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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家协会召开“电影行业应对疫情影响”专题网络会议

积极参与抗击疫情 坚定信心共克时艰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影协、各大电

影企业、相关院校、学术组织等纷纷通

过捐款捐物、进行抗疫内容创作、积极

开展行业自助与互助等公益行为投身

抗疫活动、履行社会责任。

在捐款捐物方面。疫情暴发初期，

中国影协向湖北影协捐赠了部分防护

物资；博纳影业在自身资金紧张的状况

下捐给红十字会一百万元专项资金支

援武汉疫情；万达集团在第一时间捐款

一千万元后，员工个人捐款也超过了一

千万元，并且在全国商业地产里带头减

免了至少一个月的房租和物业费，据曾

茂军介绍，这项减免力度接近 40 亿元，

“这对于集团现金流影响非常大，我们

进行这项减免之后还面临给银行交利

息的问题，后期的各种投入至少在五六

十亿元以上”；《唐人街探案 3》剧组在导

演陈思诚的带头下，剧组所有参与的投

资企业，包括员工都有捐款。

在进行抗疫内容创作方面。中国

影协与湖北文联、湖北影协取得联系，

号召电影人为抗击疫情作出贡献，并与

中国视协一起创作、拍摄抗疫主题MV，

为湖北人民、武汉人民以及战斗在一线

的医护人员加油助力。中国高校影视

学会的很多老师、教授在特殊疫情阶段

开通网课、慕课为应试教育服务。据胡

智锋介绍，中国传媒大学有教授带领团

队在武汉疫情第一线，联合上百位纪录

片人创作了大型纪录片《第一线》。该

纪录片是国家卫健委委托制作的重要

项目，是迄今为止关于武汉疫情最权威

的纪录片项目之一，也是中国高校影视

学会参与制作的记录影像，该纪录片 3
月 18日起在优酷平台播出，引发热烈反

响；博纳影业也在积极地参与抗疫题材

电影的筹备与规划。

在积极开展行业互助方面。据闫

少非介绍，中国影协正围绕院线、制片、

投资和互联网等领域开展广泛深入的

调研活动，组织网上的问卷调研，同时

还对疫情暴发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出台

的电影产业相关领域扶持政策进行梳

理和归纳，“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工作集

中智慧、群力群策，与广大电影人一道，

为提振行业信心、恢复发展活力，共克

时艰、共渡难关作出积极贡献。”

猫眼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大规模的

春节档退票工作，共退票约 500多万张，

总额超过 2 亿元，“在观众付款时，很多

票款已经预付给了影院，但有些影院返

款时拿不出钱来，由于个别影院在疫情

后面临倒闭风险，相关票款可能会成为

一笔长期烂账，但考虑到猫眼的行业责

任以及电影观众对整个电影行业的信

任度，猫眼第一时间启动了退票工作”，

据席伟航介绍，猫眼代各个影院垫付给

观众的返还票款将近一亿元。

在疫情暴发前，横店集团就对电影

行业发出倡议：只要到横店来拍摄电

影，无论是摄影棚还是拍摄基地全部免

费。据徐天福介绍，因疫情关闭在横店

的剧组有 310 个，不算‘横漂’共有 5600
多名剧组成员在横店，迄今没有一人确

诊新冠肺炎。在疫情期间，横店集团还

对所有剧组以及‘横漂’演员在场地租

金与住宿上进行了相应减免。此外，横

店集团还拿出一千万消费券补贴给疫

情过后四个月内到横店来拍摄电影、电

视剧的剧组，用于在横店拍摄期间的吃

饭、住宿、道具租赁等开支。

于冬在发言中说：“我们作为民营

企业要有担当，在这个特殊时期，还是

要有更多的电影企业能够踊跃承担社

会责任。”据他介绍，博纳影业在制作

方面，做到了“零欠薪”，该付到工作人

员、主创人员的定金、工资及时发放，

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员工、工作人员不

满，“我们都是管吃管住，因疫情，省际

之间的交通都没有了，滞留在剧组内

的很多工作人员走不了，所以我们让

他们管吃管住，在这个疫情期间保证

他们的生活。”

宋歌也表示，在疫情期间，北京文

化非常重视员工的防护安全，有任何发

热、可疑迹象会立刻进行监控，“保证每

一个员工的安全是企业的首要任务，我

们目前给员工发的是全薪，保证了员工

收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对以电影行业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的影响也相当明显。

在目前疫情还没有得到完全稳定控制的情况下，为了帮助电影产业呐喊助威、出谋划策，3月26日，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牵头组织了“电影行业应对疫情

影响”专题网络会议，邀请包括创作人员、电影产业链各环节一线企业领导、理论评论家在内的多位业内人士参与，通过在线交流讨论的形式，围绕疫情对电影产业的影响、行

业自助与互助、相关政策扶持以及“后疫情”时期的中国电影发展等相关话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中国影协理论评论委员会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陆绍阳，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智锋，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赵海城，浙江省政协委员、横店集团副总裁、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天福，北京文化董事长宋歌，万

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曾茂军，猫眼娱乐副总裁席伟航，导演、演员、编剧陈思诚，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闫少非等参与讨论，会议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副

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主持。

闫少非在会议开始的致辞中表示，希望本次会议能展现团结形象，发出专业声音，贡献积极思考，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整个行业尽快走出疫情影响，重新回到健

康发展的轨道尽心尽力”。

与会代表结合自身实践或企业经营状况，从参与相关抗疫行动、疫情对行业的影响、疫情期间相关项目进展、坚定行业信心、对电影产业疫情后恢复的意见与建议等多个

方面进行了介绍、分享和讨论。

本次疫情对电影产业造成了全面影

响，各个公司的多个业务板块都遇到了

不同程度的停摆和阻碍。在本次会议

上，产业各个环节的从业者对疫情的影

响进行了冷静分析和客观评估。

于冬坦言，本次疫情对全球电影票

房都造成了巨大影响，其中对中国的影

响从春节前开始，属于“上半场”，目前国

外疫情又进入重大扩散的“下半场”，电

影市场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去年全球

票房是 440亿美元，按照去年同比，这个

一季度全球电影市场的直接损失就是

100多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的影响也是显

而易见的。”

对博纳影业来说，很多在制以及拍

摄阶段的制片业务处于停摆状态。据于

冬介绍，博纳影业为 2020年 10月份“入

朝参战七十周年”重大时间节点筹备的

影片《长津湖》，是国家电影局、中共北京

市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市电影局重点支持

的主旋律献礼片。该项目在疫情暴发时

已经准备了九个月，结果因为疫情全部

停拍。

“我们当时直接损失超过 1.5 亿元，

在筹备期间我们准备年初就开机，全部

人马都按时到位了。但在疫情的影响

下，包括 1800 人的剧组滞留在丹东，还

有 200人滞留在天漠。因为影片对季节

的要求比较高，需要雪等相关天气的安

排，导致电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我们只

能延后到今年的 11月份入冬之后，再下

雪的时候再拍摄，疫情直接导致这部影

片没有办法按期完成，是一个很大的遗

憾。”

赵海城也介绍了华夏电影的情况，

“发行这一块因为都在全国整体的盘子

里，整体的影响必然反映到华夏，不管是

总体市场还是具体的收益影响都比较

大，包括我们自己直营的影院都是一样，

制片业务也是如此，有一些项目也推进

不动。”

原先华夏电影在高帧率 120帧的影

院放映设备方面跟美国主流院线以及相

应的专业公司都有很好的合作，今年也

准备加大投入，获得更大发展。“但受海

外疫情影响，首先是参加不了在拉斯维

加斯的推介会，本来在那个会上有很好

的沟通和进一步推进的可能，公司说我

们出不去，我们就干脆委托合作方在拉

斯维加斯搞展会，我们这边视频解答一

些问题、做更深入的合作谈判，后来美方

把这个会议也取消了，这就导致相关的

技术研发投入以及设备的预先购置都会

受到影响。”

横店影业在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有 400多家电影院，到目前为止，还都处

于停业状态。徐天福坦言院线这一块损

失很大，“将近一万左右的员工，工资就

要几千万，商业地产的租金又要几千万，

2019年底，上海证交所公布了我们的货

币现金还有 11 亿，现金流比较充足，基

本上还能挺得过来，但压力还是很大，我

想全国院线跟横店差不多，有一些小的

影视公司，他们如果提前把这个现金流

支付出去，就几乎要倒闭了，如果是小的

影投公司，可能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

来。”

和横店类似，万达院线在全国有622

家已经开业的电影院，据曾茂军介绍，今

年筹备的电影院接近 100 家，至少还有

80 家要开业，疫情对新建影院影响巨

大。“电影院跟其他行业不同，比如旅游

或餐饮行业，只要开门就能恢复营业，而

电影行业还需要面对‘有没有内容可放’

这个问题，仅靠复映片很难有足够的魅

力把观众拉回电影院，更何况复映影片

在其他视频播放渠道上同样可以看到。”

而在新片尤其是进口影片的供给

上，曾茂军也并不乐观，他表示目前包括

美国、中国、欧洲、澳洲的电影院全部关

闭，这意味着好莱坞电影没有地方放映，

自然要推迟档期。

“很多好莱坞电影的上映档期调到

了今年 11 月份，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11月份是否能够上映也不乐观，因为好

莱坞的很多电影营销周期要持续半年以

上，必须要等疫情接近尾声以后才会宣

布档期，启动电影的营销。假设说今年

票房不受疫情影响，按照今年增长

5%-6%，大盘达到700亿左右，国产影片

占一半，另外一半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今

年基本上不可能补充上来，我认为这个

影响是非常大，特别是对电影终端而

言。”曾茂军如是说。

此外，曾茂军还强调了疫情对于观

众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的影响，“首先是

对消费心理的影响，心理影响相对比较

长期，怎么样让观众觉得走进电影院看

电影是安全的；而在消费习惯上，疫情期

间出来的互联网视频对电影行业的影响

也值得关注。”

（下转第5版）

◎踊跃捐款捐物、创作抗疫内容、开展行业自助与互助
电影企业积极投身抗疫活动、履行社会责任

◎ 冷静分析、客观评估、充分讨论
理性面对疫情的冲击与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