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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电影市场大盘恢复

到与 2015 年同期的规模。但对

每一个微观的经营细胞，影院的

“回血”仍充满挑战。

这个挑战，是观影市场在发

生变化。演唱会、旅游等文艺娱

乐方式的复苏，分流了观影人

群，全国观影人次与 2019 年相比

减少 4.3 亿。同时，迅速增加的

影院数量使竞争更为激烈。在

广东，2015 到 2023 年的 8 年时间

中，全省营业的影院数量由 709
家增加至 1326 家。平均到每一

家影院，票房上的营收较 2015 年

减少一半。

单影院利润下降，这一挑战

也给头部影院带来压力。广东

头部影院的年度单银幕产出，在

2015 年可达 900 万，但 2023 年头

部影院的单银幕收益在 400 万上

下浮动。2015 年，广东票房最高

的影院，收入在 8000 万以上，这

一 数 据 在 2023 年 为 4957.9 万

——这家广东排名第一的影院，

同时也是全国票房最高的影院。

这意味着，影院的经营不再

是轻松的生意，“进场就有得赚”

的风口期已过。影院不再处于

粗放的增长阶段，在和商场的谈

判中不再占据明显的优势，甚至

不再成为商业综合体“标配”。

于 是 我 们 看 到 ，影 院 更 主

动，采取了更多经营策略，对变

化的市场做出了回应。

日前，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主办、

中国电影基金会钟惦棐电影评论发展

基金承办的“2023 中国电影回顾研讨

会暨 2023十大优秀国产影片简评发布

会”在京举行。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中

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

鸿，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

旭光，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中

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赵卫防，中国电

影评论学会名誉会长章柏青，中国电影

评论学会副会长、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

大丰，《当代电影》杂志社长兼主编皇甫

宜川，《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

人民网文体采访部主任黄维，中国电影

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究部主任左

衡，《电影艺术》杂志主编谭政，中国电

影评论学会秘书长胡建礼，《文艺报》艺

术评论部主任任晶晶等专家学者参加

研讨。研讨会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

务副会长张卫主持。

会上，中国电影评论学会评选的

“2023 年十部优秀国产电影”发布，按

票数多少依次为：《长安三万里》《流浪

地球 2》《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宇宙

探索编辑部》《满江红》《八角笼中》《河

边的错误》《无名》《我本是高山》《涉过

愤怒的海》。据悉，“2023 年度十大国

产影片简评活动”于 2023年 12月 12日

启动，共有 42部候选影片，邀请中国电

影评论学会理事投票，至 2023 年 12 月

25 日投票截止，收到 70 张有效选票。

经组委会统计，选出上述十部优秀国

产影片。《三大队》《年会不能停！》等少

数几部优秀影片因去年底上映未能赶

上评选。

研讨中，各位专家回顾了 2023 年

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并对年内中国

电影取得的相关成绩或特点进行总

结，分析了其内在的创作与市场规律。

饶曙光介绍了 2023年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的主要工作。面对 2023年中国

电影的蓬勃发展，饶曙光认为，数量庞

大、题材多样、类型多元的中国电影满

足了电影观众的观影需求，为中国电

影的恢复性增长不断的增加动力和活

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电影实现恢

复以及增长后中国电影如何实现更高

质量的繁荣发展，电影评论应该发挥

积极作用。

尹鸿把 2023年中国电影整体发展

总结为强劲复苏、结构优化、关注现

实、创新领衔等四个特征。他认为应

预防乍暖还寒，保持谨慎乐观。中国

电影并未完全恢复市场最好时期，依

赖中等规模电影推动增长的风险较

大，社会舆论与文化环境对电影的不

确定性影响也在增加，而 14-20岁的观

影主力群体在萎缩，这些都对 2024 年

中国电影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章柏青认为中国电影对中国传统

文化源泉的开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批中小成本电影、现实题材电影取

得了艺术与市场上的双成功，突破了

以往大片垄断的格局；电影创作的年

轻化，体现出年轻导演新的拍摄方式、

创作观念和艺术思维，也对今后类似

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皇甫宜川表示，2023 年中国电影

表现了对历史和当代的尊重以及对普

通民众生活与情感的尊重，创作者用

电影与观众进行对话和交流，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他还关注到青年观众群

体的下降问题，在他看来，应当重视并

促成观影人次的增长，而当前中国电

影的观影人次获得四年以来最好成

绩，便是好的开始。

陈旭光认为，《消失的她》《孤掷一

注》等现实向影片为观众提供了心理

需求，也大大丰富了现实题材创作。

《流浪地球 2》等挖掘想象力消费的超

越向电影不再拘泥于对现实或历史的

单纯模仿，而是更追求想象力的发挥。

赵卫防在发言中提到，2023 国产

电影创作上现实题材回归本体，出现

了大批现实题材电影并取得了较好成

绩。

张卫提出了 2023年中国电影的四

个趋势。第一是以现代化的视角和创

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第二是以类型化

的叙事框架展示现实主义的锐利锋芒；

第三是以电影工业的精品制作打造鸿

篇巨制，体现出中国电影工业的升级；

第四是以探索电影语言的尝试呈现作

者性书写，不断探索电影语言进一步创

新的可能性，表现出充满个性的作者性

书写态度。

钟大丰聚焦国产电影的类型与观

众。他认为，自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至

今已积累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具有通过

满足人们的现实关切与情感需求来实

现其在市场上成功的能力。

刘琼认为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不

止是数量提升，还应是生产结构、票房

结构、观众结构的优化合理。而在这一

过程中，电影专业评论在面对纷繁复杂

的舆情时，能够起到引导和纾解的作

用。

左衡认为，2023年政府部门在电影

管理模式上的创新有力推动了电影发

展，提振电影人信心，使中国电影迅速

从疫情时期的低迷状态中恢复，同时电

影观念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现实社会、观

众审美甚至文化生产、旅游发展等层

面。

谭政在发言中提出三个努力方向：

一是继续优化内容构成，二是培养能够

消费电影的观众，三是持续拓展海外市

场。

胡建礼认为，2023年是疫情以来迅

速恢复的一年，政策性的支持促使了电

影复苏，在创作上实现多题材、多类型

的创作格局，尤其是现实题材影片和融

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片的火爆，形成

了2023年的两大创作特点。

黄维认为，多部影片在获得票房和

口碑双丰收的背后离不开国产电影市

场的沉淀与拓展，而优质影像的“破圈”

传播更使受众覆盖面越来越广。

任晶晶表示，2023年中国电影虽然

题材、样式各有不同，但都能与时代同

频共振，极具中国色彩，反映出了国产

电影丰富的价值特性，展现了中国电影

的独特魅力。

从广东看2023全国电影市场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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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影院很“卷”。有的影院在装备升级上一路狂飙，有的影院能让你吃火锅、睡午觉。全国

1.27万家电影院，“卷”出了电影市场的复苏，“卷”出了549.15亿元总票房。

在广东，电影院“卷”出了全国票房榜首，广东电影市场也保持了第22年的全国第一。这些“第一”

的背后，是每年电影专项资金对市场的培育、对产业的扶持，是全省1300多家影院在市场诸多挑战下，

往更年轻、更社交化方向转型的努力。

作为全国体量最大且内部城市差异明显的电影市场，广东在2023年的“回血”情况，是观察全国电影

市场趋势的一个窗口。广东影院在求新求变中卷出的全国票房榜首，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行业提供了借

鉴。

广东电影市场的“第一”很稳。全年票房67.14亿元，观影总人次1.58亿，两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

广东的“第一”也有变化。深圳市CINESKY新天影院（壹方天地IMAX店）、深圳市百老汇电影中心

影城，分别以4957.9万元、4372.1万元的年度总票房，夺下全国冠、亚军之位，首次超过了北京地区头

部影院。而在广东范围内，深圳头部影院表现也首次超过广州。

从供给端情况看，2024年待上

映影片吸睛度、期待值都足够高。1
月的电影市场将迎来不思凡执导的

动画电影《大雨》，集结郭富城、林家

栋等港片“影帝”的《临时劫案》。刘

德华主演的《红毯先生》、合家欢动

画 IP《熊出没·逆转时空》定档春节

档，《还是觉得你最好 2》定档元宵

节，《沙丘 2》《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

了的事》也将在上半年陆续上映。

这些电影内容是影院进一步

“回血”的底气，是全国电影市场更

红火的支撑。影院如何和片方一起

挖掘出吸引观众的亮点，将是电影

市场在新一年要面对的考卷。

从数据上看，60 亿+的票房、

1.5亿+的观影人次，2023年广东这

一全国最大的电影市场，“回血进

度条”已拉至和 2015 年相当的程

度。这和全国电影市场的恢复程

度，存在一定的“时间差”：2023 年

全国票房 549.15 亿元，接近的是

2017 年的大盘规模。而 2015 年全

国票房 441 亿，该年度广东的票房

在全国占比高达 1/7。曾经的广

东，电影市场发展领先全国平均水

平。但当市场发展进入相对成熟

阶段，增长速度放缓是必然的，也

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增速放缓，恰

恰是全国电影市场在下一步发展

中要经历的。

现阶段广东电影市场谋求的转

型，也为全国电影市场的发展探寻

了方向：往内部区域发展更平衡的

模式转型，往更科技化转型。2023
年 7 月，华南首块中国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HeyLED电影屏在广州金

声金逸电影院点亮，是对这一转型

趋势的进一步确认。

对影院和院线而言，除了对年

轻用户、线上社交内容的开发，2023
年底开始的“分线发行”，在2024年

将尝试到哪一步，也将是重要的挑

战。可以更快适应新玩法的影院，

“回血进度条”总会拉得更满一些。

我们期待影院更深层的求变、

更深厚的“回血”，期待广东电影市

场在下一个“第一”中走得更稳健、

更成熟，期待中国电影市场走出自

己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稿件来源：南方网）

在市场竞争激烈的 2023 年，

广东老牌的头部影院都保持了相

对稳定的实力，广州正佳飞扬影

城等常年在全国票房榜“霸榜”的

影院，全年收入依然跻身全国前

10 名。

更为难得的是，广东孕育了

新的头部影院品牌。

这些积极转型的头部影院，在

过去一年中自发地“卷”，争取更多

年轻的主流观众。20—35 岁的年

轻群体是电影的主流观众，这一群

体的迭代改变着电影市场：获得更

年轻用户的《一闪一闪亮星星》成

为 2023 年年底的“黑马”，而属于

上一代主流观众的《非诚勿扰 3》，

市场表现远不如预期。

深圳头部影院实力上升，很

大程度上也来自于其更“年轻”：

位于更年轻的商圈或商业综合

体，周围更年轻的业态聚拢了年

轻的消费者。

2023 年全国和广东票房第一

的影院，是深圳 CINESKY 新天影

院（壹 方 天 地 IMAX 店）。 这 家

2018 年开业的影院，位于深圳超

大型的商业集群内。在不同社交

平台上，可以看到该影院的多个

“打卡帖”，影院开阔的空间感、工

业风的装修特点、立体环绕音响

等设施条件，在年轻的网络用户

中被多次提及。

深圳市百老汇电影中心影城

吸引年轻观众的策略，则是百老汇

品牌最拿手的影展。除了阿根廷

影展、荷兰影展、金红棉影展等已

经形成口碑的活动，2023年影院承

接的“深圳艺术电影放映计划”，也

进一步巩固了影院垂直的文艺青

年受众。百老汇推出的海报、盖章

等周边，也深受影迷欢迎。

广东观影人次最高的广州市

脉铂影城嘉禾店，也呈现出明显

的“年轻”态势。“脉铂”是新的影

院品牌，2021 年 2 月在广州开出第

一家店，并在 2021 年年底成为广

东观影人次第一的影院。影院针

对年轻群体的策略是：周边年轻

人居多，把更多场次安排给青春

电影；同时每个月举办一场主题

活动，满足年轻人的社交需求。

2023 年最后一个周末，脉铂影城

主动在影院里布置《一闪一闪亮

星星》相关打卡点，“闪星路 11 号”

吸引大批观众拍照，形成进一步

传播。

这些案例验证的是：影院的

社交性越发重要，且“社交”需要

涵盖线下线上两种场景。得年轻

观众者得市场，而年轻受众对社

交场景的需求，不单单停留在“约

人到影院见面”，更是影院和影片

可以成为社交的话题，成为在线

上社交平台的内容。

◎ 2024向何处“卷”：往更稳健、更科技化方向转型

◎如何去“卷”：得年轻观众者得天下

◎为何而“卷”：顺应市场，主动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