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01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赵丽赵丽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特别策划 3

院线制改革以后，影院的市场主体地

位确立，院线投资影院的热情提高，加之

一系列政策的推出，放开了投资准入门

槛，市场呈现多元投资主体进入的新

局面。

2003 年 11 月 25 日，国家广电总局、商

务部、文化部联合颁布《外商投资电影院

暂行规定》（第 21 号），2004 年 1 月 1 日执

行。允许外商同中国境内的公司、企业设

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新建、改造电影

院，从事电影放映业务，但合营中方在注

册资本中的投资比例不得低于 51%。限

定外商投资额不能超过 49%。

2005 年 4 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非

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

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影院和电影

院线等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投资参股

电影制作发行放映领域的国有文化企业。

在这样政策的支持与鼓舞下，万达院

线于 2005 年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条

完全由民营资本主导的电影院线公司。

华纳万达、UME、百老汇、大地、横店、时

代华夏今典、比高、耀莱、金逸等不同资金

背景、行业背景的多个影院品牌开始探索

中国电影市场。

富海芳表示，院线制改革前 10 年，大

家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省市公司

还没有完全从传统体制中转变过来，民营

公司在这个时期参与进来，热情很高，他

们对于市场的反应速度更快。

在这个时期，还形成了片方、发行方

负责全国整体宣传，院线自主做当地宣传

招揽观众的“合理分工模式”。

富海芳回忆称，院线为了“抢片”，纷

纷开展各式各样的宣传活动，一些宣传稿

件都在媒体截稿的前一刻发出去，绝对不

给竞争对手反应的时间。“影片的商业化

操作越来越多，每天有做不完的事情，有

源源不断的创意，每周上映的片子也从一

周一部到一周多部。”

多元投资主体的进入和传统院线的

兼并整合，让这一阶段院线的市场化程度

不断提高，也助力电影市场迎来一轮稳定

增长。无论是电影院、银幕数量以及多厅

影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观影人

次的可持续增长，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奠定

了更加坚实的观众基础。

刘嘉谈到，院线制改革初期的几年，

大家逐渐沉淀、磨合，一些省公司“翻牌”

的院线公司也逐渐意识到，必须要调整思

路，影院才是院线的核心资源，手里影院

越多话语权就越强，话语权越强就能吸引

更多的影院，这种正相关的联系，使得

2003-2005 年间院线内部重组的案例比较

多，推动了第一波影院建设高潮的到来。

饶曙光认为，万达院线、金逸院线等

民营资本大幅度进入，为电影市场带来了

更多的活力。当然，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

制，当电影院线的数量和规模在实现高速

增长的同时，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权

衡和面对，如关于“院线”与“影院”的关

系模式问题，也出现了签约影院缺乏自主

创新意识、翻牌院线改革相对滞后、院线

分布分散且实力悬殊、分成比例失衡等亟

待解决的难题。

但多元资本的进入、数字技术的革

新、利好政策的扶持、市场观念的深化、管

理模式的转型等都为院线制的顺利实施

和推广提供了保障，最终为在低迷中斡旋

的市场带来希望的曙光，也为打破僵化的

电影机制拓开了宽广的产业空间。

刘晖认为，多元投资主体的加入，把

中国电影市场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升级，市

场上也有了五星级影院的概念。同时，因

为有了更优质、覆盖面更广的放映渠道，

促进了国产商业大片的发展。这也是院

线制改革，尤其是民营资本进入行业之

后，对电影市场发展起到的非常大的

作用。

▶ 2003 年 11 月，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发

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电影院线公司机制改革

的意见》，其中规定，以参股（股份在49%以下）

形式投资现有电影院线公司的，参股单位必

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

本电影院线公司中电影院的新建、改造；以控

股形式投资现有电影院线公司的，控股单位

必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4000万元人民币用

于本电影院线公司中电影院的新建、改造；单

独组建省内或全国电影院线公司的，组建单

位必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

用于本电影院线公司中电影院的新建、改造。

▶ 2003 年 11 月，国家广电总局、商务部、

文化部联合颁布《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

（第 21 号），2004 年 1 月 1 日执行。允许外商

同中国境内的公司、企业设立中外合资、合作

企业，新建、改造电影院，从事电影放映业务，

但合营中方在注册资本中的投资比例不得低

于 51%。限定外商投资额不能超过 49%。允

许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以合资、合作

的形式建设、改造及经营电影院，但股权不能

超过75%。

▶ 2004年1月8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

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广

发影字 [2004]41 号），提出了“加快院线整合，

鼓励系统外境内单位参股、控股或独资组建院

线，影院可自主选择院线合作”等指导性意见。

▶ 2004 年 3 月，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了《电

影数字化发展纲要》（广发影字[2004]257 号），

明确了我国电影数字化的总体目标，提出大

力推进电影制作数字化、建立健全电影数字

节目发行网络、积极推进城镇数字影院建设、

建立农村、社区电影数字化放映网点等要求。

▶ 2004 年 11 月，政府主管部门出台了

《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在放开

电影制作、发行、放映领域主体准入资格的基

础上进一步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扩大了投

融资主体开放的范围，并用法规形式巩固了

电影产业改革的成果。

▶ 2005 年 4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非公有

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和支持

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影院和电影院线等领域。

允许非公有资本投资参股电影制作发行放映

领域的国有文化企业。

▶ 2005 年 4 月，国家广电总局、商务部、

文化部令第49号颁布《〈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

规定〉的补充规定》，2005 年 5 月 8 日起施行。

允许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以合资、合

作或独资的形式建设、改造及经营电影院。

▶ 2006 年 1 月，国家广电总局、商务部、

文化部颁布《〈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补

充规定二》，2月20日起执行。允许香港、澳门

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的独资公司，在多个

地点新建或改建多间电影院，经营电影放映

业务。

▶ 2006年9月，《“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

规划纲要》出台，指出要扩大影视制作、发行、

播映和后产品开发，增加数量，提高质量，满

足多种媒体、多种终端发展对影视数字内容

的需求。

▶ 2009 年 9 月，《文化振兴产业规划》(国

发〔2009〕30 号)发布，提出建设现代文化市场

体系，推进电影院线、数字电影院线的跨地区

整合以及数字影院的建设和改造。

▶ 2010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

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0〕9号)，提出进一步深化院线制改革，大力

发展跨区域规模院线、特色院线和数字院线。

积极探索院线经营规律、营销方式和管理经

验，加强全国电影放映票务系统建设和管理，

不断提高影院经营服务水平。着力发展主流

院线市场，大力开发二级市场和社区电影市

场、农村放映市场，积极开发电影的电视点播、

家庭影院放映、互联网点播、手机等移动多媒

体播映等市场，加快形成传输快捷、覆盖广泛、

层次多样的现代电影市场体系。

▶ 2010年3 月，中宣部和国家广电总局联

合发布《关于推进国有电影院线深化改革加快

发展的意见》（中宣发 [2010]6号），进一步推动

电影院线改革，促进电影放映市场繁荣。

▶ 2012 年 11 月，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办公室连续出台3项通知，助力影院

建设和发展，《关于“对新建影院实行先征后

返政策”的补充通知》是电专字[2004]2号文件

的补充文件，其中规定对东中部地区县级城

市及乡镇、西部地区省会以外城市的新建影

院，当年（自然年度，下同）放映国产影片票房

收入达到总票房收入45%（含）以上的，从下一

年度起可继续享受电影专项资金先征后返政

策；《关于返还放映国产影片上交电影专项资

金的通知》其目的在于引导放映终端加强对

国产影片的放映，拓宽优质国产影片进入市

场的渠道；《关于对安装数字放映设备补贴的

通知》则表示要对符合通知规定条件的影院

安装使用数字放映设备进行补贴。

▶ 2013 年 8 月，财政部下发《关于县城数

字影院建设补贴资金申报和管理工作的通

知》，通过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县城

数字影院建设予以补贴。

▶ 2014 年 1 月，《关于加强电影市场管理

规范电影票务系统使用的通知》下发，要求各

地严格推行《电影院票务管理系统技术要求和

测量方法》等政策法规，其目的是建立和完善

公开、公正、公平和透明的电影市场体系，营造

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电影市场环境。

▶ 2014 年 12 月，《关于进一步提高放映

质量的通知》下发，主要针对影院银幕亮度和

声压级达不到应有技术标准的现象，规范影

院放映质量管理。

▶ 2015 年 2 月，《关于加强影院放映技术

管理、提高电影放映质量的通知》和《关于做

好电子商务售票工作的通知》，要求影院在确

保放映设备的质量和品质的同时将电子票务

纳入票务规范体系，明确了电子商务售票的

规范和流程。

▶ 2015 年 2 月 11 日，财政部和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县城数字影院建设

补贴资金申报和管理工作的补充通知》，对部

分贫困地区县城首家数字影院采取“先补后

建”资助方式，并适当放宽了建设标准。

▶ 2015 年 6 月 23 日，国家电影事业发

展 专 项 资 金 管 理 委 员 会 连 续 出 台 两 项 文

件，其中关于调整电影专项资金对“新建影

院先征后返”、“资助城市影院改造”的政

策 ，主 要 宣 布 对 2015 年 7 月 1 日 新 建（改

造）开始营业的影院，停止执行先征后返国

家电影专项资金的补贴。

▶ 2015 年 9 月 29 日和 30 日，连续下发

《关于严厉打击在影院盗录影片等侵权违法

行为的通知》和《关于加强数字水印技术运

用、严格影片的版权保护的通知》，在申明严

厉打击在影院盗录侵权等违法行为态度的同

时，倡导利用包括“数字水印”在内的科技手

段，加强版权保护。

▶ 2015 年 10 月 14 日《电影院票务系统

（软件）管理实施细则》发布，同日国家电影专

资办下发《关于规范影院票务系统硬件配置

工作的通知》，两份文件都表示要严格审核影

院票务系统，并明确了对违规行为的处罚措

施，推动影院票务系统规范管理工作有规可

依、违规必究。

▶ 2015 年 11 月，《关于加强互联网领域

侵权假冒行为治理的意见》出台，要求打击互

联网领域侵权假冒违法行为，营造开放、规

范、诚信、安全的网络交易环境。主管部门也

连续推出一系列措施，规范互联网领域及相

关视听内容，稳定线上线下两个市场，保证电

影产业持续向好发展。

▶ 2016年11月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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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正式施行，其中以法律的

形式对电影发行、放映进行保障和规范。

▶ 2017年4月，《关于规范点播院线、点播

院线规范经营的通知》下发，其中明确规定：从

事点播影院、点播院线电影放映、发行服务，要

依法取得电影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

随着院线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电

影各项产业指标均有较大幅度提升。截至

2009年底，中国电影年度票房从 2002年的

9.5 亿元增长至 2009 年的 62.06 亿元；影院

数量从 2002 年的 872 家增长至 2009 年的

1680家。

2010年1月4日，《阿凡达》的上映成为

中国电影市场的标志性事件。首日3500万

票房、最终票房 13.78亿元的成绩刷新了多

项市场纪录，一票难求、万人空巷的观影热

潮让还在持观望态度的各界资本放下了最

后一丝担忧。中国电影市场也迎来了影院

投资的建设热潮，截至2011年底，全国电影

院数量已达到2796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电影院线制改

革进入第二个十年，也是中国电影产业高

速发展的十年。从重要产业指标看，截至

2018年底，全国影院数量达到 10438家，银

幕数量达50776块，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

场。年度电影票房也从2012年的170.73亿

元增长至2018年的565.79亿元。

与此同时，电影发行放映的体系也随

着产业的高速发展实现了动态升级，新型

院线管理日渐成熟，四个统一即“统一品

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成为优

秀院线的基本必备条件，特别是以万达院

线为典型代表，以现代化连锁经营服务为

理念，以最大化满足消费者的观影体验需

求为核心价值，于 2015 年 1 月在深交所上

市，成为影院终端上市第一股。

刘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电影

产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从影片

的数量、质量，商业大片的规模，还是电影

院的建设速度，都是从前不可比拟的，也让

电影产业成为了“朝阳产业”。

刘嘉谈到，2012年之后，跨省院线的概

念已不是一两个省，而是横跨多省，甚至几

乎覆盖全国，各院线纷纷扩张、下沉，影院

建设迅速，助推中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票

房第二大电影市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中国在市场

规模上已超越北美，并且在年票房上一步

步缩短与北美票房的差距，这可以说是院

线制改革带来的成功。一方面让中国成为

世界电影大国，更重要的是把观众请回了

电影院，很多人养成了电影消费习惯。”刘

嘉说。

饶曙光表示，近些年来，中国电影市场

规模尤其是票房呈现了加速度的发展，得

益于电影院数量、银幕数量的高速度增加

和增长。中国电影行业的整体的规模得到

了增加，同时自信心也得到了增强。在与

好莱坞电影共舞的背景下，我们赢得了更

多的主动权与话语权。

他同时坦言，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

国电影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也

逐渐浮出水面。比如说，2015 年中国电影

达到 48%以上的增长。不过，自 2016 年之

后，观影人次的增长，一直低于电影院和银

幕数量的增长，电影院也好，单块银幕也

好，产出的效益步入了下降趋势，迄今为止

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扭转。

谢世明认为，院线制从起初的开疆辟

土、“跑马圈地”，到后来的群雄割据，再到

2012年以来更加注重影院的品质与品牌效

应，院线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竞

争就有优胜劣汰，一些有直营的资产联结

的院线成绩会相对突出，以加盟为主或品

牌管理有所欠缺的院线则难免‘掉队’。”

（下转第4版）

◎多元投资主体积极“入局”
院线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激活竞争机制激发市场活力
电影市场实现爆发式增长

（上接第2版）

◎链接:院线制20年重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