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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行业期待整装再出发

本报综合消息 号称史上“最强暑期档”过后，国内电影市场正在迅速“降温”。有数据显示，最近两个
月，与去年月、周、日最低票房相比，2018年票房同比均创新低。与此同时，当下电视剧市场也面临多重考
验。有报道称，“限薪令”“限古令”等多重监管效应正在显现，持续多年的“IP热”正在降温。

有学者指出，影市降温与电视剧市场的“产能过剩”，如一记急刹车，为此前一直疾驰在高速路上的行
业，提供了一次“整装上路”的机会。未来，无论是“再次拉动消费”，还是踏上“重理性保质量”的理性成熟之
路，均面临瓶颈待破。这也成为当下中国影视业亟须攻坚的重要命题。

此前，万达院线一直是中国院线
龙头企业，受中国电影票房持续攀升
势头助推，业绩增长一度大幅超越整
个行业。然而最近两年，院线竞争越
来越激烈，万达毛利率逐年下降，净
利率几乎不增长。前三季度营收业
绩增速更创其上市以来新低，净利润
同比仅增长0.31%。居行业龙头十
年之久的万达电影颓势明显。

“任何产业都有天花板，但由于
电影产业自身文化轻资产属性，业内
不少人在一轮轮疯长面前不愿意承
认会这么快面临天花板。”北京春天
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张灿灿对《工人日报》记者坦言，影
院低价票补的“拉客”作用消失以后，
大量向三四线下沉的影院无法带动
当地观众消费。同时，影院过快增
长，也导致区域内竞争加剧，最终的
结果是大家都没钱赚。

据了解，2015~2017年间，全国
影院总数从 6798 家上涨至 10176
家，增长近50%，但同期年观影人次
和年票房增长却均不足30%。2018
年新增荧幕和净增影院数量虽增速
放缓，但从全国影院平均不足13%
上座率来看，供大于求的状况仍非常
严重。拓普电影智库数据显示，今年
前10个月里，确认倒闭或停业整改
的影院已近300家。平均几乎每天
都有一家影院停业，实际情况可能更
糟。近三个月，因营业调整等原因，
没有票房入账影院多达2100家，占
全国影院总数的五分之一。

同时，张灿灿向记者介绍说，电视
剧市场中，一方面，今明两年适逢改革

开放40周年与建国70周年，主旋律
创作氛围持续释放影响力。另一方
面，正值产能过剩，供给侧改革当口，
曾因《步步惊心》《甄嬛传》《琅琊榜》等
成为电视剧市场“制胜法宝”的IP改编
剧面临转型挑战。项目播出与制作愈
加举步维艰。此外，编剧和导演工作
室的财务成本激增，制片人统率剧组
的记账方式改变，以及演员天价片酬
受到各方监督，也使得电视台和网络
平台对待开机项目愈加谨慎。

“现在，网络视频受众已大于传
统电视的消费者，很多网络大电影点
击量也远远超过传统电影院上座
率。这种情况下，网络新媒体对于观
看方式和消费模式、消费习惯的改
变，可能会在本质上冲击传统的中国
电影、电视产业。”经过对大量调研结
果的分析，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媒体系
副教授陈亦水对记者表示，线上受众
大于线下消费者，将极大改变中国影
视行业未来生态发展。当下政策监
管、资金链断裂等具体因素，则可看
做是引燃行业深度调整的导火索，促
使从业者主动思考应对。

实际上，对行业内部来说，外部
环境的变化不见得是负面作用。记
者了解到，与此前几年大量热钱涌入

“盛况”相比，目前，更多融资通过走
专业产投基金渠道流入影视行业，很
多项目开始进行风控评估后资金才
会跟进。业内人士认为，“天价片酬、
税务风波”等问题虽暴露出弊病，但
随着各项政策出台，监控加强及行业
规划的积极变化，也使得影视圈长期

被资本裹挟的状态大有改观。针对
流量明星纷纷失灵，内容为王成为共
识，促使行业回归理性的现象。原盛
大文学CEO、中汇影视创始人侯小
强表示，影视行业回归理性并非坏
事，大部分项目本不应上马，应多用
新人和适合的演员，以剧带人将取代
以人带剧成为主流。

“整个大众娱乐方式将走向更碎
片化、更便利化，这是大趋势。小屏
内容是将来的主要方向，因为影院观
影本就需要一定时间成本。但由于
电影本身具有的仪式感，影院一定还
会长期存在。不过，以后为适合影院
生态的内容制作会更加类型化，过去
那种资本配置决定内容的现象面临
一次大洗牌。专业取代业余，被淘汰
的人肯定认为是寒冬。”天津破浪影
视传媒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监制马
巍对记者指出，税务风波刺破影视市
场存在的泡沫。10月底到11月初，
第一批影视作品将陆续开拍，由于头
部公司以前“盘子大、资金链长”难以
维持纷纷倒下，更加专注内容革新的
中小公司在崛起。窗口期过去，明年
暑期或会出现“黑马逆袭”。

新兴观众崛起对传统的台播、电
影院观看模式和消费方式带来极大
挑战。网络平台带来的冲击尤盛。
爱奇艺发布《2017年网络大电影行
业发展报告》显示，4年来，网络大电
影数量增长率4.2倍，市场规模增长
近20倍。网络大电影核心受众达到
8亿，相当于院线观影人次的一半。
同时，国内付费视频虽还处于起步阶

段，但自今年网播剧《延禧攻略》《如
懿传》开播以来，付费会员抢先观看
的收费模式又带动视频网络付费新
一波增长，网播剧消费模式的增长空
间也不可小觑。

“当传统的市场类型饱和，必然
会发生类型颠倒，靠类型的价值远远
没有绑定人才的价值高。尤其是在
观众观影水平日趋成熟的情况下，突
破现有制作天花板才能迎来下一个
票房天花板。”针对万达影视发展乏
力，院线下沉后继无力反映出的问
题，行业观察员庞宏波指出，中国电
影产业发展日趋饱和，虽然万达电影
遭遇天花板效应，但目前其已开启针
对优质内容产出的“自下而上”的革
命。这也代表将来电影市场发展的
方向。

“影视行业在外部环境冲击下面
临挑战，也是机遇，让专业人才更清
醒地面对新生观众审美升级的严峻
局面。由于影视产品本身就面临产
品滞后问题，所以更加需要进行内容
供给侧改革。上游资金撤出后，对创
作者要求也随之提高。大明星大场
面让步于情节和剧情，对影视业来
说，更大的机遇不再是扩容受众，而
是引回流失的受众，维持既有受众。”
谈到如何提高影视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马巍提出独到的见解。

“大明星对播放平台的影响仍不
容忽视，因此电视台也不愿放弃IP
剧，这也间接造成电视剧行业大明星
高片酬现象。变革之下，如果台播剧
对网播剧细分圈层的小众狂欢仍无
动于衷，不做出类型多元化探索，那
么相比中国电影，台播电视剧春天或
许来得还要迟一点。”马巍说。

市场正在回归理性

行业内部喜忧参半

变革带来的发展红利

获奖国产片《狗十三》全国将映
在回看青春中反思成长

本报综合消息 由曹保平执导，张
雪迎、果静林等主演的青春电影《狗十
三》将于7日起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
一个女孩的青春期故事让观众反思自己
和孩子的成长。该片曾获第64届柏林
国际电影节国际评审团特别提及奖、第
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曹保平11月30日在京介绍，影片
《狗十三》聚焦中国式“爱的教育”，讲
述的是一个十几岁女孩几年内的成长
经历，但浓缩了人生从童年到成年最
残酷的变化过程，其核心事件是养狗。

“我们试图以多角度、多视角呈现
中国家庭的真实模样，为大家提供一
种思考问题的方向：当我们长成大人
期待的乖模样时，我们还是真实的自
己吗？我们稀里糊涂地走过了和孩子
相处的年代，而那些年代是多么需要
我们精心面对。”曹保平说。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副会长张
震钦说，中国儿童少年电影近年来进
步不小，但对处于叛逆期的青少年的
关注还不够，《狗十三》恰好表现了这
一年龄段孩子的成长与烦恼。他希望
这部影片能让社会更多地关注青春期
少年的内心世界。

因 35kV 凤凰变电站 10kV
工业一回#18线湖北奕东精密制
造有限公司新增1600kVA配变
接火，现定于 2018年 12月 6日
08:00-20:00，35kV凤凰变电站
10kV工业一回#18线停电（全线
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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