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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建新看来，本次新冠肺炎疫

情对电影产业有着全方位的影响，尤

其是在中国电影产业化以来，经过十

几年的发展，整个产业已经紧密联结

在一起，制片、发行、放映、观众，任何

一个环节受到影响都会形成连锁反

应，并最终作用到放映端。

在国产影片的供给方面，受疫情

影响，春节档、情人节档以及之后的影

片纷纷撤档，刘建新认为，影片尤其是

头部影片的撤档打乱了原先的档期安

排，会造成今年影片档期分布的不均

衡。“下半年影片肯定会扎堆上映，这

其实不是好事，如果一个档期有好几

部头部影片上映，市场不一定消化得

掉，只有春节大家扎堆，观众才会短期

内去影院进行多轮次观影。在下半

年，如果一个档期有多部大片甚至是

同类型大片上映，不可避免地会造成

资源浪费。”但刘建新同时也坦言，“就

目前的情况看，影片扎堆总比没片子

放好。”

而在进口影片方面，由于目前疫

情在国外肆虐，全球电影业都受到影

响，已定档的进口影片陆续撤档，而根

据市场经验，中国电影市场的 4 月、5
月、6 月以及暑期档之后的 9 月和 11
月，都需要批量进口影片来充实市场，

刘建新认为，今年进口影片的大批撤

档，对中国市场的负面影响将会在暑

期后显现。

在观众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方

面，刘建新认为，此次疫情会对国民经

济造成明显影响，而经济下滑又会带来

观众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下降。“希

望国家能出台一些拉动经济、鼓励消费

的相关政策，全国上下一盘棋，大家有

钱愿意消费，电影院才能过得更好。”

在观众的观影习惯方面，据刘建

新分享的数据，2019 年中国电影线下

观众 17.28 亿人次，线上观众 289 亿人

次，已经存在一定差距，“不仅如此，目

前的主流电影观众 90 后、00 后也更认

可流媒体视频网站，再加上疫情在很

大程度上养成了部分观众在线观影的

习惯，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行业还出现

了对影院放映窗口期的挑战，这是个

值得关注的现象。”

在影院运营方面，刘建新提供的数

据显示，受疫情影响，零售企业平均的

人员流失率在 30%-40%，而据刘建新

介绍，电影院员工的离职率本来就很

高，再加上本次关闭停业两三个月，影

院放映端人才流失现象会更加严重。

在电影制作方面，受疫情影响，影

视基地关闭、剧组停工、后期制作暂

停，刘建新认为上游供给端运作受阻

会影响到行业的整体发展，“有好多影

片本来是确定今年下半年公映 ，但现

在因为疫情暂停拍摄或影响了后期制

作进度，就会造成一部分影片下半年

放不了，甚至影响明年的影片供应。”

对此，刘建新对影城的建议是“存活”，

“停业期间大家一定要想办法活下去，

能想办法存活到疫情之后的影院都是

好影院。”

保证生存、团结有序、开源节流

从业者建言影院“困境”中的运营与管理

4 月 8 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进一

步做好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明电[2020] 16号）正式发布。

《通知》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经济社会秩序

加快恢复。同时，境外疫情呈加速扩散

蔓延态势，我国疫情输入压力持续加大，

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坚持实施“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的防控策略，进一步完善应急和常

态化防控结合的措施与机制，在做好境

内疫情精准防控的同时，积极有序推动

复工复产。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为

有效防止聚集性疫情的发生，落实分区

分级防控要求，推进生产生活秩序逐步

恢复，进一步做好重点场所、重点单位、

重点人群的疫情防控工作，将疫情风险

降到最低。

《通知》还强调，对于密闭式娱乐、休

闲场所，建议低、中、高风险地区均暂不

开业，具体要求由各地依据本地疫情形

势研究确定。这意味着包括电影院在内

的线下密闭式娱乐场所，在短期内仍无

法正常营业。

这项通知的下发在业内引发了强烈

反响，一方面，受租金、卖品等运营压力

困扰，已经受疫情影响停业两个多月的

影院复工意愿强烈；另一方面，饭店、商

场等其他经营体已经开始营业，影院从

业者看在眼里，心中也有些不满情绪。

而面对影城复工，刘建新的观点是：

应该谨慎复工，复工应该在有新片片源、

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全国统一，反对抢先

复工。

近 20 年的从业经验让刘建新对电

影放映行业的特点很了解，他在直播中

就表示电影院不同于餐饮和其他门店：

“餐饮行业复工，只要有食材、有顾客就

可以赚钱。但电影院复工后没有影片就

赚不了钱，你再努力，没有影片，也没

用。”

此外，他还提出了“真复工”和“假复

工”的概念，在刘建新看来，只有全国疫

情防控警报解除，影城统一复工，才是

“真复工”；而在疫情影响下，只有一部分

影城复工，就是“假复工”。

“全国影院不统一复工，就表明新冠

疫情的警报没有完全解除。哪怕全国有

28个省都恢复了，只有两个省没有恢复，

依然表明疫情没有过去，观众还会有顾

虑，对疫情还会有心理戒备。”

面对有些影院在疫情得到初步控制

时抢先复工的举动，刘建新认为不可取，

他认为这种局部地区、个别城市，还有某

个城市部分影院的尝试性复工，注定会

因为没有影片保证而票房极其惨淡，“有

的一天卖一张票，25块钱，连灯泡钱都不

够。”

而且个别地区或个别影院抢先复

工，很难得到片方重量级片源的支持。

对此刘建新的观点是：新片尤其是重量

级新片的上映，对影院的复工意义重

大。之前中影和华夏曾努力为影院筹措

了一批复映影片充实放映市场，但在刘

建新看来，在没有优质新片的情况下复

工，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复映片可以

作为市场低谷时的补充放映，但想用复

映影片把档期冲起来，难度较大。他拿

影城排片举例：“如果有新影城开业，一

定会选择有重磅国产新片或进口新片上

映的档期开门营业，就是因为新片能够

吸引观众，带来人流量和票房，而复映影

片观众在网上就可以看到，吸引力不

大。”

与此同时，抢先复工，在票房不尽如

人意的同时，水电、人工等费用也要上

升，亏损反而会更大。这种复工不仅没

法提振市场信心，甚至说有可能演变为

进一步打击电影行业和观众对电影市场

的信心。

“中国观众的消费心理喜欢随大流，

跟吃饭一样，饭店都有人，我们吃饭就放

心，影城也一样的，观众来了发现电影院

里根本看不到人，他就会认为他也不应

该来，那么后边他也不来了。如果电影

院一开业，能卖得好，黄金场次都卖个

70%至 90%，那么观众就会认为电影院

还是很火的，我们还要去看就会来了，所

以说假复工之下，时间久了，观众对电影

会慢慢没有信心，从业者也会慢慢没有

信心。”

安全是刘建新在影院复工建议中反

复强调的关键词，他表示影城最好是在

疫情防控警报解除、观众能够得到安全

保障的前提下复工。“如果抢先复工，在

全国某个地方有一个电影院发生了新冠

疫情，对整个行业来说得不偿失，本身不

赚钱，又背负了电影院发现疫情的罪名，

对行业打击会更大。”

对于影城复工的时机，刘建新建议，

最好是在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都许可之

后，在全国电影主管部门和相关行业协

会的统筹安排下，全国影院一盘棋有序

复工。“最理想的状况是，国家电影局或

者相关行业协会把上映新片的片源、档

期都帮影城统筹安排好，一声令下，全国

各地政府都让放了，全国影院统一复工，

立马有新片放。”

（下转第7版）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影院

停业。众多影城工作人员尤

其是管理人员开始通过直播

课程、线上座谈会等方式，结

合自身实践，分享管理经验，

为各地影城同行鼓舞士气，提

供建议，指导放映行业为复工

做好准备，受到了广大从业者

的欢迎。

4月8日，在一场题为“特

殊的2020年，电影院的合理

复工与开源节流”的直播课程

中，涌入了超过600人，星博正

华影院公司CEO刘建新通过

对市场数据的解析，为影院在

疫情期间的运营与管理提出

了指导和建议。

◎疫情之下，电影产业受到全方位影响，存活成影城第一要务

◎新片上映、安全保障、全国统一
影院有序复工，三者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