

作为大众艺术，应该让各类观众都能

找到自己喜欢的影片，这样才能真正

扩大市场。

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充满挑战，

但也充满希望。他认为电影产业的健

康发展需要相关部门、电影从业者以

及观众的共同努力。只有保持电影的

多样性与创新性，中国电影才能在全

球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并持续繁荣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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