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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观众不离场的问题之前，我们更需

要解决的，是观众进不进场这个难题。当前，

观众不肯进场的原因主要有三个：观影是不

是有卫生防疫保障？收入下降了、娱乐渠道

尤其是线上观影渠道增加了，影院观影是不

是太贵？有没有值得进影院观影的好片？好

电影且类型丰富，安全舒适的观影环境和视

听享受，优惠票价，是观众不离场的基本要

项。好电影是第一位的，其次优惠的手段，安

全的观影环境是保障。

（一）更多片源、更多团结，

共同做大蛋糕

观众进影院，一是出于观影的仪式感，二

是出于社交功能，三是出于参与社会话题讨

论。中国影院同质化现象严重，观众市场还

有较大挖掘空间。

首先要盘活片库。主题放映、特色点映

都可以在盘活片库的基础上发挥暖场作用。

由于此前市场发展的局限，库存影片有大量

优秀影片未能充分释放票房吸引力，也有大

量影片未能获得上映渠道。有更多的返乡务

工人员此前由于忙碌或工资低，并没有充分

享受到电影产业改革发展的成果。也可以探

索以低廉的价格、优质的片源，让更多人群走

进影院，享受电影创作生产和市场改革的成

果，延续电影产业排浪式发展。这些都可以

在基层试点下功夫研究。

其次要团结一心。中国电影一直有很好

的团结传统，这是十多年年电影产业改革的

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了共同把蛋糕做

大的重要性。电影可以说是整个文化行业中

最市场化的门类，市场竞争非常充分。中影

股份北京电影发行分公司 3月 17日发了一个

发行通知，联合片方给影院免费提供《中国合

伙人》、《狼图腾》等五部影片节目硬盘，做了

非常好的表率。影院没有负担，就可以进行

促销活动，帮助观众补看或者“二刷”。此外，

一些龙头企业正在不断尝试，利用科技创新

和文化创新，集中更多优秀作品资源，促进行

业形态升级换代。

再次要架好产品的“四梁八柱”。除了保

住“四梁八柱”式优质企业，市场的充分“引

爆”，也需要“四梁八柱”式的大片搭起市场的

主体供片结构。部分春节档和其他上半年档

期影片已经在考虑换档。大片换档，需要重

新做宣发，更需要小片“暖场”。“冷启动”需要

行业的耐心，更需要行业的智慧。《花木兰》有

望于 7 月公映，这给全球影市复苏撑起了不

少期待。近邻的韩国影市和日本影市也在加

快复苏脚步。国产新影该如何入场？哪些中

小成本影片可以承担“暖场”任务？在疫情考

验之下，不仅仅需要市场自发协调、做好充分

铺垫工作，更需要各级管理部门带头凝聚人

心，倾听行业的声音，平衡行业的诉求，带领

行业应对挑战重回高质量发展跑道。尤其注

重国企、民企的平衡，共同努力形成“国进民

也进”的理想局面。

（二）当好“带货主播”，

多角度帮助行业解决获客问题

电影管理职能转隶之后，不少地方管理

部门经历了从外行到内行的学习转变过程。

调研发现，在消费降级、就业情况比往年严峻

等大的消费趋势之下，娱乐渠道尤其是线上

观影渠道增加，影院如何渡过难关？管理部

门要帮助行业解决客流问题。

行业管理部门要帮影院“聚客”。管理部

门要在复苏期间允许探索放开弹性票价、结

构票价；要在各项电影专项财政资金中调拨

款项，支持、奖励影院开展各类惠民主题观影

活动。在借鉴推广湖南做法的基础上，研究

进一步帮助影院提升聚客能力的做法。充分

激活“人民影厅”，积极开展“电影党课”活动，

利用党费支持影院复苏。鼓励公职人员带头

观影，做好工会会费使用的合理安排，免费的

效果并不好，不能一味免费。开展社区电影

节，以“政府购买、影院优惠”发放观影补贴券

形式，对各类商业影院给予补贴，推动电影课

堂等活动，中小学生每年两部电影观影活动

此前在各地推广得并不理想，这一时期可以

在地方财力允许范围内大力推动。

行业自己要主动“获客”。只要管理部门

支持，行业一定会想方设法进行大范围、有力

度、受观众欢迎的促销。行业协会要协调本

地市场在不形成恶性竞争的前提下进行有力

度的促销，组织主题观影活动，恢复客流。并

鼓励片方和院线按照一定指导原则协商决定

票房分成。协调教育部等相关部门，通过发

放观影促销券等方式，大力组织学生、返乡务

工人员观看优秀影片，刺激观影需求，为电影

市场培养新观众。

管理部门要帮助影院“拉客”。借鉴南京

市委市政府等多地领导班子带头“下馆子”带

动餐饮消费的经验，推广各地尤其是影视文

化产业较为发达地区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带头

进影院观影，并大力营造良好观影舆论，吸引

更多观众走进影院，带动电影市场恢复生

机。除了解决观众进影院观影顾虑外，宣传

部门要充分为观影活动做好宣传推广。地方

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电影宣传还可以进一

步发挥积极作用。尤其中小影院大多存在于

县级及县级以下影院，满足更多中小城市群

众的文化需求，其他媒体充分帮助影院发挥

宣传思想阵地作用，是管理部门、观众、电影

文化发展和市场的多赢。

（三）联手开发特色保险产品，

解除观众进影院的顾虑

6月全国绝大部分影院恢复正常开业，是

目前可以想见的最为乐观情况，这将为中国电

影市场迎来半年的恢复期，并能鼓舞全行业信

心，认真备战国庆档期和年底的新年档。但是

今年暑期档会特别难。一是学校停学，小孩暑

期是不是要补课？不补课的话，几个月憋在家

里的情况前所未有，要不要旅游？二是一般暑

期的观影模式是老人带小孩看动画片。很多

老人疫情刚刚开始蔓延的时候根本不在乎防

疫，结果经过轮番的防疫教育之后，老人的防

范意识不但不断提高，反而常常过度了。即使

影院已经做好各种防护消杀措施，老年观众也

仍有一定的观影保守趋势。他们愿不愿带孩

子去，就成了问题。如果疫情将与人类长期共

存，或者新冠肺炎疫情解除了几年之后，又出

现别的传染病怎么办？

解除观影顾虑的办法由近及远有三个：

一是在影院尚未开业的当下，要充分发挥转

隶优势加强科普宣传，为市场复苏做好预

热。影院有没有卫生防疫的安全保障？影院

复工需要的首要条件是卫生防疫。从传染危

险性讲，影院的建筑特征决定了本身通风的

良好，大多数新建影院还安装了新风系统。

据国家电影资金办的数据，2019 年影院总上

座率 8.67%，周末上座率 12.1%；场均观影人

次 17.72 人。全国票房最高的电影院北京五

棵松耀莱成龙影城，建设指标为 17 个厅约

3500 个座位，每个厅平均 200 个座位。2019
年 169.88 万人次观众、4 万场电影，平均 200
个座位的厅每场只有 42 个人。这和餐厅、地

铁等相比，是相对安全的。这些情况，各级电

影行业管理部门、电影业界需要与媒体沟通，

宣传好影院空气标准化，卫生防疫标准化，人

们观影行为文明和自我防范的办法，消除人

们的顾虑。

二是在影院开业前后的中近期，要继续

发挥协会功能，通过提高影院服务标准，降低

观影风险。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早在 2 月

23 日就发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技术分

会关于电影院复工准备工作的建议》，帮助影

院做好消杀和复工的各项准备工作。各地的

电影业协会也都出台了因地制宜的办法。要

尽快推动影院标准化建设，配合行业主管部

门、技术部门、国家标准委员会，加快出台新

技术环境下影院建设标准，淘汰冗余产能、提

高影院的时间和空间利用效率、促进技术升级

换代。在上海相关影院星级评定等探索成果

基础上，加快出台影院星级评定的国家标准。

尽快出台影院的卫生防疫等相关国家标准，提

出规范化要求，为应对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大范

围传染病或其他突发紧急事态做好应对准

备。以地市级电影家协会、电影发行放映协会

或电影业协会等为抓手，以推动完成全国星级

影院评定和卫生安全评定为契机，对全国影院

各项指标进行全面摸底调研，为影院复工做好

充分准备，在此基础上，为行业集中优势资源，

加强优质现代化影院建设，提升影院服务质量

和水平，推动影院向专业化精品化迈进做好基

础工作。编制全国影院手册或数据库，摸清影

院经营模式、服务水平、人员就业情况等具体

情况，为复工复产做好准备。

三是开拓针对观众和影院的保险产品，

这是解除观影顾虑的根本办法。从前电影怎

么会去考虑保险手段？但这次疫情给各行各

业提出了新课题。实际调研发现，如果有相

关防疫保险，是有影院和观众愿意购买的。

疫情期间，曾有保险公司推出过针对个人健

康的“抗疫险”。在疫情这个前所未有的试验

场中，可以开发电影的相关险种。

针对观众的抗疫险，可以有两种：第一种

类似于交强险的抗疫险，是针对乘客的普惠

型保险，起到让观众安心的作用。可以参照

出租车乘客险的做法，抗疫险包含在每张电

影票中，只要观众在影院观影 14 天内患病就

产生效力,可以获得一定额度的赔偿。观影

活动较为复杂，涉及往返影院的交通工具、从

商场进入时的活动等等，如何严肃界定？赔

偿额度多大？保费如何设计？都可以设想。

第二种是类似飞机等交通工具意外险的抗疫

意外险。在订票页面由观众自己勾选、观众

付费，是观众和保险公司达成的契约。

针对影院也可以推出抗疫险。如果影院

出现疫情，影院肯定得停业整顿，意味着不可

预估的经济损失。有了保险手段，整顿期间的

人员、房租压力，就可以由抗疫险帮助分担。

这部分保险费是由专资和影院共同承担，还是

由影院自己承担，如何精算，都可以再讨论。

不仅仅是当下抗疫期间。抗疫险只是一

个低配版本，也许还需要有一个高配版本。

这次疫情让人们意识到，今后人类社会要面

对各种挑战。所以，更可研究针对观众和影

院的公共卫生事件险或不可抗力险。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

创新中心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特聘研究员，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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