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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

注定要在中国电影产业砥砺前行的历

程中留下浓浓的一笔。

年中，电影人尚在为近可实现的

600亿票房，追平北美市场目标而沾沾

自喜，年末最后一个季度大盘的直转

趋下，岁末最后一部《地球最后一个夜

晚》虽然将年度票房锁定在609亿元线

上，电影人没有太多欣喜，大家恍然

600亿票房不代表什么，它仅是电影产

业前行中的一小步，在 600 亿票房后

面，我们的市场还有太多难题需要攻

坚克难，中国迈向世界电影强国之路

任重道远。

2018年电影市场有短板也有乱象：

年度发行放映的 400 余部国产新

片，排名前十的影片，票房 201.29 亿，

2.2%的影片贡献了 57.6%票房。票房

在百万以下的影片 320余部，以 74.5%
的影片资源产生票房仅有 4.43 亿元，

市场份额仅1.2%。如此严重的两极分

化，无论是市场结构还是环境亟待改

善优化。

《后来的我们》大面积退票风波，

将票补乱象延伸。中国电影发行放映

协会及时发出《关于电影票“退改签”

规定的通知》，虽然此规定全面落地实

施还有待时日，但对之后电影市场的

规范影响巨大。

导演丁晟“怒怼”光线传媒，质问

《英雄本色 2018》3700 万元宣发费用

去向的事件。近年来不断攀升的宣

发费用，大到可以升至几千万乃至上

亿元，且费用使用如此不透明，是行

业又一诟病。“票补”盛行后，用“票

补”逐渐取代或部分取代宣传营销费

用，是业内一个心照不宣的“潜规

则”。宣发费用使用不透明，效果无

评估，不仅降低电影宣传营销的创意

和水准，不断引发制片与发行公司间

的混乱和争议。

档期乱象更普遍，2018 年档期里

随意上片，随意撤片已成常态，每月都

有几部至十余部影片反复定档，任意

“跳票”，甚至首映三天后撤片。

历史复映片不断重复发行。全

年有 20 多部历史复映片上档，平均

每月 1.75 部（不含经典重映的老片）

全年收入 1.1 亿元左右无规则的占据

档期院线和影院时空资源。天价片

酬，税务乱象。影院的关门潮，员工

的讨薪潮；相当数量年度票房不足百

万元的影院依然在市场，不知其如何

运转。上述乱象，在 2018 年有的得

到治理，有的正在治理中。“票补”得

到一定遏制，虽然尚未完全根除，业

内回应是积极和支持的。限制天价

片酬、展开影视税务检查正在进行

中；12 月启动了《国产电影复映暂行

规定》；对市场复映片放映进一步规

范。行业协会年度发布了三批对违

规影院的通报及处罚。

2018 年高密度爆发乱象事件的

背后，虽有多种原因，其中因热钱涌

入电影，疯狂投机和快速圈钱无疑是

重要原因之一。在 600 亿元票房的

后面，不能仅图解光鲜的票房数据，

更要关注行业的危机，发展中的差

距。2018 年是产业进程放缓的转折

点，正是中国电影攻坚克难，励精图

治的时机。

资本来了又走了，热钱资本退潮

了，看似影视业在某种情形下进入寒

冬，实际上也有春天的气息。冬天来

了，春天还会远吗？潮涨潮落，是自然

规律，企业开业关门，是市场经济。事

物发展就是如此，周而复始，螺旋式上

升的。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随着

中国国力的逐渐提升和经济的改革开

放，从无到有、从弱到大的中国电影产

业要配得上这个时代。纵观2018年中

国电影市场，电影产业的优势和向好

大势没有改变，本土电影崛起已现雏

形，市场多元化、多样性，观众成长成

熟，都是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的强劲

推助力。飞雪迎春，春来到。只要我

们不忘初心，坚定做好本土电影，中国

电影从大到强，一定会迎来山花烂漫

的时刻。

表1：2018年进入全球电影排行榜50强的中国电影

排名

13
14
15
18
25

注：因《我不是药神》没有进入北美发行放映，故原榜单无统计，按全球票房4.5亿美元计算，排名18。

影片

红海行动

唐人街探案2
巨齿鲨

我不是药神

捉妖记2

发行公司

WGUSA
华纳

华纳

/
狮门

全球票房(万美元)

57920
54410
53020
45000
36170

票房（万美元）

150
200

14544
/

71

占比%

0.3
0.4

27.4
/

0.2

票房（万美元）

57770
54210
38480
43720
36100

占比%

99.7
99.6
72.6
97.1
99.8

表2：2015-2018影院、银幕、单产票房数据

年度

2015
2016
2017
2018

影院（座）

6000
7882
9504
10900

银幕（块）

31726
41179
50776
60079

年度票房（亿元）

440.39
457.12
559.11
609.76

单日票房（万元）

12032.5
12489.6
15276.2
16705.7

单银幕票房（万元）

139
111
110
101

表3：2018年票房排行TOP1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1、《前任3:再见前任》是2017年末跨年影片，如果以2018年上映新片排名，第10名为美国电影《头号玩家》，票房为12.99亿元。

2、表中票房数据不含电商服务费。

上映档期

2018/2/16
2018/2/16
2018/7/6
2018/7/27
2018/5/11
2018/2/16
2018/11/9
2018/12/7
2017/12/29
2018/6/15

电影

红海行动

唐人街探案2
我不是药神

西虹市首富

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

捉妖记2
毒液：致命的守护者

海王

前任攻略3:再见前任

侏罗纪世界2

总票房（万元）

352461
323499
288554
236179
223767
212834
171382
171216
162909
158147

首周票房（万元）

44115
93587

119011
83436

119311
114764
70070
60361
27803
68513

占比%

12.5
28.9
41.2
35.3
53.3
53.9
40.8
35.2
17.1
43.3

首周末排行

4
2
1
1
1
1
1
1
1
1

主发行公司

博纳

五洲

京西文化

阿里巴巴影业

中影/华夏

安乐影业

中影/华夏

中影/华夏

华谊兄弟

中影/华夏

表4：2018年进口片排名前三的国家和地区

国别

美国

印度

日本

影片数量

59
10
15

占比

50.00%
8.47%

12.71%

票房（亿元）

185.50
16.00

6.94

占比

86.57
7.46
3.23

同比2017

-31.52%
4.02%
2.37%

-14.50%
33.50%
51.80%

10亿+影片数量（部）

6
/
/

过亿影片数量（部）

27
4
3

表5：2018年电影院线分类统计

体量（排名）

1-10名院线

11-20名院线

1-20名院线

占比

20.80%
20.80%
41.66%

票房（亿元）

401.72
113.22
514.94

份额

65.90%
18.50%
84.50%

票房级别

40亿+
20亿+
10亿+

院线数量

5
4
6

票房（亿元）

270.38
111.58
90.48

份额

44.30%
18.30%
14.80%

表6：2018年中国电影院线年度TOP10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院线名称

万达电影

广东大地

上海联和

中影数字

中影南方新干线

中影星美

广州金逸珠江

浙江横店

幸福蓝海

华夏联合

场次（万场）

893.0
1162.0
564.9
950.0
848.0
609.0
459.5
506.7
346.3
428.7

总人数（亿人）

2.1
1.8
1.3
1.3
1.3
1.1
0.8
0.8
0.6
0.6

总票房（亿元）

79.8
55.8
48.3
44.5
42.0
36.2
30.1
24.6
20.7
19.8

市场占比

13.10%
9.10%
7.93%
7.30%
6.89%
5.94%
4.94%
4.03%
3.39%
3.24%

影院（座）

585
1071
594
888
789
541
380
402
306
401

银幕（块）

5149
6332
3727
5529
4696
3554
2304
2407
1931
2439

表7：2018年全国电影院线单银幕票房TOP8

排名

1
2
3
4
5
6
7
8

院线

万达电影院线

北京新影联

广州金逸珠江

上海联和电影院线

湖北银兴

重庆保利

江苏幸福临海

四川太平洋

影院（座）

585
116
380
594
128
184
306
292

银幕（块）

5149
695

2304
3727
835

1196
1931
1675

新增影院（座）

105
9

53
95
15
46
64
37

新增银幕（块）

889
61

370
632
144
312
430
240

单银幕产出（万元）

177.4
136.8
130.7
129.6
112.3
111.4
107.5
104.5

待
到
山
花
烂
漫
时

—
—2 0 1 8

年
中
国
电
影
市
场
综
述

2018年渐行渐远，这一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节点，伴随着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崛起，中国电影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迄今已从十六年前微不

足道的地位，如今跻身于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电影业中举足轻重，市场份额达到21%。

2018年中国电影虽然波澜兴起，跌宕起伏，依然在开放改革的征程上砥砺前行。据国家电影局公布数据：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609.76亿元人民币，较上年

增长9%。票房折算美元88.6亿左右，稳居全球影业第二。全国年度观影人群17.2亿人次，较2017年增长5.9%。以城镇人口统计，年人均看电影2.15次。

在609亿元票房后面，电影产量和产品也是丰富的，全年生产故事片902部，动画片51部，科教片61部，纪录片57部，特种电影11部，年度电影生产总量1082
部。进入院线大银幕发行放映的国产新片400部左右，进口片118部，合计518部。国产片票房378.97亿元，市场份额62.15%，较2017年上升了8.3个百分点。

4部本土电影和一部中美合拍影片进入了全球50强影片榜单（表1），这是全球年度50强影片中仅有的四部非好莱坞电影。2018年是好莱坞电影大年，多部

超级大片票房大爆，仅在全球票房超过十亿美元的就有四部影片，都在最快时间引进中国市场发行放映，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中国本土电影取得了良好业

绩，国产电影的生产和制作都有实质性进步。

当然，受全球经济增长趋缓影响，国内电影业发展速度也放缓了。2018年中国终端市场新增银幕9303张，自此中国市场容量进入六万张银幕时代，与银幕

持续递增相悖的是单银幕票房产出没有因市场总量增长而提升，年度单位银幕产出继续递减，年度单银幕票房平均为101.49万元，较2017年下降7.8%（表2）
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机制和法规在加速建设和治理完善中，回望过去一年虽经风雨，也见彩虹。在复盘2018年电影大数据之际，让我们记住2018给中国电

影留下的深远印记。

这些年度纪录应该被铭记：

2018年的春节档，7天黄金周假期（有效放映六天）创造了57亿元人民币票房，将2月市场票房总量拉升到历史新高，成为全年峰值，月度票房101亿元人民

币票房，折算美元约15亿左右，单月超过北美2月份9.97亿美元票房。

春节档六部重量级国产片，五部在春节档票房超过亿元，三部晋级“10亿+”。其中《红海行动》和《唐人街探案 2》分别以 35.25亿和 32.35亿位列年度电

影冠亚军。

暑期档6-8月，市场放映中外新片158部左右，收入162.27亿票房，创造了“史上最牛暑期档”。暑期档超过亿元+的影片24部，其中晋级年度“10亿+”的影片

有5部国产片与进口片，为3：2。其中《我不是药神》以28.85亿进入年度榜单第三。

《我不是药神》全球收获4.5亿美元，全球电影榜年度排名第18。这部中国的主流大预算影片，使用了经典的剧情片模式制作，在发行后成为票房现象级影

片，投资预算1090万美元，在中国本土取得票房4.37亿美元，不仅获得中国观众对现实主义影片的喜爱，还得到中国总理对这部电影的公开赞扬。

“风雨送春归”让我们沿着2018年的数据回望这一年的市场。

2018 年的电影市场的关键词：开

放和崛起。电影市场更加开放，本土

电影正在崛起。

在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后，中国

电影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崛起。如今成

为全球第二大市场，时刻对着北美市

场贴身紧追，这些都源于中国电影的

改革开放。开放，让市场成长，开放使

产业各方有了借鉴海外成熟电影工业

经验的实践。中国电影在2018年最大

亮点，是中国市场更开放，现实题材电

影开拓上取得突破，国产电影崛起已

现雏形。

讲述社会现实问题的电影诸如

《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找到你》

等在市场放映引发了大量观众的共

鸣，得到观众和市场高度认可。现实

题材的电影在市场具有的感召力，让

中国电影在这一年的崛起散发着升级

的意义。在年度榜单中，排名前十影

片，本土电影拿到六席，排名前五的电

影中，国产片包揽了前四席。这四部

电影有青年导演，有香港导演，还有第

一次执导大电影的新导演，电影制作

者通过诚意初征探寻到本土电影通向

观众的迭代升级的路径。

中国本土电影在2018年崛起的另

一个标志是，观众的成熟而理性，虽然

因不同地区、不同人群，观众对电影消

费和欣赏的趣味不尽相同，但是为好

电影买单，口碑传播在市场的发散作

用得到最大体现。好电影即使在首周

没有拿到最多的排场，但在市场的生

命周期的绵长一定可以超越一些火爆

一时的差片。因而，好电影在市场频

频“逆袭”，获得“差评”的电影呈断崖

式崩盘成为2018市场常态。最新的一

个案例，口碑与观众的选择甚至可以

影响到那些无视营销规律，不能精准

定位的影片成绩。年末最后一天上映

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在超大规模的营

销下拿到 2.42 亿元票房，单日票房不

仅创造纪录，在年度新片单日排名中

位列第 30 位 。可是随后观众就发现

影片营销“言过其实”，次日票房崩塌，

次周票房跳水 99.7%，创造一个纪录，

仅收入 67 万元票房，最终止步于 2.58
亿。反观《无名之辈》首日票房不过

900 多万，年度单日票房排名在第 118
名，最终凭借良好的观众口碑，一路逆

袭，以 7.32 亿元票房位列年度国产片

榜单第12位。影片品质以及精准营销

对于实现影片价值孰高孰低，显而易

见。依靠资本或“票补”在首日或首周

抢占市场“制高点”，以赢得起跑线的

方式销售差片、烂片的路径在越来越

理性成熟的 2018 年的观众面前失去

“魔力”，好电影，有品质的电影，才会

得到市场，让观众踊跃买单。

对于 2018 年的票房大数据，表面

光鲜不能代表创作的趋势，对于热钱，

想赚快钱的资本也是一个警示。透过

年度电影亏损榜单，我们能找到本土

电影崛起的正确之路。

表3中关于影片首周票房占有率，

是一个对于影片市场影响考量的新指

数，数据反映的是一部电影的市场可

持续生命力，只有长久的盘桓在市

场放映，才会迎来更多观众。否则

一时火爆，来得快，下片也快。观众

买单决定一部电影的生命力，无论

本土电影还是引进电影，研究市场就

要研究观众，赢得观众者才能赢得市

场，2018 年市场本土电影的崛起就印

证了这一点。

年度 IOP50 电影榜单中，国产电

影 29 部，进口片 21 部。50 部电影题

材丰富，类型多样，风格迥异，其多样

性和丰富性彰显出中国市场的多元

和包容。

全年发行放映了来自18个国家共

计 118 部进口电影，引进片数量增长

25.5%，佐证了中国电影坚定改革开放

决心。进口片销售额排名前三位的国

家：美国、印度、日本。中国电影的崛

起让同处亚洲的邻国切实受益了，这

些国家影片在中国市场销售额超过

其在北美市场的数倍。北美市场虽

然也对外开放，但是非英语影片必定

只有很小众的市场，属于非主流。但

是在 2018 年的中国市场，这些非华语

电影，有的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火爆，得

到观众喜爱，在一些档期成为观众消

费的主流。比如印度影片《神秘巨星》

就以 6.87 亿元票房，在进口片年度榜

单第九。

北美市场排名前十的电影除《死

待 2》将于 2019 年 1 月引进国内外，其

余 9 部全部在 2018 的中国院线放映，

并取得良好成绩。在日本市场年度排

名前十的影片有 4部在 2018年中国院

线放映。日本电影有 15 部进入 2018
年中国市场，中国与亚洲邻国电影业

的合作在2018年卓有成效。

好莱坞电影独领风骚的格局在中

国市场的变化继续着。35部票房超过

亿元的进口片中印度片占了4部，日本

片 3部，英国片 1部。好莱坞六大公司

的电影依然是进口电影的销售主力，

其影响力却已渐微。2018中国本土电

影成为了市场票房英雄，在各个不同

档期均有良好表现，类似《红海行动》、

《我不是药神》等影片在市场上持续大

卖在某种意义上是战胜了好莱坞影

片，这多少会令好莱坞电影公司惊讶。

值得注意的是，进口片票房销售

总量并没有随数量而增长，2018 年进

口片在中国市场份额是 37.75%，较上

年丢失了 8.3个百分点，票房较上年下

滑10.5%。

过去 10 年来，中国票房收入爆炸

式增长的重要引擎是城市影院建设和

销售网络迅猛扩张，这一强势推动力

在 2018 年发生变化，院线和影院经营

不断迎来市场新考验。

春节档管理部门的票补“限制令”

传递了一个信号，市场治理和监管要

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近几年由

于大量资本涌入，投资与投机混搭，一

方面网络销售的普及改变了新一代观

众的消费购买习惯，给终端市场带了

机遇。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网络

平台有了操纵销售的可能。“票补”象

一把双刃剑，既可刺激消费，又能妨碍

市场公平竞争。曾经在资本的挟持下

想靠着“票补”抢占市场首日或预售

“制高点”的影片在春节档票补“限制

令”前遇到阻力，“限制令”让电影口碑

和观众喜欢的好电影得到了更多机

会，《红海行动》就是这样从首周票房

排名第四，一路逆袭，最终成为春节档

期乃至年度票房王的。从春节档开始

院线和影院开始感受到市场的风向

标，没有了“票补”的低价混战，电影的

口碑和品质，观众的感受与喜爱，以及

观众在影院的体验和享有的服务都变

得重要了，这些影响观众与市场因素

值得经营者研究。

国庆档前，业界传出“票补取消”的

消息后，一些过度依赖“票补”的影片和

影院遭遇“寒冬”。市场大盘趋冷后，有

院线和影院遭遇房地产商回收场地的

经营权，如恒大、华润、海岸、保利等地

产公司近年相继成立了影管公司，诸如

深圳嘉禾影城、广州UME等知名影院合

约期满后，被高额租金而被逼转停或关

门事件屡有发生。这是中国电影业市

场不规范，缺乏相应的行业规则所致。

2018年影院的关门潮、讨薪潮、院线和

影院，甚至一些品牌大影院整体业绩下

滑等接踵而至的矛盾和纠纷的集中爆

发，也许就是市场发出的是院线亟待新

一轮改革开放的信号。

2017 年底，当中国以五万张银幕

的规模位列全球市场规模第一时，院

线和影院就已面临一个新时代的到

来。中国电影市场不能长期依赖外生

增长动力拉动发展了。今天的时代，

经济不仅看总量，更要看“人均数”，五

万张银幕不是中国市场规模天花板，

截至 2018年 12月底，中国市场银幕数

突破六万张，以中国广阔的地域，庞大

的人口基数，六万张银幕也可以说不

是市场规模的天花板，但这确是到了

中国院线和影院发展的转折点。

国家电影局年前下发《关于加快

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

的意见》其中要点之一，开放“院线牌

照”，“鼓励发展电影院线公司”，并对

成立电影院线公司提出了五项必须具

备的条件，只有控股影院数在 50 家或

拥有300块以上的银幕、年票房收入不

低于 5 亿元且无相应违法违规行为的

影投公司，才有机会申请院线牌照。

这应该自 2002年 6月中国院线制

改革后对于院线变革的一个大突破，

国内48条院线，其体量差别太大，院线

榜头条院线，年度票房可以达到80亿，

观众可到两亿多人次，加上电影附加

值，年度营业额超过百亿元。可是在

院线榜四十名之后数条院线，一年票

房不及一家影院，按现在的分账模式

的利益分配，这些院线不要说发展，其

生存都难以维系。这样的院线是否应

该按“退出机制”退场。

近几年，中国市场发展很快，不能

与时俱进的院线被“边缘化”厉害，有

数据说，全国一万多家影院，60%属于

加盟院线，这么庞大的影院“独联体”

对院线的经营和管理无疑是最大掣

肘。现在最高管理层开放“院线牌

照”，有助于推动院线间的资源重组和

并购，“完善电影院线奖惩机制和退出

机制”对建立院线良好的生态环境，优

化市场格局十分必要。

2018年影院和银幕增长放缓，表明

市场可持续发展点亟待内生动力，产业

长远发展在产品有保障的前提下，更多

要靠院线和影院提升效率。一个凤凰涅

槃式的蜕变，一个开放，深化改革的决策

将会迎来中国院线和影院的新局面。

2018 年，中国 48 条院线的市场大

格局虽然看似稳定，但大院线的危机

也随处可见。在扩大规模，做大院线

同时如何平衡扩张与效率，发展与管

理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12 月初，星

美控股通过公告宣布，“在国内经营的

约 320 家影院中，约 140 家已短暂停

业”，这仅是影院院线洗牌的一个缩

影，一个影院经营危机初现的信号。

2018 年院线因过度扩张，引发资金链

危机从而陷入讨薪潮、关门潮困境，影

院在同质化竞争中效益递减，直接后

果就是市场规模越大，单位产出票房

越低，影院开业多，亏损的影院也开始

多了，部分影院经营陷入瓶颈这是不

争的事实。对院线，不仅应该考量规

模，更要考量效率，单银幕产出就要从

院线和影院抓起。面对中国院线发展

即将进入一个新时期，关注单银幕产

出，平衡规模与效率，提升院线和影院

管理水平，探寻符合市场的资源配置，

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是 2018 年给院

线提出的课题。

当下与前景：攻坚克难，任重道远

院线和影院：盘整中蜕变 开放中迎来新格局

市场：本土电影崛起，进口影片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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