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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电影发展

中国电影的信心来自政策、投资、人才和观众

■ 文/本报记者 林琳

电
影
不
仅
是
休
闲
娱
乐
产
品

更
承
担
记
录
、书
写
、讴
歌
新
时
代
的
历
史
使
命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

给中国乃至全世界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今，

虽然中国在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中取得了重

大战略成果，但不可否认疫情也给全社会各

行各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电影行业在生产、消费两端均有人员聚

集性的特点，这一行业特点使得此次新冠肺

炎疫情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影响尤其严重。在

全国电影院不得不暂停营业的 100 多天里，

许多电影企业，尤其是一万多家影院，确实在

现金流等方面面临巨大压力。

电影在中国向来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化娱乐活动之一。中国电影人作为社

会主义的文化文艺工作者，所生产、传播的电

影不仅仅是休闲娱乐产品，更承担记录新时

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历史使命。而

文化文艺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

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

此，面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电影人不但

不能失去信心，更要勇于担负起文化文艺工

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

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

议。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社科

工作者提出“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

领风尚”的四个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文化文

艺界、哲学社会科学界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

了文化文艺界、社会科学界政协委员的履职

贡献，充分肯定了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政协文艺界社科界委员联组会讲话

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人民，一切荣耀都

归属于人民。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风险

挑战，顺利实现中共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汇集和激发近14亿人民

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同时指出，人民是创作的

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文化文艺工作者要

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

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

人民。

中国电影产业化以来，一系列利好政策

和改革举措出台，都凸显了党和国家对于中

国电影的密切关心和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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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

进法》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7年

3月 1日正式施行。这是我国文化立法领域

的一次突破，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一座里程

碑，是对电影产业化改革实践经验进行的总

结与提炼，以法律的形式为未来发展提供了

顶层设计和路径规划，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

义。

它弥补了我国文化立法工作的短板，丰

富了文化法律制度的内容，是文化产业领域

专门立法的一次成功的探索实践，对于文化

领域的其他立法工作将产生积极的示范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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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

重大战略成果之际，6月初，在北京又

发生了局部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一

情况确实从客观上让中国电影产业

的复产复工，尤其是电影院的重新开

业不得不暂时放慢些脚步。即便如

此，每一位中国电影人都不应该、也

没有理由就此丧失信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

魂。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在党和国

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电影工

作高度重视，这是我们最坚强的政治

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仍

然关心关怀电影发展，今年4月份在

杭州调研时专门就电影工作再次作

出重要指示，特别强调对电影要给予

支持，要研究扶持政策。

电影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化艺术形式之一，尽管面临着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但

“投资不会离场，人才不会离场，观众

也不会离场”。

就政策层面而言，从十七年前开

启的电影产业化改革，到《电影产业

促进法》的出台，再到全国电影工作

划归中宣部管理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的出台和改革发展举措等都为中国

电影产业不断明确方向、夯实基础、

注入活力、提振信心。

从产业层面看，中国电影产业从

2003年不足10亿的全年票房收入，

到2019年，这一数字已经来到近643

亿元。同时，全国现有院线影院

12000多家，全国银幕总数达到7万

多块，稳居世界首位，数字化水平全

球领先。

在创作方面，电影《战狼2》和《哪

吒之魔童降世》的单片累计票房均超

过 50 亿元；《流浪地球》、《红海行

动》、《唐人街探案2》、《美人鱼》、《我

和我的祖国》和《我不是药神》单片累

计票房超过30亿元。《夺冠》、《紧急

救援》、《唐人街探案3》、《姜子牙》、

《急先锋》、《熊出没·狂野大陆》、《封

神》、《749》、《寒战3》等一批优秀国

产电影正整装待发。

更重要的是，中国电影产业化以

来，培养了吴京、宁浩、郭帆、徐峥、陈

思诚、韩延、忻钰坤、饺子、田晓鹏、文

牧野、薛晓路、饶晓志、曾国祥、路阳

等一大批导演新力量，他们正用年轻

一代电影人的视野和观念做出全新

的表达，为中国电影注入了很多新的

题材类型和艺术元素。

在观众方面，猫眼电影近期的一

项调查显示，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持

续好转，近九成观众期待回到影院，

人们对于影院观影的安全感和消费

信心与日俱增。而产业化以来培养

的年近20亿人次的全球最庞大的观

众群体，无疑是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

坚强依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