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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线电影是为了提供深度内容，上

游在资金上的大体量投入，在拍摄创作

阶段的锱铢必较，下游影院大银幕、音

响效果构成的沉浸式体验，共同达成对

观众的独特吸引力；网络电影现阶段则

更多是为了满足观众碎片化的娱乐需

求。院线电影和网络电影在制作成本

和营收模式上的差别，决定了上文提到

的两种“院转网”的收益模式都很难成

为常态。

对于头条系平台来说，春节期间

《囧妈》的上线，使其在淘宝和快手双双

冠名 2020年央视春晚的背景下，找到了

吸引用户、流量和广告的方法，签约双

方实现了双赢，是一次成功的战略决

策，但资金和投入产出比决定了这种高

投入的战略决策不可能常态化。

而对于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为

代表的传统网络平台来说，保底加分账

的模式只能是电影在完成院线售卖之

后的补充，当下中国观众的在线付费习

惯和目前平台的收费方式，并不足以通

过点播分账和会员付费支撑影片的成

本回收。

根据各平台发布的票房和分账数

据，2018 年 2 月在爱奇艺上线的《灵魂

摆渡黄泉》，最终分账票房 4547.8 万元，

创造了当时的纪录，该片成本仅为 800
万元；2018 年 9 月在优酷上线的《大

蛇》，以 5078.4 万元的分账票房刷新纪

录，该片成本包含特效在内约为 700万；

2020 年 3 月，在爱奇艺和腾讯视频双平

台上线的《奇门遁甲》，在 5 月初分账票

房超过 5300万，创造新纪录并一直保持

至今，该片成本约为 2000万。而院线电

影制作成本动辄过亿，想在现阶段通过

点击分账收回成本不太现实，并且，《囧

妈》、《大赢家》、《我们永不言弃》等影片

在流媒体平台上线后，收益和口碑并不

尽如人意。

从数据上就可以看出，院线电影上

线流媒体平台只能是疫情期间的特例，

现阶段的流媒体平台在变现能力上无

法支撑院线电影的投入和制作成本，有

“窗口期”支撑的影院放映依然是影片

尤其是大体量影片实现成本回收最重

要的途径，在这个模式中制片、发行、放

映等环节各司其职，并按照比例分享票

房收益，虽然不能做到绝对公平，但却

是电影市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

此外，一旦影院开门影业，对于“窗

口期”的条例和协议就会恢复效力，院

线电影网络播映也就显得不再合理。

在北美，从 2015 年起，Netflix 就一直试

图缩短影院放映的“窗口期”，但北美影

院经营者协会对于 90 天“窗口期”的坚

持态度强硬；在法国，文化例外法中的

规定更加严苛：影院上映和流媒体播放

之间的“窗口期”长达 36个月。

2017 年，Netflix 旗下的《玉子》和

《迈耶罗维茨的故事》入围了戛纳的金

棕榈角逐，戛纳则将其拒之门外，理由

是 Netflix 拒绝按规定在院线上映影

片。2019 年，Netflix 为了能让斯科尔斯

导演影片《爱尔兰人》参与奥斯卡角逐，

甚至专门租了一些影院来进行放映，但

还是遭到了很多连锁影院的集体抵制。

在中国，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相

关合同中对“窗口期”都有明确的约

定。在影片选择院线上映时需要签订

的《电影片分账发行放映合同》中，有相

应条款：自影片首映之日起至约定时间

结束之前，甲方不得自行或许可第三方

出版电影片的音像制品，且不得自行或

许可第三方将电影片通过有线电视、无

线电视、网络以及其他任何媒体进行播

放。

在 2019 年 4 月，中国电影制片人协

会、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全体会员共

同制定签署的《关于影片进入点播影

院、点播院线发行窗口期的公约》中，明

确约定“窗口期”为影片在电影院线首

轮上映档期的 2倍。

在 2020 年 4 月国家电影局召开的

电影系统应对疫情工作视频会议上，中

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

晖也在讲话中强调：要维护院线电影

“窗口期”规则，坚守契约精神、强化诚

信意识。

在商业逻辑和行业规则的限制下，

片方的选择也很能说明问题。在国内，

提前上线的影片大部分为中小成本影

片或相对小众的文艺片，以喜剧、动作

类型为主。而大制作、大体量投入、高

视效追求的影片如《唐人街探案 3》、《姜

子牙》、《急先锋》等都明确表示要等待

影院开门。

国外情况也类似，系列影片和视效

大片宁可多次推迟档期，也要等待影院

开门。传奇影业的《哥斯拉大战金刚》，

北美上映档期从今年的 11 月 20 日改为

2021 年 5 月 21 日；华纳影业的真人+CG
版《猫和老鼠》，北美上映档期从今年的

12月 30日改为 2021年 3月 5日；之前已

经改档过 3 次的《神奇女侠 2》在次宣布

北美上映档期推迟至 10 月 2 日；之前一

直坚持今年 7 月 17 日北美上映的克里

斯托弗·诺兰导演新作《信条》也宣布推

迟到 7月 31日。

（上接第10版）

电影产业归根结底是创意产业，

观众对于优质内容的需求不会改变，

内容为王也是电影创作始终不变的

铁律。相对于播放渠道，电影的灵魂

和根本还是剧本和内容本身。无论

院线电影、网络电影还是其他形式，

产出更多为观众所喜爱的高质量内

容才是实现商业回报的前提。

就 目 前 来 看 ，影 院 观 影 在 大 场

面、大制作，声画视听效果上的优势，

以及影院观影所带来的社交效应依

然是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其他流媒体

播放端暂时取代不了的。但在影院

建设逐渐饱和、制片成本显著提升、

观众娱乐选择日益增多的现状下，寻

求增量市场、拓展电影盈利模式、增

加盈利渠道也需要从业者进行探索

和思考。

院线电影转流媒体平台播映不

会成为常态，网络播映也不会取代影

院观影，但疫情客观上带来的影响可

能会为中国电影提供新的契机和利

好。

在前文中提到的国家电影局电

影系统应对疫情工作视频会议中，王

晓晖部长在讲话中也提到：要统筹好

线上供给，同时加强对院线电影网络

播出和网络电影发展的通盘规划，积

极利用互联网推动电影发展。

随着 5G 时代的来临，新媒体和

互联网与电影产业会有越来越多结

合的可能性，而且 4K、8K，家庭院线、

耳机、VR/AR 等相关技术的进步以及

渠道的便捷化和多样化，观众观影水

平和观影品味的提升和改变会越来

越快，这在对创作者们提出更高要求

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比如电影的发行渠道和生态环

境会更加多元化；比如更多视频平台

和其他互联网企业开始从上游介入

到电影的生产体系中，最终的成品可

能会更适合网生代观众的品味；比如

在线上放映越来越成为可能的情况

下，电影产业的生产制作和发行方式

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形成一套与之适

应的体系和标准；比如在投资、讲故

事方式、制作、宣发、打击盗版等维度

上做出改进，更利于整个版权产业链

的延续和展开。

总而言之，电影制片方和电影院

等传统电影产业链环节应该和新兴

电影企业尤其是互联网电影企业在

内容为王的层面上达成共识，积极拥

抱传播技术和载体的革新和竞争，努

力树立互联网思维，在服务和体验方

面进行升级，为观众提供更加优质的

观影体验。

面对发展和迭代道路上遇到的

问题，需要各方从中国电影的整体利

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通过

充分的协商对话，在法制和理性的轨

道上解决相关的冲突问题，最终实现

双赢、多赢和产业的协调发展。

◎内容为王始终是铁律
积极拥抱传播技术和载体的革新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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