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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恰逢好莱坞分账大片引进中国

市场三十年。年内，33部美国电影（不含多

国合拍影片）共产出了52.7亿元票房，占年

度进口片总票房的 57.2%。虽和其他国家

相比优势依旧明显，但已远不如往日“风

光”。中国电影市场上已连续两年没有出

现票房过十亿的好莱坞电影。2024年度票

房最高的《哥斯拉大战金刚2：帝国崛起》仅

获 9.57亿元，还略低于 2023年榜首的《速

度与激情10》的9.84亿元。究其原因，除了

前文中提到的文化折扣外，创作固化和宣

传营销力度不足也是好莱坞电影在国内热

情消退的重要因素。

近些年来，为降低投资风险和进入全

球市场的价值观门槛，好莱坞电影逐步加

大了特技、动作等“视觉奇观”的展示，进入

“流媒体＋”时代后，更进一步加强了对经

典 IP系列和特许经营权的依赖，并希望通

过削减内容方面的支出来提升盈利能力，

再加上编剧工会罢工的影响，好莱坞原创

电影的比例不断降低。

据统计，2000年至 2024年间，好莱坞

原创电影比例从40.9%下降至18.6%，而非

原创电影（含翻拍、改编、漫改、续作、前传、

衍生等）的比例则从 59.1%上升至 81.4%。

这种“降本增效”的制作模式直接影响到了

国内观众对新质电影内容的期待。在近些

年引进的好莱坞电影中，只有《阿凡达：水

之道》《芭比》《奥本海默》等个别影片让人

眼前一亮。

宣传营销方面的影响更加直观。在

2024年好莱坞影片的中国宣传中，线上线下

均显得单调和滞后。在线上，国内的电影营

销在传统渠道基础上，已开始向“双微一抖”

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倾斜，社交平台的病毒物

料、话题“玩梗”所形成的二创、二传短视频，

是当下电影营销“出圈”的有效手段。

但国外影片在物料筹备及话题相关性

方面存在固有的不足，加之定档时间相对

较迟、宣传周期较短，在抖音、快手等短视

频平台经营不够，对于微博、小红书等社交

平台话题的发酵缺乏研究与探索。因此，

鲜有进口影片能够通过在国内热门社交平

台上实现广泛的影响力扩散。

在线下，随着好莱坞的发展策略转向

流媒体以及对中国市场预期的下降，片方

和发行方也减少了在中国市场的宣传费用

和投入程度。2024年，仅有《沙丘 2》《死侍

与金刚狼》等寥寥几部影片主创赴华宣传，

其余更多是选择让主创以首映连线方式出

现，《疯狂的麦克斯：狂暴女神》《角斗士 2》
等影片甚至在内地基本“零宣传”。宣传乏

力直接导致了影片话题度和讨论度的减

少，也最终体现在了票房上。

2025年是好莱坞影片的“大年”。《美国

队长 4》近日确认引进，《碟中谍 8：最终清

算》《侏罗纪世界 4》《超人》《疯狂动物城 2》
《阿凡达 3：火与烬》等片也有望在 2025年
与国内观众见面，虽仍以经典 IP系列为主，

但整体片单相当丰富。期待这些好莱坞电

影能够提升影片的内容质量，加大在中国

市场的宣传投入，增强影片的市场竞争力，

吸引更多中国观众回归影院。

在 2024年的 93部进口片中，除了 33
部美国电影和 20部日本影片外，还有法国

影片 4部，英国、泰国、俄罗斯、意大利影片

各两部，印度、新加坡影片各一部。此外，

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影片 7部、来自中国

台湾地区的影片 8部。另有美国、英国合

拍影片 3部，以及分别由美国与加拿大，美

国与卢森堡，美国与日本，西班牙与法国，

日本与德国，美国、日本与新西兰，中国台

湾地区、日本与中国香港地区，马来西亚、

美国、中国台湾与新加坡合拍的影片，每种

合拍影片各一部。

相较于国内观众更加熟悉的美国和日

本影片，这些来自印度、泰国、中国台湾等

地的影片在类型上更加多样化，包括悬疑、

犯罪、动画、现实等题材，给中国观众提供

了全新观影体验，也为中国电影市场带来

了更多的新鲜元素和活力。

2024年，中国电影市场上出现了以视

觉奇观取胜的好莱坞影片与展现世界各地

风土人情的多样化艺术电影“同台竞技”的

市场格局。二者采用差异化的发展战略，

吸引着各自的目标受众。好莱坞的商业大

片大多以分账方式引入国内，依靠“高举高

打”的策略进入中国市场，以全面铺开的方

式面向全国观众，而各地的艺术影片则往

往以买断片的方式进入国内，利用成本优

势，精耕细作的探索更多细分市场，两者共

同促进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多元化发展。

2024年，中国内地市场已成为不少进

口影片的第一大票仓。中国台湾地区的

《周处除三害》在大陆收获 6.65亿元，几乎

是这部电影在全球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票

房总和的两倍。泰国电影《姥姥的外孙》也

在中国市场上反响不错，该片共产出 1.27
亿元，远高于在泰国本土的票房，饱含中式

温情的泰国华裔家庭故事引发不少国内观

众共鸣。年末上映的《因果报应》在中国市

场收获约 7800万元，是近五年来中国市场

票房最好的印度影片。

此外，从业者看到了国外小体量艺术

影片的更多可能。2024年 3月，来自法国

的小体量文艺佳作《坠落的审判》引发了不

少热度，虽然 2800多万元的票房并不惊

艳，但从拿下欧洲戛纳电影节“金棕榈”等

一系列大奖，到在中国定档，以及导演的中

国行等话题，都在国内的各大互联网平台

上引发了讨论，从中可以看到海外文艺佳

作在中国的观众基础。几乎同时，俄罗斯

电影《挑战》也在中国上映，这是全球首部

在太空实景拍摄的电影，视听震撼和太空

浪漫同样得到了不少国内观众的喜爱。

这些进口影片虽然体量小，没有视觉

奇观，但胜在创意新颖、视角独特。随着国

内各大电影节展的持续熏陶和中国电影市

场的日益开放，观众的观影口味会更加多

元化。在 2024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和上

海国际电影节展映中，都有不少从业者和

观众呼吁展映影片“加场”，表示想在大银

幕上看一些没有大场面但触及心灵的好故

事。可以预见，艺术向的小众国别影片市

场空间会越来越广阔。

展望未来，中外电影交流日趋频繁，中

国电影市场也会更加开放。在“走出去”与

“引进来”的双向互动中，中国观众将有机

会欣赏到更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优秀作

品，从而拓宽审美视野、丰富情感体验。而

中国电影人也能受到海外同行的启发，创

作出更多国际视野和本土特色相结合的电

影作品，在制片、发行、放映等环节进行升

级与转型，为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活力。

和好莱坞影片“遇冷”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近两年，日本电影特别是具有广泛观众

基础的日本动画电影开始得到中国市场的

青睐。2023年，《铃芽之旅》将日本电影在

国内的票房纪录推高至 8.07亿元，在其助

力下，当年日本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共产

出 23.1 亿元票房，占进口片总票房的

25.9%，同比增长322%。

2024年，有20部日本影片在中国市场

上映，共收获票房21.9亿元，占比23.8%，基

本巩固了 2023年的增长态势。在宫崎骏、

新海诚等创作者的持续产出，《名侦探柯

南》《哆啦A梦》等经典 IP的情怀加持，以及

《间谍过家家》等“爆款”异军突起的综合作

用下，日本动画电影在引进数量和票房产

出上都表现出良好势头，影片关注度和片

中所展现的“二次元”文化也越来越“出

圈”。

2024年4月，宫崎骏新片《你想活出怎

样的人生》在拿下奥斯卡最佳动画奖后，立

即登陆中国内地院线，最终该片在中国市

场共收获 7.91亿元票房，远超日本国内和

北美市场，这是日本动画新片为数不多出

现海外单一市场票房超过日本本土市场的

情况，在日本业界引发了轰动。

相较于好莱坞电影，日本动画电影在开

发知识产权方面展现出更为丰富的变化性

和多样性。例如，新海诚、宫崎骏等在中国

市场具有显著票房吸引力的个人品牌，通常

是建立在彼此独立且具有较高原创性的剧

本之上。这种以创作者个人为中心，而非固

守既定作品世界观的知识产权模式，使得日

本动画电影在消费经典作品的“情怀”之余，

也能够拥有更加开放的内容形态，从而吸引

更广泛的非核心粉丝及普通观众群体。

在宣传上，“二次元”文化是日本动画

电影的先天优势，不少日漫 IP营销都采取

通过“二次元”文化圈层向外扩展的策略，

注重发挥粉丝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与“泛

二次元”粉丝文化紧密结合的同时努力营

造参与感和互动感。

2024年五一档，《间谍过家家 代号：

白》在北京蓝色港湾商圈举办了“首映‘家’

年华”活动，现场还原了电影场景、邀请知

名Coser到场，还结合了快闪店、拍照打卡、

周边集市等多种活动形式。这样的宣传活

动不仅扩大了单一作品 IP的影响力，其高

度开放的线下空间也使日常生活与ACG文

化深度融合，让更多的路人观众能够感受

和参与到文化社群活动中。

经过图书、漫画、电视、电影、网络等多

种渠道的持续培育，日本动漫在中国市场

已经跑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赛道”：既不和

国产电影抢观众，也不与好莱坞大片拼特

效，而是依靠中国基数庞大且日益成长的

“二次元”受众，让日本动画电影在中国创

下了超过本土的票房成绩。

这也促使日本片方和国内各家片商开

始携手扩大日本动画电影引进规模。目

前，将于 2025年面世的《哆啦A梦：大雄的

绘世界物语》《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

《蜡笔小新 超华丽！灼热的春日部舞者》

《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等头部日本动画电

影，都收到国内片商的接洽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 12月 25日，在

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上，中日两国达

成了 10项共识，其中就包括支持影视、音

乐、出版、动漫、游戏等文娱产业继续合

作。可以预见，在政策和市场的双向助力

下，未来中国观众能在大银幕上看到更多

日本动画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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