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化 产 业2016年1月19日 星期二12

2015 年 ， 中 国 电 影 市 场 风 云 过
眼，精彩纷呈。这期间，既不乏烂片遭
贬，又不少佳片获赞，既不缺资本运
作，又不难精琢成片，既不无跨界联
动，又不吝原创出新⋯⋯人们对于电影
的关注点，开始从 440 多亿元的票房数
字，转向内容制作及整个产业生态的崛
起。展望 2016 年，中国电影市场格局
孕变，或将在数量和质量上并行发力。

产业链竞争加剧

老牌电影企业和互联网企
业要想持续发展，还是要将力
量回归到电影创作上来

2015 年，中国电影产业迎着“互
联网+”的大潮，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投资、制作、发行、放映、营销、衍生
品⋯⋯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在进行重
新整合布局。这其中，尤以在线票务的
布局值得深谈。当观众网购习惯逐渐养
成，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手机终端购买电
影票时，这一市场的价格走势和盘分份
额也自然引发了关注。

根据易观智库和国资办发布的数
据，2015 年中国在线销售电影票的比
例已占到影票总销售量的七成以上。这
一 数 据 在 2014 年 时 约 为 40% ， 而 在
2013年仅为 25%。

在快速增长的市场中，收购整合也
更为频繁。2015 年 7 月，光线传媒发布
公 告 ， 拟 投 资 1.3 亿 元 获 得 捷 通 无 限
68.55%的股权。后者在 2005 年上线的

“网票网”，则是国内首家全国性的电影
票网上选座购买平台。8 月，万达院线
与时光网签署协议,战略投资其 20%的
股权。双方全面展开电影电商 O2O 业
务。同月，阿里影业旗下粤科软件联合
首都电影院，推出首家智能影院，不但
可以实现观影“无票化”，还能为淘宝
电影购票用户提供“退/换票”服务。
12 月，美团网宣布整合大众点评，旗下
的猫眼电影随后开始与大众点评电影频
道的整合，并推出了电影票在线改签功
能。同月，作为影视界新秀的微影时代

“牵手”格瓦拉，保持双品牌独立运营。
这一系列紧锣密布的动作，不但让

电影在线票务市场的格局更加清晰，也
促使竞争主体在相互制衡间，开始寻找
增量市场并提升服务水平。

“作为营销和发行渠道，在线票务
市场彼此之间的竞争往往容易陷入低水
平的价格战和补贴战。”微影时代 CEO
林宁说，他们希望通过创造更多的观影
价值，吸引到更多用户，形成市场良性
竞争的环境，推出面向深度电影消费者
的“微票儿”APP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在线电影票市场之争只是电影产业
纵横布局间的一个缩影，“燎原之火”
早已“烧”到界外。在 2014 年阿里影
业成立之后，腾讯便进一步加速了影视
产业布局。于是，2015 年的 9 月，腾讯
在一周内成立了两个影业公司——企鹅
影业和腾讯影业，前者发力网络剧、电
影投资、艺人经纪三大领域，后者则依
托 IP 资源在制作端打造内容，将 QQ 和
微信的竞争模式搬到了电影行业。腾讯
此举也被认为是希望掌控电影行业的产
业链资源，打造产业背后的生态圈。

与国外电影产业发展有所不同，中
国电影是在进行“工业化”的途中遇到

“互联网+”的。在转型升级与跨界融合
的同力作用下，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
爆发力。然而，在一轮轮跑马圈地后，
无论是转型之中的老牌电影企业，还是
跨界而来的互联网企业，要想持续发
展，最终还是要将力量回归到作为“本
源”的电影创作上来。

多元化精品探路

如何营造鼓励创新的开放
体系，是中国电影是否能够走
向创作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

很 多 观 众 还 记 得 ， 2014 年 曾 有
《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 等几部
综艺电影上映，并在粉丝追捧下取得了
不错的票房。对于综艺节目到影视圈

“客串”的现象，有人认为是一种创
新，也有人说其剧情薄弱，一时间众说
纷纭。而到了 2015 年，“粉丝”依然存
在，但品味已然有了分化。一些制作更
加精良，选题富有情怀的原创影片，同
样获得大众青睐，让人愿意在朋友圈自
发推荐宣传，取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
丰收。

动漫电影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就
是其中值得记下的一笔。它撷取了中国
经典文化元素，摸准了大众的审美趣
味，用“历险+励志”的故事模式引人

入胜。其取得的“双料”成功也为国产
动漫电影和观众带来巨大信心。

从 2015 年春节档的 《天将雄师》，
到清明节档的 《战狼》，从暑期档的

《捉妖记》《破风》，到国庆档的 《解救
吾 先 生 》， 再 到 贺 岁 档 的 《 寻 龙
诀》 ⋯⋯它们中既有特色鲜明的中小成
本影片，又有尝试工业化制作的中国式
大片，从题材类型、形式风格上讲又各
具特色，给观众带来多元化的观影体
验。此外，一批具有人文关怀和艺术个
性的影片，如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喜马拉雅天梯》《一个勺子》 等，也在
各方支持下获得了更多的成长空间。而

《滚蛋吧！肿瘤君》 中体现的个体在面
对逆境时依旧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也
在片里片外牵动着观众的心。

电影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精神
的表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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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如何通过电影政策和电影评论去营
造更加鼓励创新的开放体系，如何推动
电影观众、创作者和产业链各相关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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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说。

全球化蓄势待发

中 国 电 影 市 场 整 体 的 繁
荣，使海外发行渠道成为未来
成熟市场的刚性需求

2015 年，中国电影市场创造了近
几年来最好的成绩：电影总票房达到
440.69 亿元，同比增长 48.7%；观影人
次达到 12.6 亿，同比增长 51.08%；国
产 影 片 票 房 271.3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68%，占票房总额的 61.58%。在年度
81 部票房过亿的影片中，国产影片占
47部。目前，中国电影市场已稳居世界
第二。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全球化的步
伐也在加快。2015 年，国产电影海外
票 房 达 到 27.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8.13%。2016 年伊始，《寻龙诀》《老
炮儿》 等影片在海外热映，受到海外华
人的喜爱，创下近年来国产影片海外票
房的最好成绩。

岁末年初之时，由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电影局策划指导，华人文化控股

集团、华狮电影发行公司共同搭建的
“中国电影，普天同映”国产电影全球
发行平台正式启动。

“中国电影市场整体的繁荣，使海
外发行渠道成为未来成熟市场的刚性需
求。”华人文化控股集团董事长黎瑞刚
说，“我们采用完全市场化的做法，与
海外院线和影院进行票房分账。我们将
首先在海外华人聚居地同步上映国产影
片，以此为海外发行的切入口，带动外
国观众聚焦中国电影，逐步形成可控的
发行网格和渠道，建立起国际认同的标
准和体系，使中国电影的全球范围同步
成为常态，让中国电影充分参与到国际
市场竞争中”。

“布局国际化已成为中国民营电影
企业 2015 年的一股‘新浪潮’，对于中
国电影产业而言亦是代表了一个新纪
元。”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陈少峰告诉记者。在华谊兄弟研究院联
合陈少峰团队发布的 《中国影企国际化
报告 （2015）》 中显示，民营电影企业
对海外市场的布局提速。

2015 年 4 月 ， 华 谊 兄 弟 与 美 国
STX 公司签署协议，双方将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联合投资、拍摄、发行不
少于 18 部合作影片；同年 11 月，博纳
影业以 2.35 亿美元投资美国 TSG 娱乐
金融，后者是二十世纪福斯长期的融资
合作伙伴；华策影视 2015 年也频频展
开了国际化的连续动作，与福斯国际、
极光影业和 《蝙蝠侠》 系列制片人迈克
尔·奥斯兰有多部影片的合作计划。

此外，万达影业、乐视影业、阿里影
业、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熙颐影业等
在今年均以不同形式、不同深度的方式
登陆好莱坞。

乐视影业将以张艺谋指导的电影
《长城》为龙头，与好莱坞合作，用中国的
故事、中国的文化打造面向世界的英文
版电影。乐视影业 CEO 张昭说，“全球
化将是针对全球的市场进行全新创造，
而不仅仅把自己的东西送出去”。

2017 年，随着 WTO 协议的到期，
中国电影市场也将进一步开放，更多的
国外电影将进入国内。展望“十三五”
开局之年的 2016 年，中国电影也将由
规模速度型发展向质量效率型发展转
变。业内业外、国内国外将面临更加激
烈的竞争，中国电影产业更需要敞开胸
怀、迎接变化、拥抱未来。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传统档期“贺岁
档”拉开帷幕，2015 年度第五次“中国电
影观众满意度调查”随之展开。通过对贺
岁档 7 部重点国产影片进行调查，结果显
示贺岁档观众满意度 82.9 分，超过暑期
档成为全年满意度最高的档期。在数字
的背后，原创内容和 IP 深耕细作在增强
观众体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由中国
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手艺恩共同开展。
自 2015 年春节档起，全年共调查五个档
期，合计 45 部国产影片。由于贺岁档的
高满意度，也将 2015 年年度观众满意度
拉高至 81.2 分（截止到国庆档时总体满
意度 80.7 分）。年度满意度分别根据 5 个
档期的三大指数和满意度加权各档期的
票房而得。

2015 年贺岁档拥有优质 IP 的影片，
既有《寻龙诀》获取超高满意度的超高票
房，也有中小成本《万万没想到》投入产出
取得的合理回报。在贺岁档位居 80 分以
上的影片中，《老炮儿》《唐人街探案》和

《小门神》均没有所谓的互联网 IP 基础，
但影片的品质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认可，

《老炮儿》和《唐人街探案》还收获了较高
的商业回报，实现了艺术探索与商业价值
的高度统一，而影片新鲜度数据也显示优
秀原创国产片的创新性给观众观影带来
了较高的新鲜度，这为国产电影继续加强
原创和创新鼓了劲打了气。

记者发现，从贺岁档期排名居首的单
片三大指数来看，《老炮儿》的观赏性和传
播度均获超高得分，思想性也位居档期第
一，得分 82.8。综合 2015 年多个档期最

受欢迎的影片调查数据分析，春季档《战
狼》、暑期档《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滚蛋
吧！肿瘤君》、国庆档《解救吾先生》等高
满意度影片，观赏性和思想性得分均较
高。可以看到，作为文化产品各档期最受
观众欢迎的影片都在思想性上表现出了
较深内涵，影片传递的精神力量深深地打
动了观众，被感动和获得启发思考是观众
反映最强烈的两种感受。同时，这些统计
结果也表明，虽然电影的题材类型和功能
不同，但能够获得观众高满意度的好电影
一定在观赏性、思想性上都能获得较高得
分，并进而形成高传播度。而当我国电影
市场在阶段性满足中国观众对电影的视
觉奇观和感官娱乐需求之后，构建电影观
赏性、思想性和传播度的“铁三角”关系将
是保证一部影片获得高满意度的关键。

近年来，“不唯票房论”已经成为电影
业内业外的共同呼声。2015 年全年的满
意度调查便是力求在“票房”评判标准之
外，建构新的评价体系，助力中国电影积
极健康发展。该调查覆盖了 45 部国产影
片，占比全年院线市场国产片（含合拍片）
12.3％。覆盖全年 5 个主要档期的满意
度调查显示，中国电影市场各档期呈现出
了不同特点，并涌现出一批观众高度认可
的优秀作品，其中高满意度（超过 80 分）
的影片共有 18部，位于满意高位（超过 78
分）的影片共有 10 部。业内专家认为，在
电影产业高速发展的红利下也不乏急功
近利者。“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未来
将继续通过科学化的数据采集统计和专
业化的分析研判，为国产电影创作、生产、
推广和产业发展提供健康导向。

2015 年度第五次“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

原创，国产电影的新力量
本报记者 金 晶

20162016年年，，中国电影将优化原有市场格局中国电影将优化原有市场格局——

国产电影国产电影，，量质双升又一年量质双升又一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金金 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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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中国发布图书销售排行榜：

影视带火了“深阅读”
本报记者 李 丹

亚马逊中国日前发布了 2015 年度图书销售排行
榜。从榜单可以看出，除了手工涂色书《秘密花园》这匹
2015 年图书市场最大的黑马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热门
影视剧带动原著热销的“影视剧效应”。对照影视剧开播
前后一个月的销量，《平凡的世界》增长了 6 倍，《花千骨》
增加了 10 倍，而《琅玡榜》销量竟然提升了 33 倍，增速之
快令人咋舌。

热门网络小说《鬼吹灯》的作者天下霸唱认为，2015
年掀起了一个影视剧争夺小说改编版权的热潮。“影视剧
作品，包括网络游戏，都离不开好的文学作品作为文本。
我喜欢的许多好莱坞大片也是根据经典文学作品改编
的。”天下霸唱表示，当前图书销售市场的相对遇冷，对畅
销书作者的收入还是有很大影响的。“10 年前销量 100
万册以上的才能称得上畅销书，但现在能卖 20 万册就已
经算是超级畅销书了。但图书价格跟 10 年前相比好像
没有太大差别。如果有人按照以前的标准要稿酬，肯定
没有出版社敢签。不过，随之而来的影视剧改编多少弥
补了作者的这部分收入。”天下霸唱说。

2015 年热播的谍战剧《伪装者》的原作者张勇也有
同样的感受。《伪装者》的原著小说《谍战上海滩》刚出版
时很少有人问津，也没有再版。电视剧播出后，小说再版
了，卖得也很不错。还有许多网友参与讨论，到底是电视
剧写得好还是书写得好，这种讨论更增加了书和剧的人
气。“当年我喜欢二月河先生的《康熙大帝》和《雍正皇
帝》，后来影视剧播出时同样看得热血沸腾，所以特别想
进入这行做一些创作。书籍和影视剧对于我来说有着同
样的吸引力。”张勇说。

热门畅销书改编影视剧，带动了相关图书销售，也将
更多读者带入图书阅读中。亚马逊中国副总裁石建军表
示，在这样一个多屏时代，大众越来越多地处于浅阅读状
态。亚马逊之前做过的一个调查显示，受访对象中有
51%表示每天通过社交媒体的阅读时间会超过一个小
时，只有 36%的受访者每天会进行一个小时以上的深阅
读，包括纸质书和电子书。“影视剧带动了阅读热，这是一
个令人欣喜的现象。”石建军说，“因为这让大家又回到深
阅读里来了。当然，我并不否定浅阅读，因为所有的阅读
方式都可以丰富大家的生活”。

可形成泛娱乐生态布局

厚积薄发炼就好 IP
本报记者 徐 红

业界公认 2015 年是 IP 市场被引爆的一年。在热钱
的追捧下，众多 IP 电影席卷大银幕，由小说 IP 转化成电
视剧和电影的《小时代》《何以笙箫默》，由漫画 IP 转化来
的《滚蛋吧！肿瘤君》，走漫画到动画再到电影路径的《十
万个冷笑话》，还有流行金曲转化成大电影的《栀子花开》

《同桌的你》等，相关产业市场也步入了高速增长期。IP
当之无愧地成为创造力和想象力爆棚的切入点。

简单来说，IP 就是一种多维度的流行文学或艺术作
品，它可以是漫画作品、文学作品、原创短片，也可以是一
首歌、一部网络小说、一部广播剧、一台话剧，或是一个短
语、某个经典的人物形象等。IP 的价值，在于其可以形
成泛娱乐生态布局，形成品牌联动，滚雪球式发展。如电
影《同桌的你》就是由校园歌曲发酵而来，以不到 3000
万元的投资吸取了 4.55 亿元票房。再如，同样是三国游
戏 IP，就有三国杀、塔防三国志等多种产品。在数字阅
读领域，掌阅科技的 APP 已建立起以内容为中心，辐射
出版、网络文学、动漫、游戏、影视领域的完整生态链，其
粉丝和用户数突破 5亿元。

一个好的 IP 极具商业价值，可以后续衍生为电影、
电视、游戏、音乐、动漫、文学、周边创意等娱乐产品。无
论是《盗墓笔记》的疯狂追捧，还是《鬼吹灯》的毁誉参半，
都是巨大的 IP 在背后“兴风作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在日前召开的第八届中国
版权年会平行论坛上表示，若想做大 IP 产业，要有好作
品，还需具备现代传播方式，讲求规模效应，包括互联网
上的流量和粉丝数量。《琅琊榜》《北平无战事》等好剧本
就拥有庞大的受众群，满足了公众的精神需求。因此，将
热门 IP 衍生为各种内容产品的同时，也是对原有粉丝

“再利用”价值的重新挖掘。
实际上，也并非所有的“知识财产”都具有被开发成

电影项目的潜质。相关专家认为，无论什么故事，若要在
大银幕上呈现，它必须可拍摄（能转化为电影视觉化语
言），可融资（有人愿意出资投拍），可营销（具有足够的卖
点说服投资人出资）和可观赏（影院愿意排片，观众愿意
买票）这四个特性，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童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王君认为，漫
画占据了泛娱乐主流，国内则相反。尽管我国的动漫产
业的发展比日本动漫产业晚了 50 年，但我国动漫产业赶
上了移动互联网时代，通过快速传播使动漫 IP 在移动端
获得了集中爆发性的用户增长。

记者了解到，童石网络开发的《大角虫》移动端漫画
平台打通了漫画、动画、手游、影视版权全产业链，是世界
动漫史上首个利用 APP 实现每日更新的漫画平台。目
前，平台已有 1000 多部原创作品，大约有 20%左右的作
品实现了每日更新。据测算，一部作品如果每日更新，连
载 3 年后大约相当于柯南漫画在杂志上连载 40 年的容
量。另悉，童石网络 2015 年与爱奇艺、优酷合作的 7 部
网剧目前已全面开拍。

“目前，尽管 IP 市场供需火爆，授权费用不断创出新
高，但在繁荣的背后，真正作为根本的文学创作并未显现
出足够的创新。特别是 IP 市场上出现了许多不理性的
经营现象，很多作品的 IP 价值被投资者们主观夸大，忽
略了对其精心经营所需的先决条件，甚至一个作品只写
了书名就销售了上千万册。”在掌阅科技创始人贾生亭看
来，一个好的文学 IP需要沉淀，需要厚积薄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