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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 南京放映培训班
1950 年 6 月 11 日，文化部电影局在南京

举办放映人员训练班，全国各地文化部门及

部队、工会派出1800余人参加学习，学习时间

三个月。该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为广大农村

培养放映员，以发展农村及部队的放映队

伍。训练完毕以捷克出产的16毫米放映机和

由苏联代为制作的16毫米拷贝装备600个放

映队，从此开始形成面向全国农村、工矿的电

影放映。

1949- 1952 年 农村放映单位从无到有，

达到696个，改变了旧中国只有大中城市有电

影院的状况，让电影放映队进入农村，开始建

立城乡放映网。农村观众 1952年达到1.8亿

人次。

▶ 三明会议
1987年12月3日，中影公司在福建省三明

市召开全国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经验交流会。

与会者相互交流了开发农村电影市场，逐步实

现三个过渡，扩大与繁荣农村电影市场的经

验，研讨了如何使农村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与农

村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彻底

结束中国亿万农民站在田野里看小电影的历

史。

▶ 财政投入
国家广电总局、国家发改委为扶持中西

部 22 省区的 632 个国家级低收入县,开展农

村电影放映活动。据统计，2001 至 2005 年间

共投入 2.38 亿元,新建 16 毫米电影放映队

8000 支,资助了 16 毫米胶片放映机、发电机、

流动放映车、放映大篷等放映设备,资助电影

拷贝 2.9 万个,并为各少数民族语译制中心更

新了译制设备。

▶ 数字化试点
2005年6月28日，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东

蓬林村4000多村民聚在村民文化俱乐部。20

时12分，张艺谋执导的商业大片《英雄》出现在

大银幕上，数字电影清晰的画面与逼真的声效

让观众们耳目一新。数字电影从此走上了农

村流动放映的广阔天地。

▶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将广

电总局农村电影“2131工程”明确为农村电影

放映工程，纳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列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重点项目。同年 3 月，

“2131 工程”更名为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 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目标实现
1998年提出实施跨世纪农村电影工程和

文化建设项目——农村电影“2131”目标，即在

21世纪初，基本实现每一个行政村每一个月放

映一场电影的目标。当时的市场现状是，农村

电影放映以16毫米胶片为主，银幕小，单声道，

放映质量不高，原有形成的‘省、地、市、县’四

级发行方式，时效差、成本高、收费难等问题一

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在各项利好政策的引导和农村电影工作

者的共同努力下，到2010年底，全国农村数字

院线由 2006 年的 27 条增至 2010 年的 240 条，

五年增幅超过800％；数字播放服务器由2006

年的2407套增至2010年的44812套，五年增幅

达 1762％；地面卫星接收中心站由 2006 年的

15个增至2010年的149个，五年增幅为893％；

农村数字电影放映五年累计总场次为1700多

万场，由2006年的20万2802场增至2010年的

847万3319场，五年增幅高达4078％。全国一

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公共放映服务目标基

本完成，解决了农民群众看不到或看电影难的

问题。

▶ 2010年每场200元
结合各地工作实际，财政部出台《关于农

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专项经费的通知》

（财教〔2010〕293号），统一将公益场次补贴调

整为200元每场。

▶ 一元变七元
2011年2月15日，广电总局电影局再次发

布《关于调整农村电影公共服务费用的通知》

（〔2011〕影字87号），规定单场农村公益影片订

购费中，支付版权费 7 元。至此，版权方的在

农村公益影片订购平台的单场收益从 1 元提

升到7元，极大地拉动了版权方进入农村公益

订购平台的热情。这一政策的实施，既提高了

基层放映员的收入，也调动了版权方参与农村

放映的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电影放映的

平稳运行。

▶ 场次过亿
截至2019年6月，农村数字电影订购突破

1亿场。从零到亿历时15年。农村数字电影

放映累计总场次 1 亿场，观影超 200 亿人次，

6.2亿农民享受到了农村电影发展这一文化成

果。自开展农村数字化电影放映以来，共有超

6000部影片被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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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村观众口中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农村脱贫致富的“金钥匙”，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电影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跨越

式发展。在“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购买、群众受惠”的总体方针引领下，农村电影顺利完成了“一村一月看一场电影”的放映目

标，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电影发展道路。实现了五个转变，即农村电影工作的内涵从工程建设扩展到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政府投入方式从专项资助转到购买公益服务，建立财政保障新机制；运营体制从单一的国有发行公司转到股份制的、发行放映一

体化的院线公司新体制新主体；技术体系从胶片放映转到数字传输放映新体系；管理手段从粗放型转到信息化管理新手段。

历经70年的探索努力，今天的中国农村

电影放映已经形成了由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

心、中影新农村发行公司、中影新农村放映公

司和全国各地院线、放映站组成的农村电影

市场运营主体架构，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覆

盖范围和内涵也不断丰富完善。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建有国家农村数

字电影服务平台，该平台利用节目库中的影

片提供流动放映（0.8K）、业务的信息、制作、

授权、分发、管理等技术服务，以卫星、互联网

为主要技术手段，实现网上选片、网上订购、

网上支付、网上授权等快捷、方便的电子商务

模式，可为政府部门、版权方、院线、放映单位

提供公平、公正、公开透明数据和全方位运行

服务支持。同时，通过电影数字中心自主研

发的影片解码卡信息回传系统，以及数字电

影流动放映监管服务平台无线定位（GPS/
GPRS）监控子平台，可实现对数字电影流动

放映业务的技术监管，从而有效提高农村流

动数字放映的监管能力。

中影新农村数字电影发行公司和中影

新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公司致力于服务农村

电影的上下游。其中，发行公司主要面对上

游各电影版权方，承担全国农村数字公益版

权影片的集中采购、发行工作，购买影片的

版权保证平台有足够新、足够多类别的影

片，满足平台规模化放映对片源的需求。放

映公司则主要面对下游各农村院线放映单

位，负责规范放映市场，推动全国农村院线

联合集约经营。

为了实现全国农村流动放映的落地，全

国各地还组建了以市（地）为龙头，各县（市）

参股，并可吸纳社会资本参股，以乡、村放映

点为基础的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院线公

司统一品牌、统一供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

政府对农村地区公益放映场次活动的补贴政

策，对国有、集体、民营、个体一视同仁。只要

是完成国家规定的公益放映场次，都可以享

受国家补贴。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全国农村电影市

场已建立数字电影院线 331 条，数字电影版

权方超 300家，地面卫星接收中心站 219个，

实际运营的放映队 40000 余个，数字电影交

易服务平台上有近4000部可供订购影片，其

中城市票房过亿影片160余部。

近年来电影公共服务范围不断扩大，从

覆盖农村逐步向工厂、社区、学校扩大，不少

外来务工人员工地、市 民休闲广场也开展了

放映活动，甚至覆盖到军营、寺庙、养老院等

更多场所。 中影集团开展了一系列专题放

映、送影片下乡、赠送放映场次等活动，比如

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专题放映、“美丽家

乡·科普环 保公益电影万里行”系列活动、向

青少 年推荐国产优秀故事影片展映、建党

95 周年主题放映、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主

题放映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主题放映活动作为引导、调控农村

电影放映的有效手段，在弘扬主旋律，传播正

能量，提升农村电影放映质量方面起到了积

极作用。2018 年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成

功组织开展了“争做红色文艺轻骑兵 2018年

元旦春节农村电影展映活动”、“纪念改革开

放40周年主题公益电影展映”活动、“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电影展映周”活动，带动全国5
万个放映队深入基层，专题放映达 20 多万

场，实现电影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让广大

农村群众同步享受到了电影文化魅力。

在流动放映的基础上，各地普遍 尝试

利用村镇的文化中心站、党员学习 室、宗庙

祠堂等现有条件开展固定放 映。有些地方

积极争取财政支持进行固 定放映点建设，有

些经济发达地区还加 大了乡镇数字影院建

设力度，有的吸引社会投资主体建设固定放

映场所。改善 农村放映观影条件，真正使群

众受惠。

2019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重要一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关键之年。农村电影经过多年快速发

展，正由快速发展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在丰富片源、精准投放、实现标准化放

映之余，在少数民族语译制和庆祝新中国成

立七十周年主题展映方面也取得了亮眼的

成绩。

少数民族语译制方面，2019 上半年全国

10 个省区 11 个译制中心，共计译制完成影

片 405 部，其 中故事片 227 部、科教片 178
部。2019 上半年，中影译制中心共计鉴定译

制影片 476 部次，其中故事片 290 部次、科教

片 186 部次，各地译制中心译制影片一次性

合格率为 83.5%，故事片 约 74.1%、科教片

约 95.5%。2019 上半年全国少数民族语译制

电影放映场次 14万3611 场。

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也是“少数民族

语公益电影数字化译制”项目开展十周年。

做好少数民族语电影的译制和发行工作，对

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民族团结、满足民族地

区群众的文化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可持

续发展，具有积极而且重要意义。 十年间，

少数民族语数字化译制在国家电影局的指导

与支持下稳步前行。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经

过了单声道向立体声转化、实现高速网络传

输、民族语专区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管理网

络化和信息公开化、5.1 声道试点 等不断完

善的过程，目前已呈现稳定制作、发行的

态势。

根据《国家电影局关于开展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优秀电影展映展播活

动的通知》（国影发〔2019〕1号），电影数字节

目管理中心精选了《流浪地球》、《我不是药

神》、《十八洞村》、《红海行动》等21部优秀国

产影片供广大农村、社区、校园院线在“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优秀国产影片

展映”活动中放映。自通知发布后，全国各

省、市、自治区电影主管部门及各农村院线组

织动员部署，形成上下联动的主题电影放映

氛围。众多推荐影片成为院线订购首选，自

7月活动开展至今累计订购超 20万场，深受

农村观众欢迎。

2007 年，以《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7】21 号

文件）和《关于做好农村电影工作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2007〕38 号）为标志，农村电影

放映工程进入体系建设的新阶段。广电总局

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文化部在陕西延安

联合召开全国农村电影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在 2010 年基本实现每个村每个月看一场电

影的公益服务目标，提出了“五个纳入”的工

作要求。发改委和财政部大力支持，明确在

“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总计投入10多亿元，

地方财政按照东中西部进行自筹或配套，用

于购买设备和场次补贴。对农村电影科技创

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创新等提出了一系列

重要举措，农村电影开始进入持续快速发展

的新阶段。

2008 年 7 月，财政部、广电总局关于《农

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印发（财教〔2018〕135 号），国家财政根

据一村一月放映一场公益电影的目标，按照

不低于 100 元每场的标准，对农村公益性电

影放映给予场次补贴。同年，中央财政投入

的场次补贴 3.3 亿下发到位，发改委资助 2
亿元的数字设备已完成生产、集成下发；

2010 年，财政部出台《关于农村电影公益放

映场次补贴专项经费的通知》（财教〔2010〕
293号），统一将公益场次补贴调整为 200元

每场。农村电影发展所需要的财政保障机

制初步建立，截至 2010 年底,农村电影放映

基本上实现数字化,基本实现一村一月一场

电影的目标。

2014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等部委先后出台支持电影发展

的若干经济政策，其中包括电影放映企业

在农村的电影放映收入，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免征增值税。极大

地鼓舞了各地农村电影工作者，保障了农

村电影公益放映活动的普及开展，促进了

“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购买、群众受

惠”的农村电影发展方针的落实，并在这个

基础上推进“经营活跃、运营顺畅、管理规

范、农民满意”目标的实现。

2015 年 1 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

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对公

共文化服务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

2015 年 12 月，财政部下发了《中央补助

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财教[2015]527 号），将农村电影放

映由设立专项资金账户改为纳入多个公共文

化服务项目整体资金账户，也就是把看电影

与读书看报、收听收看广播电视、地方戏、文

化设施、文体活动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打包为一个资金科目，并赋予市、县财政部门

“结合地方实际情况，统筹安排一般项目补助

资金”的自主权。

2017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

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

家加大对农村电影放映的扶持力度,由政府

出资建立完善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服务网络，

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农村电影放映，不断

改善农村地区观看电影条件，统筹保障农村

地区群众观看电影需求。

针对校园提出由政府出资由教育和电影

主管部门共同推荐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的电影并采取措施支持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

免费观看等具体措施。

针对少数民族语译制与放映提出加强电

影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译制工作，统筹保障

民族地区群众观看电影需求的规定。

201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

革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探索农村电影放映长效机制。

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提

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并

提出了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

共建共享”的新要求。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90年代初，经过

电影人的不懈努力，农村电影放映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但以16毫米胶片为主，银幕小、单

声道、放映质量不高，历史形成的省、地、市、

县四级发行方式，时效差、成本高、收费难等

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针对农村电

影这样的市场现状，广电总局、文化部等五部

委于 1998 年提出实施跨世纪农村电影工程

和文化建设项目——农村电影“2131”目标。

1998 年 10 月 13 日，全国农村电影工作

座谈会在河南郑州举行，会议提出“在本世纪

末下世纪初，在全国基本消灭农村放映空白

点，实现农民一月一村看一场电影的目标，即

“2131”。彼时的市场现状是，全国 70%的县

级电影公司处于亏损状态，29%的乡镇没有

放映队，26%的村是空白村，平均每个县一年

仅购11.5个拷贝。积极推动县级电影公司的

改革、鼓励多种形式的经营机制探索成为实

现“2131”目标的两个改革重点。

国家财政投入是这一时期农村电影发展

的亮点之一。为扶持中西部22省区的632个

国家级低收入县开展农村电影放映活动，

2001－2005年广电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共

投入 2.38亿元,新建 16毫米电影放映队 8000
支，资助了16毫米胶片放映机、发电机、流动

放映车、放映大篷等放映设备，资助电影拷贝

2.9万个，并为各少数民族语译制中心更新了

译制设备。

2004年《电影数字化发展纲要》出台，确立

了数字电影在我国电影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战

略地位，明确我国数字化电影发展的指导思想、

总体目标和基本措施。《纲要》极大地激励了我

国 0.8K流动数字放映技术的自主创新，用数字

放映代替农村16毫米胶片放映的可行性得到

认可。

2005年，农村数字电影流动放映技术试

验取得重要突破。电影主管部门在浙江台

州、广东佛山启动数字化放映和农村院线制

改革试点，并取得成功经验。当时农村电影

改革发展试点和数字化放映试点工作的主要

任务有六个方面，即：大力加强农村电影基础

设施建设，培育农村电影发行放映市场主体，

推广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加强农村电影公益

性放映，开拓农村电影市场，加强农村题材影

片创作。

2005 年，中央下发《关于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国家“十一五”时

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前者提出“繁荣农村

文化事业，继续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构建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后者将农村电影

放映工程列入农村文化建设重点工程。

2006年年初，农村电影“2131工程”正式

明确为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纳入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重点项目。按照中央领导同

志的指示精神，农村电影改革发展试点扩大

到浙江、陕西、河南、江西、广东、湖南、吉林、

宁夏八省区等 16 个市，初步形成了“企业经

营、市场运作、政府购买、农民受惠”的农村电

影改革发展新思路、新模式。农村电影发展

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2018年院线订购影片TOP10（少量多次订购满足最新的观影需求）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院线名称

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广西八桂同映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线

宁波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甘肃飞天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重庆市惠民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永乐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辽宁新兴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订购影片
（部）

1832
1179
1170
1165
1149
1128
1055
951
931
925

提交订单数
（次）

682
2045
2689
829

3179
195
476

1078
679
966

订购场次
（场）

317499
186283
320180
36123

470031
261701
183696
33014

209231
20626

单部平均订购场次
（场/部）

173
158
273
31

409
232
174
35

224
22

放映点数量
（个）

1603
1151
2081
482

1561
2297
1768
2208
1477
411

◎ 20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 提出“2131”目标 农村电影进入实施工程建设阶段

◎新世纪农村电影纳入体系建设

◎农村电影放映发展现状

国内首部城市、农村同步上映的影片《越
来越好之村晚》选在 2013 年 2 月 10 日农
历大年初一登陆全国城市、农村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