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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潜力在哪

里？2015 年，中国电影产业有哪些新的

期待和关注点？

张宏森：我们对电影产业的前景充
满信心，中国电影市场远远没有达到天
花板。

首先，中国现在城市人口是美国的两
倍以上，而电影银幕数远远少于美国，有
继续增长的巨大潜力。

其次，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为电影
市场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空间，为电影产业
带来福音。文化消费是城镇化进程中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电影又是文化消费中最
直观、最简洁、相对廉价的消费模式，因此
也将成为城镇化过程中最为活跃的消费
模式之一。

重要的是，将来电影产业会有大量
的优秀作品做支撑。这些年，中国电影
创作与时俱进，类型品种不断丰富，质量

水 准 不 断 提 高 ，人 们 需 求 不 断 得 到 满
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
断创新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方法，不断
提高艺术质量和水平，电影作品今后将
更加百花齐放，更有亲和力和喜闻乐见，
更接地气，传播正能量。

中国电影业还将呈现出开放竞争的
市场格局。目前，我国以分账形式引进进
口片的配额已提高到 34 部，基本上已把
好莱坞质量较高的大片都引进来参与票
房竞争。今后，随着开放竞争格局的日益
扩大，电影市场比拼会愈加激烈，对提高
影片水准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强烈。相信
未来，国产电影将在开放竞争环境中不断
增强自身实力，提高质量和水平，同时会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舞台，同
世界对话。

在合拍片上，2015 年我们将继续鼓
励扩大合拍项目，加大对外合作力度，通
过合拍扩大双方市场，学习技术经验，传

播中国精神和中华文明。目前，我国已经
和 10 个国家签署了合作拍摄协议，还将
与更多国家开展合作。

提到 2014 年电影业并购热潮，我们
认为 2015 年还将持续。未来的目标是打
造一批成规模的、有集成化功能的、产业
链完整的大型电影专业公司，适应中国电
影产业和电影市场发展需要，这也是电影
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外，各类资本也将
进入电影业，紧紧依靠内容这张“王牌”，
增加电影公司的艺术含金量、产业完整性
和市场成熟度。电影需要资本助力，但过
于逐利的资本只是个案，不是普遍现象，
也不会成为普遍现象。这是由电影的创
意产业属性决定的，即“内容为王”。前面
我们也提到，未来电影市场竞争将更加开
放而激烈，观众的观影选择也将日益成
熟，那些没有优秀内容支撑的电影注定会
被市场淘汰，越来越多制作精良的优秀影
片将脱颖而出，获得市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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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迸发强劲活力
记者：新年伊始，中国电影交出一份

漂亮成绩单。如何评价 2014 年中国电影

市场和电影产业的发展？

张宏森：2014 年中国电影的发展令
人振奋。有几方面的数据能很好体现去
年电影市场的亮点：

一是 2014 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到
296.39亿元，同比增长 36.15%，比 2013
年的增长率高出近 10 个百分点，净增票
房达 78.7 亿元。2010 年时，中国电影票
房仅为 100 多亿元，2013 年刚突破 200
亿元，2014 年就站到了 300 亿元的门

口。这样快速的增长，超出了人们的预
期和经验判断。

二 是 国 产 影 片 票 房 占 到 总 票 房 的
54.51%，稳稳占据半壁江山，说明国产
片应对进口片挑战的能力正在增强。要
知道，2014 年，《变形金刚 4》、《星际穿
越》 等好莱坞大片密集推出，且绝大部
分都进入了中国市场，好莱坞电影在全
球市场占比平均超过 70%。在这样的背
景下，国产影片在国内市场还能占据相
对主体地位，获得 161.55 亿元的票房，
确实来之不易。

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还体现在影院建

设和观影人次的快速增长上。2014年，全国
新增电影院1015家，这意味着每天约有3家
电影院开门营业，每天增加约15块银幕。全
年城市影院观众人次比上一年增加1.5亿人
次，达到8.3亿,同比增长34.52%。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并
在不断缩小与北美市场的差距，电影业迸
发出一股强劲活力。2014 年全球票房为
375亿美元，美国占 27%的市场份额，中国
占 13%，比 2012 年提升 5%。英国、法国、
德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俄罗斯
等 8 个国家的票房占比均不超过 5%。我
国电影市场取得的成绩令人振奋。

文化魅力凝聚人心文化魅力凝聚人心
记者：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发展不

但聚集着全社会的目光，也吸引着很多

行业与其融合发展。2014 年，电影产业

的自身改造，以及与互联网、金融、科

技等领域的融合发展令人感触颇深。您

认为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趋势是怎样

的？未来大电影产业的生态将呈现出怎

样一番情景？

张宏森：一个产业只有迸发出一种强
劲的活力，才能够吸引其他关联产业与其
接近和融合。2014 年，电影产业和几个
系统都发生了密切关联，譬如以 BAT

（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 为代表的互联
网行业进军电影界，参与到制作、发行等
诸多环节。2014年，《关于支持电影发展
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出台，银行业向电
影领域放大了开放的幅度，与电影产业开
展了大范围合作，为电影产业提供了版权
抵押融资等多种形式的金融支持。科技方
面，2014年，国家投入3亿元支持6家国

有重点制片基地发展，包括新兴技术的升
级改造。另外，我们对高新格式影片一直
实行补贴。

关于大电影生态在未来的呈现，第一
个场景是一个新兴电影市场的崛起。中国
正在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中国电
影产业正在经历从发展关键时期向“黄金
十年”的跨越，中国电影市场将成为和北
美电影市场同等重要的、影响世界电影格
局的市场。不久的将来，中国电影市场将
呈现出巨大而富有活力的景象。

第 二 个 场 景 是 电 影 生 态 系 统 的 成
型。中国电影产业将以版权为核心关联
起许多产业，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系统。
以电影版权为核心，通过拉动电视版权、
网络版权、游戏版权、衍生品版权的发展，
电影产业将辐射带动旅游项目消费、餐饮
消费、购物消费等的快速发展。电影产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率将越来越大，关联
领域越来越广。

第三个场景是拉动就业。每一部电

影的拍摄都提供大量直接就业岗位。用
人最少的剧组提供岗位一般不低于 200
人，大剧组则要动用几千人，譬如 《太
平轮》 剧组前期人员就超过 1000 人。去
年，我国拍摄各类影片约 800 部，这些
就业数据累计起来相当可观。而每增加
一个影院，提供的就业岗位保守估计也
在 30 人左右，建设影院同样需要人工完
成，此外还有相关餐饮、停车等配套服
务人员。现在，中国电影业直接拉动的
就业岗位约为 50 万个，美国约为 150 万
个，我们相信有一天中国也会达到并超
越这一水平。

最重要的是电影还有凝聚人心的文
化魅力。电影是聚集性的集体观赏仪
式。当大家聚集到影院坐下，一束光打在
大银幕上，银幕之光和人们的心灵之光就
进行“光合作用”。好的影片能让观众的
情感得到释放，价值得到升华，获得审美
和娱乐的双重消费体验。这也是电影经
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内容至上”潜力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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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 2014 年，从票房数据来

看，仍然是中国电影的“大年”。297 亿

的全年票房，在全球市场稳稳地“坐二望

一”；54%的国产电影票房占有率，显示

出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优势；23699 块

银幕，继续扩展着中国电影的观众人群；

66 部过亿票房的电影，使电影亿元俱乐

部平均每个月增加 5 部以上新成员；《心

花路放》和《西游记之大闹天宫》两部国

产片票房双双超过 10 亿元；《爸爸去哪

儿》、《分手大师》等 8 部国产片票房均超

5 亿元；《变形金刚 4》在中国内地的票房

成绩甚至超过其在美国本土的纪录；这

一切都证明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含金量。

36%左右的票房增长速度，可以用一个

词汇来表达：中国式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产业格局也在

市场蓬勃发展的大格局下加速重组。虽

然市场化的电影产业与体制内的传统媒

体之间的整合由于制度障碍很难进行，

中国目前还难以产生电影、电视、平面媒

体等聚合在一起的中国式的“时代华

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

姆”；但是，同样是市场化的互联网企业

反而成为这场整合的最大推动者。百

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大巨头，全部介入

影视行业，成立影视公司或者收购、参股

影视企业，使得中国电影甚至会比美国

更早地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气质、云计算、大数据、粉丝、社交

化、用户至上、整合营销这些概念涌入电

影行业，“网生代”电影企业、电影导演、

电影题材、电影观众一时间让中国电影

风云突变。

在互联网新锐的影响下，曾几何时

还是中国电影顶梁柱的第五代突然就变

得“out”了。大制作的《太平轮》、《一步

之遥》风光不再；反而是一些非专业型的

导演，如韩寒、郭敬明、肖央、邓超，突然

成为了电影行业的风流人物。粉丝就是

生产力，偶像就是票房，用户就是上帝，

一方面为中国电影带来了更多的草根气

息和逆袭狂欢，另一方面也使国产电影

似乎远离了经典叙事和美学精致。一些

看起来不那么像电影的电影，例如《爸爸

去哪儿》这样的电视纪录片，却让那些看

起来像电影的电影在票房上难以比肩。

互联网的推动、二三线城市观众的兴起，

正在让电影更加具有“小镇青年”的气

质。

这一年，票房飘红的电影不少，被人

们记住和赞誉的影片却不多。倒是几部

票房上并不特别火爆的影片，如陈可辛

的《亲爱的》、许鞍华的《黄金时代》、张艺

谋的《归来》、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各具

艺术特色，而且也都在市场上取得了数

千万甚至数亿的票房成绩，显示了中国

电影市场蛋糕做得越大，电影文化的多

样可能性也会越大的趋势。成熟的电影

观众、差异性的审美需求、习惯性的观影

方式，会为中国电影带来更多的选择和

机会。市场的巨大诱惑在很大程度上会

用一种磁铁般的力量将电影资源吸引到

快餐化的电影行为中，但是中国电影人

还是会有自己的坚守。

在具备高票房的文化产品的同时，

缺乏有文化价值的电影作品也是当下中

国电影从大国到强国之间的“一步之

遥”。在电影走向多样化的时代，如何为

电影创作提供更加宽松自由的创作环

境，如何通过电影政策和电影批评去营

造更加鼓励创新的开放体系，如何推动

电影观众、电影创作者、电影产业链各相

关环节在文化多样性上达成更多共识，

都是中国电影是否能够从市场繁荣走向

创作繁荣的重要条件。

可见，如何让电影市场蛋糕的味道越

来越好，将是中国电影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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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业未来将

呈现出开放竞争的市场

格局

2014年，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

增长速度令人瞩目，电影产业格局加

速重组。中国电影走向多元化发展

的同时，如何量质兼备，成为有待开

拓的全新课题

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

带 着 使 命 感 拍 电 影
本报记者 金 晶

“2014 年，中国电影市场有三股力量。一是以 《变
形金刚 4》 为代表的美国高科技大制作的科幻大片，这
部影片票房近20亿元，成为中国电影票房最新标杆；二
是像 《小时代 3》、《后会无期》 这样的粉丝电影，先后
赢得不错的票房，客观上助推了市场发展；三是2014年
下半年集中上映的一批新片，包括上影出品的 《触不可
及》、吴宇森的 《太平轮 （上）》、徐克的 《智取威虎
山》 等。”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谈起 2014年的中
国电影时这样说。

在任仲伦眼中，中国电影市场今后不再成为进口
大片的主场，粉丝电影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商业模
式。从世界电影发展来看，商业和艺术兼备的类型电
影应该是主流。“不论电影市场如何变化，上影的制
片原则有两条，一为提升竞争力，二是体现价值观。
提升竞争力，就要拍摄有质量和票房的电影，也就是
体现历史进步和现实变革的作品譬如上影出品的 《大
灌篮》、《锦衣卫》 等。”

任仲伦表示，今后上影发展的重点是“2+1”。“2”
是进一步加强两个核心竞争力，即创作能力和市场控制
力；“1”是现代片场的改建。“我们期望在三年内，努力
做到三个 10%：院线票房占全国票房 10%，影院提供的
票房占全国 10%，发行份额占全国 10%。若达成目标，
上影的核心竞争力将极大增强。”

记者还了解到，上影实现“2+1”的突破，也是
在争取上影股份的上市，强化上影现代企业制度和
市场主体建设。“上影股份囊括其下属的影院、发
行、院线、营销和影院投资等主业，是市场形态相
当完整的企业，其在资本市场的前景将被看好。”任
仲伦说。

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

努 力 做 到 三 个 10%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澳门风云》、《后会无期》、《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
国》、《智取威虎山》 ⋯⋯一年内为中国电影贡献近
10%的票房，博纳影业集团 2014 年的表现可谓不俗。
当记者和这位博纳影业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于
冬聊起电影时，他提到更多的是电影人的担当，以及拍
电影的使命感。

“这些年，博纳一直坚持主流电影的创作方向，带
着使命感拍主流电影。”于冬说。在他看来，主流电影
是那些具备基本的主流价值观、大众情感的电影。从当
年的 《十月围城》 到如今的 《智取威虎山》，博纳倾力
打造的多部重量级影片，都有这样的理念贯穿其中。

拍好主流电影，支撑主流市场，是件知易行难的事
情，尤其在当下沉浮摸爬、鱼龙混杂的电影市场中，坚
守更需要内心的踏实和笃定。如何让电影更易于被年轻
一代主流观影人群接受？如何拍出打破年龄界限、能被
更多人喜爱的电影？每一点经验的获得都需要经过反复
实践和思考。

于冬手上有两大“法宝”：一是将过去脸谱化的人
物形象还原为活生生的普通人，拉近影片与观众心灵对
话的距离；二是应用现代先进的电影技术，完成过去不
可能完成的影像画面，呈现独特的视觉体验。

以 《智取威虎山》 为例，这部在 2014 年年末上映
的红色经典主流电影，以血肉鲜活的人物塑造、融合侠
气英雄和战争温情的感人故事情节，采用好莱坞大片的
制作方式，加入 3D 特效拍摄技术，实现了商业、技
术、艺术和人文情怀等多种元素的有机统一。141 分钟
的精彩演绎，勾起了影院中老中青不同年龄层观众的情
感、回忆与交流。

“电影中的‘老虎’特效不输 《少年派的奇幻漂
流》，‘飞机’特效不输 《碟中谍》。”于冬说，为了将最
好的电影效果呈现在观众面前，于冬和导演徐克铆上一
股劲儿。譬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上映后，徐克延
期拍摄，潜心钻研“做虎”。如今展现在观众面前的

《智取威虎山》，先后经历 5 年筹备、2 年拍摄、8 个月
后期制作。影片推出两周，票房就突破 7 亿元，并获得
口碑和市场双丰收，可谓铁杵磨针，苦尽甘来。

“ 我 更 乐 于 见 到 的 ， 是 影 片 上 映 后 有 许 多 年 轻
人带着父母走进影院的那种合家欢景象。”于冬欣
慰地说。通过观影，许多家庭老少成员间的情感得
到有效的融合和沟通，“这也达到了我们拍摄电影
的目的——成为几代人感情沟通的纽带，实现影片
价值。”

日前，历时 8 个月的 2014 中国梦（浙江）微电影大赛

在杭州举行颁奖典礼。由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浙江

广播电视集团等主办的 2014 中国梦（浙江）微电影大赛

启动以来，最终 34 件作品获奖，产生了最佳导演、最佳编

剧等 5个单项奖。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