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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鸿门宴》、《翻滚吧！阿信》、《金陵十三钗》、《龙门飞甲》、《亲密敌人》、《我愿意 I

DO》……时值 2011 年岁末，20 多部贺岁影片如约而至，无论是商业片、文艺剧，还是励志片、

爱情剧，大家都瞅准了这个挣钱的机会，中国电影市场再次陷入焦灼状态。

当下，中国电影已经历史性地跨过了 100 亿元的票房大关，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

正向 150 亿元“高歌猛进”。但业内人士指出，在中国电影业高速发展的背后，国产大片和国内

的传媒公司仍存在诸多需要克服的问题，各方应冷静思考，谨防电影产业泡沫的产生。 中国电影业：

起得了商业范儿 走得好文化路
2001 年，中国影院全年票房收入不足 10 亿

元。2010 年，中国全年共计上映电影 190 部，其

中，国产电影接近 130 部，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

百亿元，全国城市影院总票房达 101.72 亿元，同

比增长 63.9%。

近年来，中国城市电影票房增长了 10 多倍，中

国已成为世界电影市场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

一，中国电影市场已经进入世界前 10 位。

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电影市场票房

已达 95 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本年度全国

城市影院总票房有望达到 130 亿元。而中影集团

董事长韩三平预计，未来 5 年，中国电影票房将达

到 300 亿元至 350 亿元。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影

视娱乐行业市场化的不断深入，该行业将迎来发

展的黄金时期。

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电影市场繁荣背

后，也存在不少泡沫，如何让看上去虚无缥缈的

文化产业真正体现商业价值，仍是摆在中国电影

人面前的一大难题。

“ 国内不少电影制作公司仍存在趋于同质

化、缺乏品牌意识和核心竞争力、过于迷信于老

电影人的票房号召力及极力追求大制作等问题，

这必然会带来很高的风险，也容易忽视更具票房

前景的新生势力。”北京大地华夏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总裁侯罡对记者说。

而目前，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制作、发行、放映

三方的关系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如何投资、怎

么去赚钱、分钱，电影人的生意经还真不好念。

日前，《龙门飞甲》在北京首映，这部耗资 2 亿元的 3D 武侠片被

导演徐克看做是一个赌注。

“一种结果是，影片拍完，在美国上市的博纳公司倒闭；另一种

结果是中国的 3D 武侠片在全球起飞，一个新的时代随之到来。但

我愿意赌！”徐克说，“我们必须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示中国的题材和

文化。通过这部电影，我们想带给中国电影更多启发、带给中国观

众更多的震撼。”

点评：近来，国产 3D 电影无一例外均惨淡收场，这也难怪徐克会

如此悲观。但其实，这些电影的失败，也许真的和3D 没什么关系。

就在不久前，好莱坞编剧罗伯特·麦基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指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影片专注于华丽的视觉效果和向好莱坞学习，

这使得中国影片画面越来越优美、场景越来越宏大，但这样的影片很难

形成一个强烈的文化声音。他的点评显然让中国电影人很尴尬。

大场面和高票房真的成正比吗？当然不是！当年，《阿凡达》的

成功曾经让“3D”大行其道，但是，随后上映的《加勒比海盗 4》、《功

夫熊猫 2》、《绿灯侠》和《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2D 版的首周

票房均高于 3D 版。看来，大场面也并不总吸引人，观众更看重的还

是影片的内容。现在，是坐下来冷静思考的时候了。

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蔡灵对记者表示，投资电影必须十分

理性，除了利用明星效应、导演效应及话题效应外，应该多关注电影

产品本身。传媒公司、投资公司要开阔眼界、做好市场分析，同时，

要重视团队协作，多开发有内涵的电影产品。

侯罡则认为，优秀的故事、炫目的技术是一部好电影应该具备

的素质。好看又精彩的影片，才能叫好又叫座。而对于管理者而

言，应具备慧眼识珠的能力及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留住好的题材，同

时，重视挖掘未来的电影业精英，这些都是传媒企业能否在市场竞

争中存活的决定性因素。

近年来，虽然国内电影票房连年攀高，但每年高达 80%的票房

都是被数量占比不到两成的“大片”掠走的，这让各电影公司对“大

片”情有独钟。但一拥而上攀“大片”的后果，是很多资金都打了水

漂。正因为如此，以 800 余万元投入创造 3 亿多元“产值”的小成本

电影《失恋 33 天》，就成了各路专家、电影人反复提及的“票房神

话”。在通胀压力大、电影成本水涨船高的今天，拍好小成本电影，

无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点评：传统的电影营销方式无非就是开机仪式、媒体探班、公布

剧照、杀青仪式、首映庆典、主演专访等，但《失恋33天》将这些传统模

式一一打破。除了借用“光棍节”的“天时”以及前身为人气网络小说

的“人和”外，《失恋33 天》还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尤其是微博的“地利”

进行宣传，推出取材自不同城市年轻人失恋经历的短片《失恋物

语》。这使得“失恋”成为了一个影响大批年轻网民的流行话题，进而

带动了大家对电影的关注，为影片造势。

“这是一个信号儿，年轻的中小成本电影正在崛起。而且正在

用他们的文化、创意和智慧赢得观众和票房。”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黄式宪此前对记者表示，“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多媒体时代、新媒

体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电影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要适应各

种新的变化。”

不过，完全照本宣科也是行不通的。在全媒体时代，电影传播、

营销渠道日益多元化，只有结合自身特色，不失时机地利用好各种

手段，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中脱颖而出。

侯罡认为，好的故事是小成本电影快速回收成本的有力武器。

现在，观众的视野比较开阔，接受范围也很广泛，并不局限于某一种

太细分的类型片，因此，只要有好的剧本、技术，再辅以适当的宣传，

自然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同时他也指出，未来，中国的传媒业者应变

竞争为合作，真正让优势资源形成互补，实现更大的发展。

每每临近上映，张艺谋的电影总能引起各种风波和话题。今年，

《金陵十三钗》的首映式依旧是大手笔，依旧震撼，依旧不负观众所托。

但更吸引我们眼球的，还是在此之前，老谋子与院线的分账风波。

据悉，风波源于《金陵十三钗》的出品方新画面公司要求影片最

低票价涨 5 元，与院线分账比例从 43%提高到 45%，以至于八大院线

“逼宫请愿”。此后，电影局出面调解，最后，院线同意分账比例“灵

活商议”：前 5 亿票房，按 45%分账，达到 5 亿之后，分账比例调至

41%；在最低票价方面也允许影院灵活处理。

点评：此次谈判，基本实现了新画面公司的目标，新画面公司董

事长张伟平也表示首战告捷，但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让中国电影

发行和放映环节的利益分配再次成为媒体瞩目的焦点。

如今，分账事件和平解决，但长远来看，影视公司确实占了“便

宜”。事实上，尽管近年来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制作、发行方

的分账比例已经有所提高，但电影院强势、制片方弱势的格局仍未

动摇。此次八大院线负责人的妥协、退让，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电影

业分账机制走向成熟。

蔡灵指出，自从各电影制片厂跳过中影自办发行，直接销售给

各省市电影公司并实行收入分成之后，国内电影业的分账机制不断

发展。此次《金陵十三钗》引发的分账风波，对于中国电影业而言，

也许是向好莱坞成熟机过渡过程中的又一次自我革新。

侯罡则认为，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中国电影业的分账机制

已经初露端倪。从明星到导演几乎所有的主创都能参与到分账，这

既降低了影片的制作成本，也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有利于提高影

片的质量和品质。

相较于国内创下单片票房纪录的《唐山大地震》在美国

上映后仅 6 万美元的票房、吴宇森号称要让西方观众看懂

的《赤壁》在美仅 62 万美元的票房，在发行之前就遭遇多次

吐槽、被喷了无数“口水”的《白蛇传说》可以说是在海外市

场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让人羡慕嫉妒恨。不过，这也证

明了中国电影并非与国际市场“不合拍”。借用文化商人

（这是他给自己的定位）、《白蛇传说》出品人杨子的话：“《白

蛇传说》主打的是海外市场，仅凭海外版权销售就收回 2000

万美元，全球票房超过 1 亿美元。”看来，在电影市场上，只

要玩儿得转，完全可以用红彤彤的人民币，挣回绿油油的

“美刀”。

近年来，继《英雄》成功进入海外电影市场之后，中国电

影曾数度“出海”，但也数度折戟。来自中国电影家协会的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电影出口海外市场呈现“三少现

象”——票房少、连续增长少、进入主流院线的影片数量

少。2010 年，中国电影海外票房仅为 30 多亿元，不到美国

海外票房的 2.5%。而近 5 年，中国电影的海外收入虽然增

长了 113%，但明显低于国内票房 410%的增幅。

作为文化产业的龙头，电影输出的产量与质量被公认

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但在电影出口的

道路上，中国走得尤为艰辛。为了更快地走向国际市场，很

多文娱公司放弃了“单兵作战”，希望与国际“大牌”合作，拍

摄合拍片。可是，由于经验不足，看似前途无量的合拍片，

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存在很多问题。

在北京大地华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侯罡看来，合

拍片能够集合全球优势资源，增强影片的国际竞争力，也容

易在各参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获得优待和扶持。但是，只

是聚集全球优势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这些优势整合

起来，让它们为影片所用。

“合拍片的确是大势所趋，但事实上，在国外合作方垄

断电影制作和内容的前提下，中国电影的文化输出功能大

打折扣。”侯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的合拍

片不断增多，但大部分合拍片空具国际元素，却并没有一个

深入人心的故事。甚至有部分中国导演为了让电影走出国

门，用西方价值标准拍摄“伪中国故事片”，大多反映乱伦、

偷情、一夫多妻、封建男权等社会阴暗面，颇受西方选片人

和院线方青睐。但这种“中国电影的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

的幻象，其实并不是电影输出的成功表现，反而让中国电影

陷入了西化的“魔窟”。

对比《白蛇传说》在海外市场的优异表现和《功夫熊

猫》在中国的热映，我们不难发现，用商业大片的手法演

绎让人痴迷的有文化内涵的故事，是它们成功的重要手

段 之 一 。 与 颇 具 东 方 文 化 气 质 的《英 雄》类 似，《白 蛇 传

说》将中国特有的千年神话、东方美学与现代电影特技合

而为一，一下“hold”住了只认东方古老文化的西方观影

人的脉搏。而《功夫熊猫》则是用轻松诙谐的西方表现手

法成功讲述了一个富含中国元素的故事。这样看来，只

有真正将全球资源整合到一起，才能真正产生 1+1 大于 2

的效果。

如今，国产电影与海外大片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但也不

能盲目追求好莱坞商业大片的视觉效果。未来，中国电影

制作公司应该懂得结合自身的文化优势和其他各国的各种

资源、技术优势等，真正通过整合全球优势资源，打造更具

说服力的影片，这样中国电影才能笑傲国际市场。

冲上国际舞台 用人民币挣“美刀”

制作：豪掷 2 亿元 徐克携《龙门飞甲》赌 3D 成败

发行：《失恋 33 天》创造营销奇迹

放映：强势十三钗“叫板”院线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 淼 杨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