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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参照

上世纪 50 年代苏联的模式建立

起电影管理体制，电影的发行放

映工作由中央-省-地市-县的电

影发行放映公司完成，四级公司

垂直管理，其结构单一、效率低

下的方式无法适应现代化、产业

化的发展需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0 年，国

家广电总局、文化部下发《关于

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

意见》，明确提出实行“以院线公

司 为 主 体 的 发 行 放 映 机 制 ”。

2001 年 12 月 18 日，国家广电总

局、文化部联合颁发了《关于改

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实施细则》

的 1519 号文件，提出了“实行以

院线为主的发行放映机制，减少

发行层次，改变按行政区域计划

供片模式，变单一的多层次发行

为院线为主的一级发行，发行公

司和制片单位直接向院线公司

供片。

至此，院线制改革在政策方

面的布局已经基本完成，为后来

全国范围内的电影院线制改革

打下了全面而坚实的制度基础。

2002 年 6 月 1 日，全国首批

30 条院线正式成立，其中 11 条跨

省院线，19 条省内院线，北京、上

海、湖北、湖南、广东、四川、江

苏、浙江八省 (市) 率先完成了两

条院线的组建工作，江苏、浙江

两省分别有三条院线组建。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全国共注册

35 家院线，加入院线的电影院

1024 家，银幕数 1843 块，其中计

算机联网售票影院 850 家。

据统计，2002-2004 年间，中

国 电 影 票 房 从 9 亿 攀 升 至 15.2
亿，全国可统计影院数增至 1188
家，银幕数增至 2396 块。

1996 年进入电影行业、现任

浙江星光院线总经理的富海芳

回忆起 20 年前的改革仍记忆犹

新。他表示，1998 年 4 月《泰坦尼

克号》上映后，电影市场开始走

下坡路，原有的体制阻碍了行业

的发展。院线制改革引入了竞

争机制，大家都有选片、购片的

权利。可以说，院线制改革是中

国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环，也

是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窗口。

具体而言，院线制的实施打

破了沿用 50 多年按行政区域层

级式发行影片的传统发行放映

体制，实现从条块分割向网络连

通转换，组建院线，减少了发行

层次，同一区域内组建两条或两

条以上的院线增加了发行渠道，

以院线公司为主体的规模化经

营取代了以影院为单位的分散

经营模式。同时，减少发行环节

以后，不仅影院分成提高，制片

方的分成也得到提高。影院从

分账影片中的分成从 40%提高到

46%-48% ；国 产 影 片 提 高 到

48%-50%；制片方的分配比例从

35%（包括 3%的宣传费）提高到

38%-40%。

金逸珠江院线总经理助理

谢世明表示，院线制改革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是电影产业

深化改革的产物，释放了市场

的活力。

北京 ACE 影城经理刘晖表

示，院线制改革对于发行放映环

节最直接的体现是减少了发行

放映的环节，增加了发行放映渠

道，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很多影

片可以实现跨省发行。

2002 年底，第一部真正意义

上的国产商业大片《英雄》横空

出世，以 300 个胶片拷贝实现了

2.5 亿元的票房。电影市场专家

刘嘉表示，《英雄》是第一部尝试

在院线制的游戏规则下，采用进

口分账片的发行放映方式的国

产大片。

“《英雄》让电影人打开了思

路，是院线制和国产大片相互成

就的成果，也印证了此次改革的

成功。《英雄》是送给院线制改革

的一份大礼，它让还处在改革适

应期的电影人看到了中国电影

市场的潜力和改革的必要性和

大趋势。”刘嘉说，“同样重要的

是，卖区域版权容易掩盖好坏影

片的实际差距，院线制让影片直

接和终端对接，让观众决定是否

买单，也让制片方、发行方改变

了传统的创作思路，使得电影作

品的品质不断提升。”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

光表示，2002 年的院线制改革，

应该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调研、

酝酿、试错的过程，也凝聚了电

影业共同的智慧和能量。这个

突破性的改革以资本为纽带，按

照市场化的规则、逻辑，打破了

传统的四级发行体制、基本模

式，建立了统一性的全国电影市

场，推动了整个电影业的发展，

形成了新的格局。

饶 曙 光 指 出 ，中 国 电 影 自

2002 年正式推行电影院线制以

来，不仅改变了原来的四级发

行模式，也在尊重市场规律和

艺术规律之外，逐步寻找着符

合我国基本国情的运营模式，

在市场竞争浪潮中拓开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

（下转第3版）

◎链接

院线制20年重要政策

▶ 2000 年，国家广电总局、文

化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

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组建电

影集团和实现股份制改革，使制片、

发行、放映一体化，并倡议建立以院

线为主的供片机制。

▶ 2001 年 12 月，《关于改革电

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正式

颁布，对以“院线制”替代原有的行

政级别的发行网络做了具体规定：

以资本或供片为纽带，由一个发行

主体和若干影院组合形成院线，实

行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

统一管理。

▶ 2002 年 2 月，国家广电总局

颁布施行修改后的《电影管理条

例》，降低了行业准入的门槛，对社

会资金和机构包括民营企业开放了

电影准入的限制，允许社会包括外

方以合资、合作方式建设改造电影

院，并提出国家鼓励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以资助、

投资的形式参与摄制电影片。

▶ 2003年10月，国家广播电影

电视总局令第 20 号发布《电影制

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

规定》，鼓励境内国有、非国有单位

(不含外资)与现有国有电影制片单

位合资、合作成立电影制片公司或

单独成立制片公司，电影发行、放

映同时向境内符合要求的民营资

本放开。

院线制改革20年回眸：

全面激发中国电影市场活力
开创多元融合电影产业格局

2022年，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院线制全面施行的第20个年头。20年前开始的这一改革壮举，把竞争机制引入电影产业领域，由此带来了电影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推动了

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整体繁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院线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进一步深化，并积极借助高新技术成果

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中国电影巩固和延长了“黄金机遇期”，创作活力持续迸发，市场规模稳步扩大，电影生产力空前提高，呈现健康发展、欣欣向荣的良好局面。

20年里，中国电影在艰难中奋起，从低谷边缘走到世界中心，直至成为拉动全球电影市场稳定增长的主引擎，成功改写了世界电影的版图，谱写了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

国速度的华彩篇章。

20年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从9亿左右攀升至最高600多亿，银幕数从不到1600块增长至8万余块，单片最高票房纪录从《英雄》的2.5亿提升至《长津湖》的57.75

亿……中国电影不断改革体制机制、锐意创新，电影市场焕发出巨大活力，各项产业指标增速明显。

从2002年6月1日首批30条院线成立，到2005年民营资本相继投资入驻；从2010年各网站开启电影票团购业务，到2015年电影票务平台开始规模介入电影宣发；从

2016年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正式成立，到2019年博纳、华人文化拿到“4号文件”后的院线牌照；从2021年全国电影银幕数正式突破8万块，到2022年中影股份与万达联

合发起“万达电影点播影院”项目……中国电影院线制的改革与发展在过去20年间从未停歇，始终向前。

《“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十四五”时期，电影发展要努力实现市场和产业体系更加健全。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持续深化，市场规模稳居世界前列。国

产影片年度票房占比保持在55%以上。到2025年银幕总数超过10万块，结构分布更加合理。电影产业链条延伸拓展，电影消费模式创新升级，电影综合收入稳步提高。

眺望前路，希望与挑战同行、机遇与难题共存。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双重作用下，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的背景下，电影的语言、电影的观念、电影的受众、电影的环境

甚至电影的边界，正在不断被打破、被刷新、被重构，中国电影行业面临着新一轮的结构性调整。业界认为，电影行业需要在整体利益观、共同利益观、长远利益观的指导下，推

进中国电影院线的进一步调整与改革，有效适应互联网、电影高科技的发展，实现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

■文/ 本报记者 赵丽 李霆钧

◎两份政策文件为核心标志
院线制改革打破传统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