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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电影发展的格局之变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

历史的农业大国，有着五千年的

农耕文明，从尧舜禹开始到新中

国建立，我国一直是以农业农耕

发展为主的国家。从国土面积上

看，我国乡村面积约 886 万平方

公里，约占国土面积 960 万平方

公里的 92%，当今的中国乡村仍

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较长时间以来，中国乡村题

材的电影往往因商业性不足、融

资困难、同质化严重等问题难以

走入普通观众的视野，乡村题材

电影的投资回报渠道少，难以形

成完整的商业闭环，乡村题材电

影的创作与发展陷入困境。但中

国的乡村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

受到了全世界关注，1937 年由美

国拍摄的电影《大地》改编自赛

珍珠的同名小说，这部影片影响

力非常广泛，并且获得第十届奥

斯卡金像奖提名，主演路易丝·
莱娜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同时该片也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

奖。

中国的最早一部乡村题材电

影是 1950 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

在山东莱阳西陶漳村取景拍摄的

《农家乐》。影片讲述退伍军人

张国宝带头用科学的方法整治害

虫，最后使全村从落后的生产方

式中解放出来的故事，展现了当

时特定历史时期莱阳的秀美风光

和当地热火朝天的农业生产景

象，通过视听语言的形式传播到

祖国的大江南北。这部电影的上

映，也正式开启了中国乡村题材

电影创作的序幕。

至今乡村题材电影已经走过

了 73 个年头，中国乡村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

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从脱贫攻

坚到乡村振兴，乡村题材电影也

应 与 时 俱 进 ，积 极 响 应 国 家 政

策，将如今快速发展中的新农村

展现给观众，同时也应承担起社

会责任，在反映乡村的生活同时

探索文化产业带动乡村发展的新

路径，实现乡村振兴和电影产业

的交汇互融。

乡村振兴为乡村题材电影

创作提供新思路

在以往的乡村题材电影中，创

作主题往往局限于脱贫致富、领导

楷模、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方面，

为服务于叙事与奠定影片基调，电

影中呈现的乡村通常是萧瑟、环境

差、生活单调的景象，为影片蒙上

一层苍凉的底色。选题范围狭窄、

探讨的问题广度缺失、叙事节奏慢

等问题令乡村电影题材同质化严

重，使得观众产生审美疲劳，此类

影片越来越难以受到市场的青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给乡村

发展带来质的飞跃，改变了乡村的

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其中也不乏

存在着产业转型带来的阵痛、新旧

思想的对抗与产业发展和生态环

境保护的关系等现实问题。这为

新时期下的乡村题材电影创作提

供了新素材与新思路，并赋予了新

的时代使命。乡村题材电影不仅

要关注乡村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更

重要的是要做到贴近基层并深度

挖掘独特人物性格，展现出乡村人

们群体真实的情感需求与乡村独

特的情感价值。与现实贴近，就是

与真理接近，凡能取得共鸣的乡村

电影，都是真正来自泥土芬芳。优

秀的电影作品要走进生活，像一根

针一样扎在了时代的痛点上，才能

够触摸到观众的内心。

在未来创作过程中应聚焦乡

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与进步，拓展叙事的深度与广度，

加强人文关怀，从多重维度剖析时

代变革，深入探讨乡村发展的机遇

与问题，塑造出鲜活多面的乡村人

物形象，表现乡村群众乐观、坚韧、

勤劳等优秀精神品格，传承并弘扬

独具一格的乡土文化，令影片更具

时代气息与烙印，向全国乃至全世

界观众展现中国乡村的新风貌与

独特魅力。

用电影带动乡村文旅产业

现代生活方式中，青山绿水

的乡村是生活在熙熙攘攘、鳞次

栉比城市的人们的避难所，缕缕

花香的大自然是挣扎在摩肩接

踵、喧嚣世界的人们的伊甸园。

不知何时回归乡村悄悄地成为了

人们定期度假的生活方式。乡村

依然保留着最正宗的文化和生活

传统，也被可视为现代人类的精

神家园。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紧锣密鼓

地在全国开展，电影及电视剧拍

摄取景地也随着乡村环境的变化

而走入小镇和村寨。如 2023 年春

节档热播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

让取景地云南大理市下关镇凤阳

邑村的地域风格、独特风景、地方

美食、村落建筑、服装造型、传统文

化以 及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瞬间

走入观众视野，影片展现了都市青

年在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重新发

掘生命意义与价值的过程，勾勒了

一幅当下年轻人扎根基层、建设乡

村的动人画卷。作品在细腻描摹

田园风光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的

主题表达开创了新的创作方法

论。该部作品直接刺激了当地文

旅产业，给当地带来新变化、新活

力、新气象。据云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发 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23 年

春节云南文旅市场创历史新高，全

省旅游人次共计 4514.61 万次，旅

游总收入达 384.35 亿元，同比增长

249.4%，排名全国第一。《去有风的

地方》成为了立足当下时代主题，

打造影视产业与文旅产业融合成

功的新标杆。在降本增效的大环

境下，这部作品产生了“一部剧带

动一座城”的现象级效应，成为了

文艺作品助力乡村振兴的成功

探索。

电影和文化旅游的融合能够

让乡村中的人文形象得到更为全

面和立体的展现，真正实现了乡

村文化体验与游客情感融合的共

鸣。我们要通过不断优化的影视

产业格局和拓展电影类型，挖掘

电影故事新方向，让乡村产业振

兴未来拥有更多发展方向。

一部优秀的乡村题材电影，

对当地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起到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借助电影传

播媒介速度及其大众接受度，可

以把处于僻静的乡村展现在全球

观众面前，让优雅别致的氛围、多

姿多彩的景色、无拘无束的生活

状态与“都市森林”接壤并融合，

让人们走进大自然赋予的村落，

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去体验，

感受青山绿水，感受风土人情，感

受乡村赋予人类的活力与动力，

乡村生活先天赋予人类弥足珍贵

的自由与独一无二的魅力。

借助电影的传播渠道

为农产品寻找新出路

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方

向与成果通过电影能够更加具象

化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展现新时代

生产力驱动农业产业朝着科技化、

信息化、数字化、人工智能化方向

发展。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

能够让乡村的优质的、创新的农副

产品走进大众视野，让更多的电影

观众，关注天然的、健康的、有机的

农副产品。通过电影传播的有效

途径刺激乡村土特产销售，让村民

对于农产品销售更具有信心和动

力，对未来的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

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电影《一点就到家》为例，拍

摄取景地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

县普洱景迈山古茶林，由于地理位

置的偏远导致产品销售滞后，通

过电影的取景拍摄及全国大规模院

线放映，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并关注

到普洱咖啡的魅力，对普洱咖啡产

生购买兴趣。电影《一点就到家》取

得了十分优异的票房表现，同时在

各大电商平台上“普洱咖啡”的词条

搜索量激增，拉动了当地普洱咖啡

的销售，销量成倍增长，“云南咖啡”

的品牌形象价值也随之迅速提升。

影视作品不但要展现时代精神价值

的魅力的同时还要激发产业融合发

展的活力，在兼具社会效应与经济

效应的基础之上，更好讲述中国故

事、描绘中国精神、展现中国力量，

成为思想性和艺术性相得益彰的

影视作品。

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和科技

的快速发展，都市生活节奏越来越

快。城市意味着先进，意味着文

明。如今，乡村越来越成为“香饽

饽”，城里人对乡村心生向往，对乡

村惬意自在的 生活艳羡不已，回

归田园生活的“慢综艺”受到热

捧。乡村题材电影通过视觉和听

觉的艺术创作，让大众在大银幕上

触摸到秀美乡村所带来的原生态，

让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期盼

远离城市喧嚣的生活，回归乡村。

在乡村中不但能够享受现代生活

的舒适，又能够体验到乡民宁静、

质朴的郊野生活，还能与自然最大

限度地融合，身心都得到休闲、放

松、颐养。每一位电影观众回归乡

村，都是一个消费个体，通过乡村

的本、真、美刺激当地农业产品销

售，让没有人工合成喂养的走地

鸡，让原始湖泊里的野生鱼，让田

园中葱葱郁郁的蔬菜，让漫山遍野

的果树满足消费者的心理和味觉

的需求，促进乡村助农产业发展。

在电影中对特色的优质农产

品进行软植入，将产品与创作有机

融合，不仅不会引发观众的反感，

还会激发观众对产品的购买欲

望，从而实现电影为农产品拓宽

销售渠道的目的，同时也为这部电

影本身打造了传播亮点，在电影营

销和商务推广两方面实现共赢。

对于中国乡村振兴而言，吸引

电影产业的融入不但能够带动农

业产业发展，还能促进农村资源的

开发，提高农村精神文明水平与提

升农民的精神面貌，推动农村产业

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实现农民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丰收。电影

产业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

传播手段，不但传播中国价值，展

现大好山河，讲述中国故事，还能

在提升中国形象层面有着极其重

要意义。要让“输血”最终变成“造

血”，谋求长远，规划可持续发展，

才是乡村振兴的意义所在。

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电影，作

为响应国家政策的重点电影题材

之一，应该摒弃传统影像中的老、

旧、差的乡村形象，真实展现乡村

的真、善、美。在电影产业中除了

展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成果，实

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

也是衡量乡村电影创作的一个重

要条件。

因而，如何在满足观众娱乐、

审美和情感需求的基础上，产业

振兴与文化振兴并肩前行，通过

电影这个具有独特魅力的有效载

体，如何给乡村振兴战略中注入

源源不断的动力，也是未来电影

创作者需要不断思考的一个课题。

2014年，“网络电影”正式推出，早期

被称为“网络大电影”，简称“网大”。相

比院线电影，网络电影具有制作和发行

周期短、受众自主选择空间大，观影成本

低，受众间的互动性强等优势。但不同

于院线电影有着成熟的管理机制和商业

模式，网络电影在诞生初期，审查相对较

宽松，部分片方为了商业利益，在创作上

以题材博取眼球，加入大量暴力、色情、

惊悚等低俗内容。由于进入门槛较低，

网络电影主创人员素质普遍不高，很多

没有经过专业的影视教育。过分追求

“以小博大”的商业利益，也让创作者们

心浮气躁，缺乏对作品的艺术追求。

随着网络电影管理机制不断完善，

市场发展逐渐成熟，网络电影的内容制

作、商业模式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

经进入第十个发展年头的网络电影，经

历了粗放型的“野蛮生长”，“流量时代”

的爆发增长，正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

阶段。

减量提质、降本增效，

产业格局在探索中重塑

近年，从整个中国电影产业来看，市

场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连续三年的疫情

影响，让市场呈现不稳定、票房疲软、片

量减少、资本退潮等连锁反应。网络电

影虽具有线上发行的优势，但受新片供

给不足等因素影响，也遭遇了诸多困境。

2020 年疫情以来，全球流媒体消费

持续增长。2021年，全球互联网用户观

看在线视频流量比 2019 年增长 52%，流

媒体平台订阅用户数增加32%。疫情加

速了传统院线电影向线上的转移，我国

网络电影也在特殊时期迎来新机遇。

2020年，《囧妈》和《肥龙过江》相继转网

播，网络电影分账票房破千万影片有78

部 ，规 模 达 13.51 亿 ，较 2019 年 暴 增

156%，其中《奇门遁甲》《鬼吹灯之湘西密

藏》《倩女幽魂：人间情》三部影片突破五

千万，疫情下的“宅经济”红利，促使网络

电影加速发展。

但是，2022 年全球流媒体公司在证

券市场出现系统性下跌，Netflix 也首次

出现订户流失。2023年2月，Netflix对中

东、非洲等100多个国家推出不含广告的

折扣套餐，进行大规模促销和降价。

2023 年第一季度，Netflix 全球新增付费

订阅用户达175万人，不及200万增长的

预期。今年开年以来，相比院线电影的

强势复苏，我国网络电影市场也稍显冷

清。公开数据统计，2023年第一季度共

有12部网络电影票房超千万，其中包括

3部以PVOD模式上线的网络电影，和去

年同期的13部基本持平，但影片备案数

量在急剧减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数据

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颁发发行许可的

网络电影57部，相比2022年第一季度的

115部明显减少。《2022年网络电影市场

调研报告》显示，全年网络电影上新388

部，同比减少30%；网络电影正片有效播

放97亿，同比缩减13%；总分账破千万影

片53部，同比减少15部。

网络电影上线数量减少的同时，更

多影片采取拼播模式。平台和观众对网

络电影的内容品质要求提高，片方对影

片的制作质量也更加重视，新项目开发

趋于谨慎，内容打磨和制作周期增长。

数量减少的同时，质量效能开始显现，数

据显示，2022年上线网络电影的部均有

效播放量为1582万，同比增长16%；2022

有效播放量破千万的影片在新片中占比

达46%，同比提升近18%。2022年，爱奇

艺、优酷、腾讯视频上新网络电影公开分

账票房总规模为 19.8 亿，在片量锐减的

情况下，市场规模稳中有升。这代表网

络电影的整体质量稳步提升，对观众的

吸引力也在增强。

与国外流媒体平台相比，我国网络

电影在用户订阅数量、国际化程度、原创

内 容 质 量 等 方 面 还 存 在 较 大 差 距 。

Netflix 虽也遭遇困境，但它依然是 2022

年最多产的原创内容制作公司，并有超

过50%是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在投资

热潮逐渐退去，市场趋于冷静成熟的当

下，经历十年发展的网络电影，需要在减

量提质、降本增效中调整和探索，重塑产

业发展格局，应该说也获得了很好的“蛰

伏蜕变”的发展机遇。下一步还需思考

如何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促进高水

平开放，加强网络电影的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

题材多元、风格多样，

内容质量精品化发展

面对仍未完全回暖的市场环境，以

及短视频对注意力经济和流量资源的抢

占，持续产出优质作品才是网络电影的

立足之道。积极探索不同题材、类型和

风格，深耕垂直细分赛道，多元化、精品

化发展已成为行业共识。近年来，网络

电影在创作表达上不断推陈出新，很多

影片在故事内容、服化道具、动作设计、

视觉特效上表现亮眼，频频“出圈”引发

热议。多元化的题材和类型创新，给予

观众惊喜，给予市场信心，也在逐渐改变

人们对网络电影品质不佳的刻板印象。

借助建党百年、迎接党的二十大等

重大历史节点、重大主题，主旋律作品成

为网络电影创作的新风向。比如，入选

这次2022年“青春中国梦”网络视听精品

创作项目的作品，《特级英雄黄继光》《浴

血无名川之奔袭》聚焦抗美援朝战争，展

现革命英雄人物身上的优良品质；《排爆

手》表现武警战士用生命守护生命的牺

牲精神；《以青春之名》用5个故事塑造不

同年代，不同领域奋斗的青年群像；《抬

头见喜》用幽默的创作手法，表现中国人

的家庭亲情和伦理道德，以小人物的故

事引发观众共鸣。这些影片用主旋律创

作打造网络电影的“新主流”作品，在提

升创作质量的同时，体现主流价值，弘扬

时代精神。

随着制作质量的提升，网络电影在

题材、风格和类型上出现细分和杂糅，青

春、爱情、悬疑、科幻、动作、军事等多种

类型呈百花齐放的态势。2022年网络电

影作品中，喜剧片《东北告别天团》极富

东北特色的幽默，笑中带泪，充满温暖和

真情；武侠片《目中无人》再现传统经典

武侠的风骨，成为口碑与票房俱佳的代

表作；悬疑片《山村狐妻》剧情层层反转，

情节跌宕起伏，展现出独特的东方民俗

气质；主旋律《特级英雄黄继光》中英雄

人物不惧牺牲的壮举，引发观众强烈共

鸣，创造了豆瓣8.1的年度最高分。凭借

精益求精的制作，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

力，轻松幽默、严肃沉重、青春飞扬、激烈

刺激等不同的创作风格，网络电影更加

贴近观众、贴近青年人的审美，成就了作

品的高口碑和高播放量。

规范专业、效果升级，

制作方式更加灵活

2022 年 6 月 1 日起，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对网络剧片正式发放行政许可，

《金山上的树叶》成为第一部获得“网

标”的网络电影。12 月，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国产网络剧片发

行许可服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明

确了对网络剧片实施发行许可管理制

度，标志着网络剧片管理从备案登记的

时代进入到发放行政许可证的时代。

受政策环境影响，网络电影的制作、发

行 、播 放 进 一 步 规 范 化 、专 业 化 、标

准化。

伴随更加规范专业的制作，网络电

影的成本呈增长趋势，2022年制片成本

1000万以上的影片数量有所减少，占比

为 24%，同比下降 6 个百分点。制片成

本 600 万 到 1000 万 的 影 片 数 量 占 比

50%，同比提升 18 个百分点。制片成本

在300万元以下的影片占比仅为4%，同

比下降 10 个百分点。2022 年全年七成

以上网络电影制片成本达到600万元以

上。虽然头部影片在减少，但中坚力量

更加稳固，网络电影综合制作能力稳步

提升，有助于网络电影整体制作水准和

内容品质的提高。

成本增长让制作方式更加灵活，手

持摄影、长镜头、无人机、特效，VR等更

多先进技术手段应用于网络电影制作

中，网络电影的视觉效果大大升级。路

阳监制、改编自金庸经典武侠的《雪山

飞狐之塞北宝藏》在观众间收获不俗口

碑，该片共 2200 多个镜头，其中特效镜

头占比达到 70%，打造出“迷雾森林”

“狼谷”“悬崖冰湖”等多个视觉奇观。

主创班底规格也大幅提升，爱奇艺“云

影院”携手韩三平、刘震云、邱礼涛、徐

昂、叶如芬、宁浩、饶晓志、路阳等一大

批实力派影人，将主投主控一批头部作

品。由知名影视公司坏猴子出品的科

幻电影《明日之后》、天山电影制片厂出

品的影片《生命接力》、唐人影视出品的

《烈探》等作品都具有一定的品质保证。

渠道拓展、创新服务，

互动性与参与性增强

网络电影发行模式也得到拓展，平

台推出拼播模式、PVOD 模式（高级点

播服务模式）等多种播映方式。爱奇艺

推出的“云影院”、腾讯视频的“云首发”

都在探索院网融合的创新服务模式。

以 爱 奇 艺“ 云 影 院 ”为 例 ，其 内 容 由

“PVOD 模式发行的院线电影”“定为 S

级的网络电影”“爱奇艺出品电影”三类

构成，无论是国外大片，还是国内院线

电影、高品质的网络电影，都可以平等

地在“云影院”播出。

今年 1 月 13 日，曾在爱奇艺云影院

上映、豆瓣评分7.1的武侠动作电影《目

中无人》，其续作《目中无人2》将于2023

年在院线上映，这是网络电影首度反向

开发院线续集的全新尝试。今年 3 月，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联动北京广播电视

台，于北京卫视晚间黄金时段开展“永

不磨灭的信仰”主题网络电影展播，《勇

士连》《狙击英雄》《浴血无名川》《特级

英雄黄继光》《排爆手》《幸存者1937》六

部网络电影作品陆续播出，这是网络电

影首次登陆卫视黄金档，不仅拓宽了网

络电影的发行渠道，还意味着网络电影

获得官方主流媒体的认可，对于网络电

影进入主流视线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电影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

神，其拍摄不受传统电影制作的束缚，

更加注重创意和个性，也更加注重观众

的互动和参与。在互联网、5G、VR、

AR、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驱动下，催生了

更多创新形态的网络电影作品，除了弹

幕之外，VR网络电影、互动网络电影等

新的创作形态，增强了网络电影的互动

性和参与性。2019年5月31日，仅在手

机端可观看的首部网络互动电影《画

师》在腾讯视频上线，影片为观众营造

了五个不同版本的结局。该片取得了

327 万的点击量，不少网友表示刷了多

遍，关于不同结局的讨论也成为热议话

题。还有与游戏融合的《硬汉神枪》《隐

形守护者》等利用互动性，带给观众沉

浸式的参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