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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策划

从进口影片中的“中国元素”变迁
看中国市场的发展和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电影院线制改革发展回眸

本报讯 疫情重创之下的电影行

业正在等待复苏，上海电影集团起而

行之，以三个多月的“沉浸式思考”为

基础，制定出台《“十四五”发展战略规

划纲要》，以“内容创新”和“产业创新”

为核心驱动力，以“机制创新”和“文化

创新”为保障，全力奔向“铸造精品内

容，应用创新科技，实现高质量发展，

引领产业转型的综合影视文化集团”。

纲要明确了集团战略目标，阐述

了“精品内容、大 IP开发、产业转型”三

大核心战略，梳理了创作制片、拍摄制

作、发行放映、文化实业四大业务板

块，并提出加速孵化“X”个创新项目，

确立了人才专业化、组织生态化、机制

市场化、资本证券化、产业数字化五个

方针。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健

儿告诉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结

束的全国两会上指出，我们必须在一

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性世界中谋求我

国的发展。对于电影行业，特别是对

电影企业来说，如何审时度势，在不确

定中找方向，在大变局中觅新机，做到

前瞻布局、有效应对，促使企业早日复

苏，尽快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已经成

为当前的第一要务。上影新战略的推

出，正是希望主动“突围”，在今后五年

打一场“主动仗”。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林莉丽）今年是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院线制改革

走过的第 18 个年头，此时回顾

曾经的改革历程，理性看待“后

疫情”时代的中国电影市场，既

不能低估影响盲目乐观，也要避

免高估负面影响的消极悲观。

中国电影院线制的改革实践是

中国电影人智慧、勇气和担当的

最好证明。冬天总会过去，春天

正在到来。只要广大电影人坚

定信心、团结一致，就一定能迅

速走出调整期，延续中国电影繁

荣发展的势头，在高质量发展的

道路上向电影强国目标迈进。

中国的电影发行放映体制

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

成的，与北美电影市场相比，中

国的电影院线制起步较晚。从

1995 年开始，上海、北京、四川、

辽宁等地率先开展了发行放映

机制改革和院线制试点。在充

分借鉴世界电影产业大国多年

形成的发行放映优势，总结我国

电影院线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

上，2001 年 12 月 18 日，《关于改

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

则》的 通 知（广 发 办 字〔2001〕
1519 号文件）印发，中国电影院

线制改革启动。

按照 1519 号文件的表述，中

国的电影院线制是“以影院为依

托，以资本或供片为纽带，由一

个发行主体和若干个影院组合

形成，实行统一品牌、统一排片、

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发行放

映机制。

作为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

院线制改革在改革初衷、改革方

式等方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探

索实践轨迹。院线制的全面施行

在实现中国电影低谷期的“触底

反弹”同时，也激发了产业链上、

下游的活力，为中国电影产业的

良性、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共有城

市电影院线 50 条。根据投资主

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国资院线和

民营院线两大类。从内容和市

场细分的维度看，可以分为商业

院线、艺术院线和农村电影院线

三大类。根据资产联结方式的

不同，城市电影院线可以分为直

营型、加盟型、综合型三个类型。

据统计，2002 年院线制改革

以来，全国电影票房从当年的 9
亿元提高到 2019 年的 643 亿元，

增长了 71 倍。 2012 年，中国内

地电影市场以 170 亿人民币（27
亿美元）的票房总量，一跃成为

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2016 年，

全年全国新增银幕 9552 块，银

幕总量 41179 块，成为全球银幕

数 最 多 的 国 家 。 截 至 2019 年

底 ，全 国 银 幕 总 数 达 到 69787
块，稳居世界首位，数字化水平

全球领先，电影市场结构布局趋

于合理。 （详见第3-7版）

本报讯 为了保护地球，大银幕上

的汽车人追逐着邪恶势力一同来到

中国，希望将他们彻底消灭……镜头

一闪，繁华的中国大都市夜色迷人，

一个个中国品牌的霓虹灯矗立在街

头，市民一边惊吓着逃跑，一边用中

文打电话向家人求救……另一边，由

中国演员饰演的特勤小组，正在协助

汽车人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他们没

有放弃任何一位民众，不论国籍、肤

色、民族，传统的东方价值观贯穿在

他们的行动当中……

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

进口大片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中，也

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元素”。比如

中国题材，从《花木兰》到《功夫熊

猫》，这类影片完全以中国文化和中

国故事为主线；再如中国场景，《神

奇四侠 2》的战场以上海东方明珠电

视塔为背景，《碟中谍 3》等影片也在

中国取景；第三是中国演员，成龙、

李连杰、李冰冰、景甜等演员纷纷参

演美国电影；还有关键情节，在电影

《2012》和《地心引力》中，中国元素

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剧情中出现的中文俗语、中餐名

以及外国人学讲中文的桥段，更是

不胜枚举。

所谓的中国元素，就是中国在

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与融合的过程中

逐渐发展形成的、由中国人民创造

的、可以充分反映中国民俗和精神

的文化结晶体。

好莱坞大片为何如此“迷恋”中

国？毋庸置疑，近年来，随着我国电

影产业的迅猛发展，中国迅速成长

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因此，

中国内地市场便成为了好莱坞商业

大片不可割舍的重要市场。在此背

景下，如何赢得中国观众则成为好

莱坞大片走入内地市场需要考虑的

最大问题。

由此，更多的具有“中国元素”

的好莱坞电影问世。这些影片，不

仅在取景上浓添东方色彩、在角色

上不断注入华人面孔，更是从导演、

幕后主创人员，到品牌植入、资本合

作，再到中国故事、价值观等层面有

了更深层的考虑。而这些年的合作

与融合，让好莱坞电影越来越多了

“中国味”。

（详见第8-10版）

擦亮上海电影制片厂品牌，打造产业创新项目矩阵

上影集团“十四五”新战略
瞄准内容创新和产业创新

本报讯 目前，全国疫情

防 控 阻 击 战 取 得 重 大 战 略

成果，但全球疫情的蔓延、

经 济 下 行 压 力 等 多 种 因 素

叠加，将对电影产业格局、

生产方式、经营理念带来深

刻调整，产生全方位、持续

性的深刻影响，也让电影产

业 未 来 的 发 展 面 临 极 大 的

挑战与压力。

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

景下，国家电影局不久前召

开 的 电 影 系 统 应 对 疫 情 工

作视频会议，给全行业释放

了积极的信号，对于提振行

业发展信心、助推行业提质

升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 疆 天 山 电 影 制 片 厂

厂 长 高 黄 刚 表 示 ，天 山 厂

将 充 分 贯 彻 落 实 此 次 会 议

精 神 ，在 做 好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的 同 时 ，植 根 于 新 疆 这

块 沃 土 ，聚 焦 新 时 代 的 火

热生活，坚定信心，锐意进

取，开拓创新，创作出更多

讲好新疆故事的精品力作，

助 推 中 国 电 影 产 业 取 得 高

质量的新发展。

中 国 电 影 家 协 会 副 主

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教授尹鸿认为，会议给了

电影从业者以信心，也凸显

了电影行业对于社会、文化

的作用和地位。他表示，会

议 不 仅 给 了 业 内 从 业 者 很

多信心，更重要的是出台了

一系列利好政策，为中国电

影 产 业 今 后 的 发 展 进 一 步

明确了方向。

会议指出，电影行业发

展要坚持“内容为王”。对

于电影产业而言，好的原创

内容的可持续供应，是电影

产 业 的 立 足 之 本 。 对 于 正

在 为 复 产 复 工 做 准 备 的 电

影行业，尹鸿充满信心的同

时，也提出了如院线影院需

要有结构性调整、制片方面

不仅要保持多样化创作，还

要 进 一 步 提 升 有 影 响 力 作

品 的 数 量 等 诸 多 建 议 。 尹

鸿表示，电影市场的复工复

产，需要有一批有影响力的

大片来撬动。“一个消费习

惯的重新形成，需要一个强

而 有 力 的 推 动 力 。 只 有 影

响力的电影进入市场，才能

够让市场重新有活力。”

高黄刚表示，如今新疆

2500 多 万 各 族 儿 女 将 迈 入

全 面 小 康 社 会 。 通 过 相 关

题材影片创作，我们能切身

感受到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新 疆 这 片 热 土 发 生 的 时 代

变 迁 、历 史 进 步 和 社 会 发

展；能切身感受到，现在新

疆 优 美 的 旋 律 、动 人 的 舞

姿、幸福的笑脸和热气腾腾

的 现 代 生 活 ；能 切 身 感 受

到，新疆各族人民不负殷殷

期望，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真实现实。

在展望下半年时，尹鸿

建 议 中 国 电 影 人 首 先 要 做

的 就 是 让 本 土 市 场 恢 复 活

力。在他看来，想要进一步

增加观影人次，中国电影人

就 必 须 提 供 更 多 优 质 的 影

片内容。

首都华融电影院经理于

超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他

们 向 约 5000 名 观 众 发 放 了

一份调查问卷。“总体上看，

其 中 90% 的 人 有 回 到 影 院

看电影的意愿，但是观众进

到 影 院 最 关 心 的 是 安 全

性。”

想 要 尽 快 恢 复 市 场 活

力，激发出观众的观影需求

同样重要。“市场中一定要

有观众真正想看的影片，观

众才会走进影院。”在于超

看来，消费信心、消费习惯

和 观 影 需 求 都 是 复 产 复 工

时要解决的问题。

作为影院的经营者，于

超 也 呼 吁 可 以 尝 试 适 当 放

宽影院经营的范围，让影院

进一步探索经营多元化，用

来 提 升 影 院 自 身 的 抗 风 险

能力。“过去的这些年中，影

院 通 过 放 电 影 得 到 的 收 入

相当稳定，因此电影院也缺

乏 动 力 去 探 索 。 经 历 了 此

次疫情之后，影院经营者们

有 了 更 多 的 危 机 感 和 反 思

空间。” （详见第2版）

本报讯 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召开

电影系统应对疫情工作视频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讲

话精神，分析疫情对电影行业带来的

冲击和深刻影响，对下一步推动我国

电影在疫后更好更快发展作出了安排

部署。

天山电影制片厂厂长高黄刚表

示，在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

战略成果，但全球疫情的蔓延、经济下

行压力等多种因素叠加对电影行业造

成深刻影响的情况下，此次会议的举

行可谓恰逢其时，不仅做出了“我国电

影发展长期向好的条件和环境没有改

变”的明确判断，也为提振行业发展信

心，助推行业提质升级起到了“定海神

针”的作用。正如王晓晖部长所说，冬

天总会过去，春天已经到来，只要广大

电影人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就一定能

排除万难，再创中国电影新辉煌，在高

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向电影强国目标迈

进。

2020 年，天山厂已启动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以脱贫攻坚为题材的

影片《盘龙古道》，该片目前正在紧张

的筹备阶段；生动展现新疆阿勒泰地

区各民族少年儿童的体育课“冬季滑

雪、夏季骑马”这一独有亮点的青春励

志儿童片《小马鞭》也已进入筹备阶

段。目前，疫情的阴霾逐渐散去，天山

厂也将继续做好“民族团结一家亲”电

影《昆仑兄弟》以及青春歌舞片《歌声

的翅膀》的全国宣传发行工作，通过这

些影片的创作、生产、发行、上映，积极

践行“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

代明德”的使命任务，也希望通过这些

影片让更多的国内外观众切身感受到

新疆之优美、新疆之大美、新疆之壮

美。 （详见第2版）

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厂长高黄刚：

坚定文化自信，讲好新疆故事
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向电影强国目标迈进

提高有效供给，激发市场活力

坚定信心推动电影全行业
持续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