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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观众走进影院的意愿正在下
降”“今年头部影片扎堆大档期的现象并
没有得到缓解”“电影的商品属性在提
升，但是影院的综合能力在下降”……在
日前举办的中国（横店）国际影片交易会
暨第二十六届全国影片推介会上，业内专
家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享交流，从
对电影市场的深刻洞察，到对影院供片差
异化的积极探索，内容涵盖了电影行业
上、中、下游的诸多方面，为电影行业未
来的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思路和方向。

年轻观众热情不足

会上，不少发言人在分享自己的心得
时，都选择用数据说话，直观的数据可以
反映出很多现象。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戴运给
出了一组数据：今年，24 岁以下的观众
购票占比从2019年的37.9%下降到去年的
25.5%，也就是年轻观众走进影院的意愿
在下降。

电影市场研究机构拓普咨询创始总裁
程飞也给出了一组数据：20—25 岁的“00
后”年轻群体占比，已经从 2019 年的 38%
下降到去年的24%。

为什么会这样？戴运进一步分析，年
轻一代观众观影的热情在消减，电影的地
域性偏好在增强。不同电影因为地域性不
同，在票房表现上也有很大的差别。电影
的商品属性在提升，但是影院的综合能力
在下降。观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追求兴趣
消费和情绪价值，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讲
究性价比。

程飞则认为，由于影片内容年轻化仍
然不足，导致了目前年轻观众的不断流
失。“市场迎合年轻受众偏好的影片数量仍
然相对较少，如今年国庆档上映的11部影
片中，只有《749 局》《欲火之路》两部影片
在受众上相对偏年轻，其余影片都是更加
偏年长或者亲子。可以说，对新一代年轻
人观影消费的培养已经迫在眉睫。”

程飞还提到了一组数据：今年 1—9
月，大盘累计票房仅有346.3亿元，同比
下降24%。

从今年上游提供的影片来看，头部爆
款内容非常匮乏。今年上映的新片中只有
13部票房在5亿元以上。市场影片票房集
中度并没有因为头部内容减少而有所下
降，这也意味着腰部和尾部影片未来的投
资风险将不断加大。

程飞还表示，今年头部影片扎堆大档
期的现象并没有得到缓解，特别是假日档

期累计票房贡献了今年大盘的三成，而普
通档期严重缺乏优质影片。

摆脱依赖主动求变

面对今年电影市场的新形势，许多
从业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影院必须摆
脱对大档期的路径依赖，院线唯有摒弃
同质化的内容和模式、主动出击才能抢
占市场，进而实现整个行业的市场化、高
质量发展。

“现在是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与年轻观
众进行电影内容互动的时候。”戴运认
为，中国电影整体消费环境已经迈进了存
量市场。在存量市场时代，兴趣消费会变
成年轻一代的核心驱动力。对院线而言，
院线不能将自己只是定义或者限制在渠道
的角色当中，需要有一种框架，要成为更
加主动和提供互动的平台。

为此，上海电影做了很多尝试。例
如，不断打磨影院的多元产品，提升影院
体验度；打通子影院和加盟影院背后的流
量，让 IP 的开发运营和发行放映不断加
深融合；和领先科技企业做异业合作，打
造极致的观影体验；与各个跨线品牌打造
更多影院云产品，跟一些电影类的公司打
造更加丰富的影院场景。戴运也希望，在
未来的影院建设中，硬件上可以进行不断
创新和尝试，让年轻人更喜欢影院的沉浸
式体验。

由中国电影资料馆牵头成立的全国艺

术电影放映联盟（以下简称全国艺联）从
2016 年开始进行多种形式的专线发行实
践探索。8 年来，全国艺联面向广义的艺
术片电影分众领域，从内容供给、渠道建设
到观众培育等方面进行专线发行的深耕。

去年，全国艺联的工作也有了进一步
的调整优化，把影院的精细化管理做深做
实。中国电影资料馆助理研究员、全国艺
术电影放映联盟选片负责人王笑楠介
绍，他们的主要做法是在现有的加盟影
院基础上，进行进一步优选、组建核心
影院圈和艺联旗舰店，然后给这两个更细
化的圈层匹配上差异化的片源以及相应的
配套资源。“这个核心影院圈的挑选原则
主要是影院过往对于艺联专线影片的排映
效果，综合表现优秀的就会第一批加入核
心影院圈。”

王笑楠还重点提到了策展思维，这是
供片差异化的核心关键词。王笑楠表示，
大家一般理解的策展可能属于商业节展的
范畴，但是对影院来说，策展的本质就是
培育观众的观影习惯。

“我们可以把策展思维埋到院线片发
行放映中去。”王笑楠介绍，全国艺联曾
经策划了音乐季主题，每部影片全都单独
走上映的流程，时间上也不完全相连，但
是在宣传推广的时候会强调主题的衔接
性，正式上映的时候也都会进一步拓展和
积累相似类型影片的受众。因此，前来观
影的人群除了传统的电影迷，还有音乐
迷、摇滚迷、歌剧迷、戏剧迷等，这些人

群也自然被拓展为艺术电影的受众。

市场逐步有序恢复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菲娜提出，电
影行业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做到三个尊重，
即尊重艺术规律、尊重市场规律、尊重管
理规律。具体来说，尊重艺术规律，即要
重新认识主旋律的开放性内涵，要尊重艺
术家、尊重创作者；尊重市场规律，即对
电影市场要进行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深入改
革，通过分线发行触达更广大观众群体；
尊重管理规律，当务之急是要落实促进观
众进影院消费。

支菲娜说：“我们看到行业目前面临
着一些困难，但是大家到这里来并不是抱
头痛哭，也不是来抱团取暖，而是一起想
办法的。电影产业化改革从 2003 年开
始，至今经历了20余年的历程，电影市
场实现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这对我
们来说既是成绩，当然也是压力。”

虽然今年整体的电影市场仍面临着较
大的困境和挑战，但在某些层面上仍然可
以看到，市场正在逐步恢复。

程飞提到，从内容供给端来看，影片
上映总数量已恢复至 2019 年的水平。今
年1—9月，上映新片数量是375部，仅比
2019年同期少13部，其中国产片数量回
暖尤其明显。今年 1—9 月，国产片共计
上映309部，数量已略超2019年同期的水
平，充足的内容供给为维持电影票房基本
盘提供了重要保障。

从今年档期的情况来看，假日大档期
的市场恢复迹象较为明显。今年春节档、

“五一”档分别创下了该档期影史第一、
第二的票房成绩，而刚刚过去的国庆档虽
然整体票房不尽如人意，但从单片表现来
看，《志愿军 2：存亡之战》 票房已突破
11 亿元，大幅超过前作，中国电影类型
化、工业化不断成熟。此外，国庆档的首
日预售成绩也创下了近3年新高，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观众的观影热情仍在，只要有
符合观众需求的影片，观众仍有意愿走进
电影院。

“尽管当下的电影市场仍然面临着较
多挑战，但值得肯定的是，今年电影市场
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关注电影
质量和观众需求仍然是市场持续扩容的关
键点。”程飞认为，目前全年影片备案项
目数量持续稳定恢复，从这些影片的备案
内容不难发现，中国电影人在创作中更加
聚焦观众和市场需求，相信电影市场破局
指日可待。

中国（横店）国际影片交易会暨第二十六届全国影片推介会举行：

抓住年轻观众，就是抓住未来
□本报记者 齐雅文

终于又有一部国产新片来蹚一蹚分线
发行的水。这便是 11 月 1 日上映的电影

《老枪》。
自去年 12 月第一部采用分线发行的

国产电影《沉默笔录》上映以来，分线发
行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政府呼
吁、专家提倡，而国产新片敢上场应试者
寥寥。《沉默笔录》的票房折戟，让大家
更是顾虑重重。这一次，《老枪》再次出
发，试图打响“不同凡响的一枪”。

国产新片再“入局”

这一年来，也不是没有电影采取过分
线发行，但是细细看来，大多数是老片重
映，包括 《哈利·波特》 系列、《爱情神
话》以及《唐山大地震》等。尤其是《哈
利·波特》系列的重映，极大地带动了10
月的电影市场，让业内人士再一次看到了
分线发行的优势。10月29日，行业“领
头羊”中影发行也宣布，将试点多部进
口影片分线发行，力求把特色优质的进
口影片更精准投放到院线影院。其中，

《这个杀手不太冷》《蓦然回首》 已经与
观众见面，《完美的日子》 将于 11 月 15
日上映。

《老枪》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一部
国产新片，观众对它是陌生的，而它对于
国内票房是有着更多期待和要求的。作为
影片的发行方，博纳发行是如何下定这个
决心“入局”分线发行的呢？

“我们选择 《老枪》 来做分线发行，
是因为它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市场潜
力，也许会成为一部口碑爆炸的黑马之
作。”博纳发行负责人回忆起《老枪》在
北京大学的点映活动中，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戴锦华高度评价了 《老枪》 的艺术
性。“她认为影片突破了好莱坞和港片所
塑造的枪战片印象，给予观众酣畅淋漓的
观影快感。”

在此次《老枪》的分线发行中，上海
星轶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轶影
管）旗下有100家多厅影院参加。星轶影

管市场营销中心总监朱嫣雯告诉《中国新
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其实，《老枪》刚
发布报名征集的时候，她们并没有第一时
间报名。“因为当时我们对影片的了解并
不多，仅知道这部影片获得了东京国际
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艺术贡献奖。之后，
博纳响应我们的要求，在上海安排了一次
业内看片。”

看完片后，朱嫣雯发现，《老枪》是
一部制作水准与内核表达俱佳的优秀国
产影片，并且影片的风格、类型在当前
市场上都有差异性，非常值得试一试分线
发行。

为影片找到“专属粉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老枪》适合
分线发行，而是分线发行更适合《老枪》。

博纳发行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判断：
“作为一部中小体量的影片，《老枪》在当
前强商业类型云集的市场环境中，面临与
更多观众见面机会不足的挑战。而采取分
线发行模式，能将影片投放到更符合其市
场定位和观众需求的影院中，让《老枪》
精准地寻找到喜爱它的观众。”上述负责
人表示。

朱嫣雯更是直接指出，传统的宣发模
式并不适合《老枪》。“《老枪》不是那种

‘抖音式爽片’，它无法通过1—2个片段
或者高光时刻来一窥影片的全貌，它需要
观众坐在大银幕前静静地与影片中的人物
和时代去产生共振。”

那么，要如何精准地去找到属于《老
枪》的观众呢？前期，博纳发行对市场进
行了深入的调研：首先分析了该片的题材
类型、受众群体以及近年来类似影片的市
场表现，发现犯罪电影一直以来都有一定
的观众基础；其次考虑了不同地域观众的
观影习惯和偏好，发现一、二线城市的观
众对于高质量、有深度的影片有着更高的
接受度和需求。

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博纳发行制
定了此次分线发行的精细化策略：面向

全国各省市的重点院线，由片方提出较
为合理的排片需求，院线旗下影院自愿
报名参加。对于放映成绩较好的影院，
给予一定的返点奖励。“我们希望通过大
胆的尝试，为 《老枪》 这部优秀的影片
提供更多的票房产出可能性，同时也为
行业探索新的宣发路径。”上述负责人介
绍，最后全国共有 3307 家影院参与此次
分成发行。

“2024 年华语最佳”“最后三十分钟
燃爆”“细节设计精准”“全程沉浸共
情”……电影《老枪》上映后，观众的好
口碑频现。目前，《老枪》豆瓣评分7.7，
是2024年国产犯罪片豆瓣开分第一。

走出“大锅饭”时代

我们为什么要在统一发行、统一放映
基础上，探索灵活协商的交易新方式？

目前全国已有8万多块银幕，统一发
行就是这8万块银幕放一样的内容。这将
导致多种问题。其一，影院同质化竞争，

单银幕产出持续下滑；其二，排片、营销
资源向大片倾斜，大部分影片甚至没有与
观众见面的机会，内容创作会越来越缺少
多样化和创新性；其三，观众的个性化观
影需求得不到满足，观影人次持续下滑。
在下游市场深耕多年，朱嫣雯越来越深刻
地感受到，统一发行是非常大的资源浪
费，已不再适合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只
有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才能
激发出更强的市场活力。

分线发行则可以大大扭转这一局面。
相比统一发行，分线发行的最大优势在于
其能够更加精准地触达目标观众群体，将
影片投放到更符合其市场定位和观众需求
的影院和放映时段，从而提高影片的曝光
率和观影人次。同时，分线发行还能够调
动影院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加主动地参与
到影片的宣传和推广中来，进一步提升影
片的市场影响力。

但是，分线发行对片方和影院来说都
存在一定的挑战和门槛。对片方来说，分
线发行需要更加精细化的市场分析和策略
制定，以及对影院的协调和管理能力。对
影院来说，分线发行可能会打破他们原有
的排片计划和利益分配机制，需要作出一
定的调整和妥协。

“中国电影行业经历了比较长的‘大
锅饭’状态，转变一定是具有挑战性的。
需要上游到终端每一个从业者改变惯性
思维模式，加强专业素养。”朱嫣雯拿影
院端举例，大多数影院此前习惯“靠天
吃饭，等米下锅”，依赖票补促销多过经
营客群。分线发行需要影院从“放映者心
态”转变为“宣发者心态”，不仅要具备
很强的选片眼光，还要有为影片找到观众
的能力。

虽然分线发行精准施策还在观望中，
不过不论是博纳发行负责人，还是朱嫣
雯，都相信这一模式将逐渐得到更广泛的
应用和认可。“在国家电影局的倡导和支
持下，所有电影从业者一定会更加积极面
对变革，一起探寻出中国电影市场的分线
发行模式。”

国产新片《老枪》再次尝试分线发行

电影发行一步步走向“精细化”
□本报记者 杨雯

女性题材影片《乔妍的心事》上映前，
该片女主角乔妍的扮演者赵丽颖先后斩获飞
天金鹰双料视后，再加上与该片另一女主演
辛芷蕾的同台飙戏，更让该片看点十足，影
片首日票房突破 4000 万元，累计票房已经
破亿。

整体来看，《乔妍的心事》 完成度较
高，其看点也不止于主演的热度和话题度，
从创作的不同纬度上看，影片都具备不流于
俗的特质。

女性题材是近些年国产电影创作的热
门，《消失的她》《热辣滚烫》《出走的决
心》等影片均在票房或口碑方面获得认可。

《乔妍的心事》 延续了女性题材的市场热
度，双姝的人物设计更增添了活力与色彩。
在《乔妍的心事》中，两位女主角的人物关
系有着冒用身份、境遇迥异的戏剧张力，在
原本各自分离但逐步牵扯纠缠的情节中，姐
妹俩也由隔阂和猜忌走向携手对抗压迫，最
终实现对彼此的救赎。

影片以插叙的手法，回顾了两姐妹少女
时期的一段云南岁月，揭秘了两人身世之
谜：妹妹由于超生被父亲送往缅甸寄养，姐
姐乔妍为爱私奔逃往缅甸，妹妹以姐姐“乔
妍”的身份考上北京的大学，学习了表演，
发展为炙手可热的明星。同时，两人的家庭
之谜也进一步揭示：妈妈在早年诞下妹妹时
去世，妹妹当年为了帮助姐姐逃走，在汤里
放了毒蘑菇，导致父亲失足掉进河里溺亡。
在如此复杂的家庭前史背景下，回溯影片伊
始，阔别17年的两姐妹再度重逢，看似平
静的情绪下可谓暗流涌动。

《乔妍的心事》改编自张悦然的中篇小说
《大乔小乔》，原著对超生家庭和阶层差异的
白描写作手法令人印象深刻。《乔妍的心事》
保留了姐妹俩原生家庭的基本背景，但剧情
改编幅度不小，将姐妹俩各自现实境遇的情
节改编为影片主要情节——姐姐为夫还债、
筹措赎金，妹妹则竭力摆脱经纪人的控制。
此外，原著中姐妹俩行动背后沉重复杂的心
理动因，被简单地改编为妹妹要自由和姐姐
要金钱。或许是出于时长的考虑和过审的需
求，影片适当削弱了原著小说的现实性。

类型化方面，《乔妍的心事》在悬疑类
型上探索的努力非常明显。影片前半部分运
用细节设置、运镜技巧和音乐声效等，将乔
妍的前史及其与姐姐关系的疑云层层铺满。
然而，悬疑类型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比
较容易调动起观众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也对
叙事结构和情节编织提出了更高的创作要
求。影片行至近三分之二处，当片头暮色河
上漂起的尸体揭秘为父亲意外溺亡的往事，
匿名短信“我知道你的底细”“你不是乔
妍”揭秘为姐夫敲诈勒索的恐吓手段时，一
直吊在观众心口的石头最终落了地。

《乔妍的心事》 改编的一个看点在于，
将妹妹的职业改为了一名炙手可热的明星，
影片中她与经纪人、投资人的角力成为其困
境的重要体现，这既是该片创作的亮点，也
是难点。纵观外国电影，其中不乏对演艺行
业进行深刻观察的佳作，如 《彗星美人》

《日落大道》《穆赫兰道》《黑天鹅》等，均
把镜头对准熠熠闪光的明星和她们背后的演
艺行业。与这些影片深刻挖掘行业竞争本质
和明星制弊端相比，《乔妍的心事》对此的
刻画较为清浅，影片中经纪人表面温和、暗
地毒辣的形象，投资方在酒桌上冒犯逞强的
桥段等，显得略有些刻板而表面化。片中乔
妍拍电影时，有一段戏中戏的情节设置，若
能够展开发挥，或许能产生更加有趣、复杂
和多义的互文性。

《乔妍的心事》无疑是国产女性电影多
样化探索的一个样本。影片最终在血浓于水
的亲情圆满下落幕，乔妍和姐姐回到了老
缅——那段岁月伊始之地。影片由此形成了
闭环，温情余韵悠长。

《乔妍的心事》：

“女性+悬疑”新探索
□晓筠

共有160余部影片亮相第二十六届全国影片推介会。 主办方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