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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如何破题
“投资不离场、人才不离场、观众不离场”？

■文/支菲娜

投资不离场，核心是让谁的投资不离场的

问题。行业现在渴求的是刺激，而不仅仅是救

济。要让两类人有信心，一类是市场主体，一

类是投资者。3月下旬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反

复，使市场主体复业时顾虑颇多。近日陆续出

台的财政、税收、专资措施，已经向行业和投资

者传递了明确的信号，传递了党中央、国务院

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关怀。

（一）要当好“主心骨“，

做好保市场主体的责任人

要让投资不离场，也就是要让从业者和投

资者相信电影仍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行

业。下一步重心在于配套落实，让投资者进一

步增强信心。

电影产业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而且是

较为活跃、一直广受关注的组成部分，应在“六

稳”、“六保”工作中发挥更多作用。当前电影

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

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抓实

复工复业发展的各项工作。电影与其他行业

不同，从产业经济学角度而言仍然是新产业、

小产业，龙头企业、优质企业的带动作用明显，

在确保扶持中小企业的基础上，仍需扶持企业

做大做强，大河涨水小河满。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5
月 12 日出台了《关于做好电影专资贴息支持

影院应对疫情有关工作的通知》，对 3000 家

中小影院进行支持。此举符合“六保”政策

大方向，贴息也充分体现了财政资金“体恤

民情”的重要作用。

经过百余日抗疫的总体战和行业长期停

摆，不少电影从业者身心俱疲。要避免企业眼

看着政策优惠无法享受的“旋转门”和“玻璃

门”。上层政策在落地过程中，一些地方管理

部门需要多做功课因地制宜，而不是简单盖章

转发。这次一揽子政策的出台，正是重振行业

旗鼓的良好契机。须通过有效的跟踪协调督

办机制，监督政策落实、强化扶持资金绩效管

理，确保政策落实及时到位。

（二）要当好“纾解人”，

纾解融资障碍、纾解冗余劣质产能

造成的发展堵点

让投资不离场，首先要让投资进场。行业

此前已经出现了局部并购重组的现象，这是非

常好的标志，它意味着行业仍然是有活力的、

有吸引力的。我们需要做的是让这些星星之

火快一点形成燎原之势。

保住优质龙头企业和特色企业，救活濒临

绝境的中小企业，才能让投资认识到电影行业

的活力和投资价值。除了做好纾解市场主体

情绪的沟通工作，更需要的是纾解融资障碍、

纾解发展堵点。

金融机构是商业体，不是福利机构。电影

企业是轻资产，尽管此前做了一些项目贷的尝

试，但融资贷款一直没有破题。金融机构普遍

对电影行业缺乏了解，不愿随便给电影企业贷

款，因为按照金融机构既定的规则来评估的

话，大多数电影企业不符合放贷条件。但实地

调研发现一些金融机构熟悉了电影行业情况

之后，表现出了明显的热情。这当中，体现了

地方行政管理部门的担当。

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体现国家财政资金

的普惠功效，可以由行业管理部门或行业协会

建好评估体系，给金融企业开“白名单”，推动

无抵押贷款，帮助企业克服申请贷款的困难。

这是“江苏样本”积累的经验。“白名单”还有个

好处，就是帮助淘汰冗余产能。小影院偷漏瞒

报情况并不鲜见，“白名单”和金融手段，正是

大展身手的时候。

在“白名单”基础上，地方管理部门也需要

和金融机构做好沟通工作，让银行“能贷就

贷”，不要盲目抽贷和断贷。以前不贷的，现在

可以贷，银行要提高风险容忍度。以前已经贷

出去的，协调银行要最大限度地不盲目抽贷和

断贷，进行最大限度的展期。

金融机构是市场化企业，这时候就需要建

立兜底基金，帮助银行减轻亏本的顾虑。北京

的“投贷奖”已经做了较好的尝试。“谁放贷，谁

负责”，可以探索政府财政资金和金融机构共

同来成立兜底基金的办法。这笔资金并不会

太冲击财政资金的主要功能，财政资金多出一

些还是金融机构多出一些，都可以探讨。企业

能拿到钱，拓展专资的发挥空间，又打通了金

融通道，银行拓展了业务范围，皆大欢喜。

此外，在地方财政相对宽松、对文化产业

发展较为重视的地区，试点探索特别债，也是

值得尝试的。机构和国民投资购买债券，国家

也可以参与。只要相信中国电影的未来，就可

以买。

（三）要当好“店小二”，

营造更为优化的营商环境

企业贡献一方，地方管理部门是行业的管理

者，也是行业的服务者。文化行业是一个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化妆师”，在疫情影响下，尽快做

好地方电影产业的恢复，对加快地方经济复苏、

提振地方文化形象都有立竿见影的效应。做好

市场主体、投资者与相关部门之间的“桥梁”，不仅

仅是对地方文化行业做大做强有益的事。

行业管理部门要和相关部门做好协调沟通。

一些地方管理部门需加快调试，多与税收、人力、财

政、金融等部门沟通，努力为优质电影企业背书，避

免催征社保、催征税款、盲目催贷抽贷的情况。

行业管理部门要加强政务服务意识。探

索建立专人代办机制、分类服务机制，行业管

理部门人手不足，可充分调动各地行业协会的

积极性，帮助行业尽快复苏、加大变革与创

新。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行政主管部门

出台的优惠政策多、涉及面广，许多企业读不

懂、不会用、用不好政策优惠。南京市委宣传

部等七个部门联合发布《南京落实江苏“影十

条”政策企业办理指南》时，一并公布了南京市

新闻出版局专职副局长姓名电话、南京市委宣传

部电影处处长姓名手机等20多个部门负责人的

姓名联系方式，搭建了行业管理部门和协会等多

个组织的联合工作平台，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

方便从业者咨询和办理政策优惠，并安排工作人

员对重点企业专项代办开通绿色通道，促进行政

审批精简便捷，提供更为贴心及时的服务。这一

做法值得推广。

4月29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晖在电影系统应对疫情工作视频会议中作出了“中国电影仍然处在黄金发展期，投资

不会离场、人才不会离场、观众也不会离场”的重要判断，这是对中国电影发展形势的准确研判，也是对行业的鼓励和要求。

5月12日～14日，减免专资、支持贴息贷款、减免税收的一揽子宏观对冲政策陆续出台，向行业发出了明确的复工复产信号，城市影院市

场即将迎来复苏。“冷启动”比“热启动”要慢，中国电影如何破题？当务之急是做好“暖场”工作。深层次看来，则关键在于中国电影发展的趋

势和环境已经改变，通过政策手段和治理水平的升级换代，引领行业发展的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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