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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联合清华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举办云沙龙

电影产业如何化疫为翼？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疫情发生以来，电影产业链各环

节均不同程度受损受制，面对疫情防

控常态化，链条上各主体生存发展压

力有所增大。数据显示，今年和去年

同期相比，票房下降 90%，仅为去年同

期的 10%，且主要集中在影院停业前，

之后票房几乎为零。

尹鸿认为，此次疫情导致全球性

全行业停摆，整个产业链从上到下受

到影响，上游资金无法流动，电影制

作工作完全暂停，对于处在结构调整

期的影院及院线而言更是“雪上加

霜”。由于“零收入”，各类减免等优

惠政策也暂未发挥出有效作用，期待

更大力度优惠政策发挥效力。

行业前端和票务平台压力直接体

现在部分中小影视企业倒闭和票务

服务业务停滞，后续或对行业从业人

员带来进一步传导性影响。张一白

称，除了电影院线，行业前端环节受

到较大打击，部分小电影公司因经营

成本面临倒闭风险。张乐表示，票务

平台依赖于上游也依赖院线，由于整

个行业按下暂停键，票务平台也相应

受制。

此外，疫情造成的社会负面情绪

波动，也对电影产业复苏产生重要影

响。高大为指出，腾讯指数基于公开

场景网民评论文本，通过深度学习模

型分析网民情绪变化发现，担忧等非

积极性情绪是 2020 年一季度网民情

绪主基调，即使伴随复工复产呼声抬

头，积极心态有所回升，但仍较为有

限。董润年表示，疫情之下，各方对

行业发展产生担忧情绪，对创作者心

态也造成一定影响。马捷认为，疫情

对电影产业复苏的制约，在于公众

“安全信心”尚未恢复。大家现在都

在考虑衣食住行等最民生的问题，线

下观影的消费行为应该和其他线下

消费形式一样，是最后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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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疫情令行业受创受损，但客

观上也开启了行业转型升级新的机遇

期。互联网与电影产业融合或再度迎

来政策红利、舆论红利，驱动线上线下

深度融合，加速电影产业破茧和鼎新。

从产业体系优化方面来看，吴曼

芳指出，云制片模式的出现，不仅使工

作效率提高，也是对制片体系的一次

内在升级，由不规范走向规范化，专业

分工、责任到人，通过数据可视化，把

控项目的制作进度，这也是中国电影

产业走向工业化的重要一环。

尹鸿指出，现在是行业至暗时刻，

也许会有很多中小企业挺不过去，但

过去电影行业资金过度分散、资源不

集中带来的恶性竞争局面，也可能因

此发生改变，从长远来想，这种结构性

调整也许会给中国电影的未来带来良

性影响。

从内容品质提升方面来看，董润

年表示，互联网给很多年轻创作者提

供了很好的机会，有报道显示现在大

约 40%年轻导演的第一步电影都是通

过互联网去实现。但目前网络电影在

类型上仍比较趋同，希望互联网能够

为创作者提供类型更加多元的空间。

常斌认为，对于网络平台而言，更好地

提升内容品质，才能满足用户对于看

好电影的迫切需求，要实现这个目的，

一是平台切实提升网络电影制作成

本，二是吸纳更多专业的院线人才进

入网络电影领域。

此外，互联网链接支持、精准分发

能力日益显著。马捷指出，互联网要

为好的内容找到核心用户群，发挥支

持能力、链接能力，为内容创作提供方

向。董润年认为，互联网是串起好内

容的平台，能在电影类型推荐上发挥

大数据优势，中国观众数量庞大，即便

很小众的文艺作品，如果能够精准找

到受众，其绝对数量也可以覆盖成本。

互联网分担院线压力、助力行业

转型升级能力备受认可。常斌认为，

复工后积压片子将对院线排片带来挑

战，有些电影可以选择互联网首播，分

担影院压力。

下一阶段，现有商业模式或也将

发生变化。吴曼芳指出，对于制片方

来讲，需要思考如何控制成本、打造适

合网络播出的影片；作为网络平台，则

要考虑什么样的商业模式能够让制片

公司获利，现在的分账模式，可能应当

针对一些原来定位在影院播出的影片

进行相应调整。

未来，互联网和电影产业面临持

续深度融合，双方合作效能仍有广阔

释放空间。高大为指出，疫情期间，舆

论对电影产业发展、转型提出较多要

求，互联网对产业链升级助力潜力还

有待深挖开发。尹鸿指出，网络电影

头部作品与院线电影的中小成本艺术

片和类型片之间，重合度会越来越高，

互联网将对电影产生重要影响，扩窗

带来的时间延长和分众带来的空间的

扩大，是中国电影未来更健康的发展

模式。

电影成为民众精神文化生活“刚

需”之一，疫情期间需求也愈发走强，加

之行业线下发展压力等主客观因素，互

联网渠道和模式优势，成为影视行业解

困的重要抓手。互联网积极发挥为行

业拓宽发展途径和生长空间等作用，助

力行业短期内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降

低未来遭遇重大外部风险受损程度。

从放映模式观察，网播正在成为助

力行业止损的“高性价比”方法。常斌

表示，疫情期间用户观影需求“非常

大”，作为互联网平台从两个方面着手

满足，一是运营片库，腾讯视频约 1.4 万

部影片发挥积极作用；二是网络电影补

充用户需求，“网络电影制作周期短、可

控性强，资金回收也较快，或是让产业

先动起来的突破口”。

从内容创作和服务支持看，伴随产

业复苏逐渐抬头，借此“窗口期”深化

“修炼内功”，有助全行业“无缝”应对和

迎接终将到来的回春期，以及从源头振

兴影业发展。张一白认为，导演、编剧

应将疫情视为一个学习窗口期，立足于

把作品做好，“没有好的作品，即使院线

生存下来，但电影产业依旧难以为

继”。张乐则表示，作为猫眼这样的互

联网服务平台，目前应该夯实对影院、

内容创作者等的支持工作，持续做优票

务、宣发、大数据等平台服务，待到行业

复苏时为合作伙伴提供更好的基础设

施支撑。

互联网成解困重要抓手
线上线下联手补位抗压

伴随互联网应用普及，线上网民和

线下公民身份日益重合，舆论关注也在

一定程度上映射了行业变化，线下“看电

影”受阻，使民众线上“聊电影”热情更

高。高大为介绍，基于腾讯指数搭建的

“电影产业舆论期待指数模型”显示，伴

随防疫抗疫工作逐渐向好，叠加前期疫

情造成的“压抑性需求”，以及近期形成

的“增长式需求”，尽管担忧焦虑等情绪

仍较重，但网民对于行业复工复苏的期

待心态持续走高。

进入行业“复苏期”，网民关于重返

电影院、撤档影片复映时间、经典优秀

老片复展、新片预告等复工相关讨论显

著增多。讨论热词也反映出，线上观影

仍不能完全代替线下观影体验，而且优

质电影产品也是来自“需求侧”的重要

诉求。

疫情加剧影响电影行业
期待优惠政策发挥效力

“看电影”难“聊电影”热
舆论对行业复苏日趋关注

“互联网+电影”提档增速
行业转型升级逢新机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