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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落实 美剧提前进入严查时代

悬在境外剧剧迷们头上那把“限

外令”的利剑，近日终于下达。在最

新出台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

于进一步落实网上境外影视剧管理

有关规定的通知》中，引进剧在视频

网站的限令再次收紧，有“数量限制、

内容要求、先审后播、统一登记”四项

主要原则。种种规定之下，境外剧在

国 内 网 站 的“ 同 步 更 新 ”已 不 再 现

实。但最受冲击的国内视频网站却

对此政策持理性态度，优酷、搜狐等网站表示，境外剧的播出量一定会减

少，国产剧和自制剧则会拥有更大空间，境外剧被炒得虚高的价格也有望

回归正常。 （来源：腾讯科技）

评：新政一出，立即引发业内外各方热议。首先，“限外令”是对境

外剧数量的限制，业内认为此政策会使各视频网站的自制内容迎来很

大的创作空间。另外，境外剧新规的实行很可能将减少甚至消除境外

剧版权价格虚高这一不合理的现象。不过，也有人担忧“限外令时差”

会导致盗版反扑，并且一些网友对数个月的引进“时差”表示不开心，

有网友表示，“阻止观众看美剧最好的方法是把国产剧做好，而不是什

么限外令。”

影市单月40亿元 奈何大片寥寥

今年 2 月，对国内电影市场来说

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月：继凭 2

月 19 日大年初一的 3.56 亿元票房进

入单日票房 3亿元之后，整个 2月票房

创下 40.5亿元的新高，超越美国市场，

跃居全球第一。就单片而言，冠军位

置由王晶执导的赌片续作《澳门风云

2》夺得，该片凭借 6.5亿元的票房成绩

反超累计 5.95 亿元的成龙新片《天将

雄狮》。不过，纵观整个 2月电影市场，缺乏一家独大的绝对赢家。

（来源：《新闻晨报》）

评：就单片而言，没有出现一家独大的现象，月度榜单中有 10部影

片票房过亿元，即使是冠军影片《澳门风云 2》也仅贡献了 16%的票房。

实际上，《澳门风云 2》的最终票房大约也只能止步于 8 亿元至 9 亿元，

离 2013年大年初一上映的《西游·降魔篇》的 12.47亿元，以及 2014年大

年初一上映的《西游记之大闹天宫》的 10.45 亿元，尚有一定差距。并

且，今年春节档虽然大盘票房创新高，但是仅有少数几部中小成本投

资的电影盈利，其他大片可能都是亏损。

万达院线开启《狼图腾》“月不落”计划

2015 年春节期间，由于多部大片

齐上阵，《狼图腾》在国内院线排片不

足。为此，万达院线在全国百家影城

宣布启动“月不落”计划，号召全国

万达影城以实际排片力挺真正能够

打动人心的优质 作 品 ，无 条 件 保 证

影 片 能 够 在 各 大 影 城 坚 持 放 映 一

个月。自活动发布以来，截止至 2 月

27 日 ，《狼 图 腾》排 片 率 从 原有的 9.93%提升至 16.69%，成为春节档期的

票房黑马。 （来源：网易娱乐）

评：每年的春节档期都是影市短兵相接的阵地，百家荟萃的电影

盛宴让电影人和观众都兴奋不已。然而在各路大片争抢排片率，而优

质佳作被市场忽略的时候，院线方面是否也应该考虑一个问题：到底

是该迎合市场，还是应该用实际行动捍卫佳作？诚如万达院线所说：

“我们有责任带给观众质量更高、类型更多样的好电影，也有义务让那

些用心之作有机会见到更多的观众和广大的影迷。”

（素淡 整理点评）

电商低价电影票的真相
本报记者 于 帆

综艺电影为何还未成熟就已没落？
湘人李

羊年春节档，电影在线售票低价战

再度卷土重来，尤其是大众点评与美团

两家企业至少各投入 2 亿元，补贴电影

票促销，一度让票价降到 10 元以下，观

众只需花 9.9 元就能买一张电影票看一

部电影，这样 的 低 价 票 自 然 吸 引 了 更

多 观 众 走 进 影 院 。 不 仅 如 此 ，“ 三 八

节”档期也因为电商巨头的集体杀入

而意外火爆起来。手机淘宝、网易商

城等电商在全国主要城市、主流影院

推 出 3.8 元 ，甚 至 是 3.7 元 看 电 影 的 活

动，如此低价更是吸引人。虽然低票

价带动档期火热，影市繁荣。然而，近

期很多业内人士开始关注电商低价票

现象背后的隐患。

超低价破坏影票价格体系

今年春节档与以往不同，电商带来

了数量更多、优惠更大的低价票，像猫

眼推出了《天将雄师》19.9 元的低价票，

大众点评网更是以 9.9 元看《狼图腾》博

得关注度，仅在大年初一，微信、百度、

格瓦拉等电影 O2O 平台就陆续推出了

9.9 元至 19.9 元不等的特价票。统计数

据显示，大年初一全国电影票房为 3.3

亿元，而猫眼对外宣布其该日在线售票

超过 1 亿元，这就意味着当日超过 30%

的票房来自猫眼。同时，记者了解到，

仅《天将雄师》上映头三天，猫眼投入

的票房补贴就高达 6000 万元。

按说，超低价电影票应该让观众和

影院齐欢喜才对，然而近日，微博上一

则关于“电商参与售出 的 超 低 票 价 是

为电影行业自掘坟墓”的长微博被业

界人士频繁转发，文中观点认为超低

票价违背市场规律，破坏电影票价格

体系。长此以往，不但令影院之间因

零售差价引发价格战，还会令观众对

电 影 票 的心理价位降低，一旦电商补

贴停止，到时候观众流失，受损害的是

整个电影产业。

此观点一出，立即得到了很多电影

界相关人士的赞同。实际上，对于超低

价电影票的担忧一直存在，之前就有影

评人从国产电影质量的角度质疑了超

低价电影票的危害，认为电商低票价拉

低观影门槛促使观影人次粗放增长，成

为国产片越懒越赚钱的帮凶。

记者采访到格瓦拉生活网高级副

总 裁 孙 磊 ，他 对 上 述 观 点 表 示 赞 同 。

“如果将电影视作是产品，当然允许促

销，但无限制的促销就变成倾销。长期

如此，观众也许会认为电影就值这个

价，一旦没有电商补贴观众就会觉得不

值得进影院。”在孙磊看来，现在电商

推出的 1 元钱乃至 1 分钱看电影的“白

菜价”只是在清洗存量市场，不过是一

些电商用资本刷取“存在感”的手段。

表面上看，似乎越来越多的人通过

手机购票来看电影了，但实际上，电商

推出的超低票价不过是将原来线下买

电影票的那群人转移到了线上。并且，

在不同电商平台上购票的人群也存在

明显的重叠度，也就是说，电商低价战

其实并未给电影市场本身带来增量，而

是在同一批用户上展开拉锯战。

电商大幅度贴钱难以长久

要 知 道 ，电 影 票 能 够 出 现 超 低 价

位，是由于片方和电商对票价的补贴。

据业内人士透露，补贴有的来自网络公

司，为了在短期内招揽大量用户。还有

的来自片方，为了在众多上映电影中抢

夺更多的放映空间，有的制片方会拿出

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的资金，投给

网络公司，对观众进行票价补贴。

然而这种补贴实际上却暗藏着对

电影生态的颠覆甚至是破坏。有影院

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电商推出的超低票

价冲击到了影院的会员体系，并且使影

院自身盈利空间受到挤压。同时，电商

对大影院、火爆商业电影加大补贴力

度，而那些偏远的小影院以及中小成本

影片的生存空间也会受到挤压。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期（初一至

初六），票房总成绩为 17.3 亿元，从已经

公布数据的几家大型在线售票平台的

成绩来看，网票销售基本实现了票房总

成绩的 40%左右。然而，这一成绩，与

2014 年“十一”黄金周期间业内普遍推

算的在线售票到 2015 年春节档一举拿

下 60%市 场 份 额 的 预 期 ，还 有 一 定 差

距。对此艺恩分析认为，在线售票增速

放缓，市场份额也并未实现与线下购票

平分秋色，这里边实际上有各大售票平

台开始思考是否依旧无底线贴补影票

有一定的关系。

一旦电商不再贴钱怎么办？

微影时代副总裁黄福建告诉记者，

微信电影票致力于为电影行业带来票

房增量，所谓的“票房增量”是吸引那

些不进电影院的人进入电影院，让那

些不常进电影院的观众更加频繁地购

票观影。他向记者介绍了今年春节的

微信“摇一摇”摇红包，“我们针对非观

影 人 群 及 低 频 观 影 人 群 ，尽可能地提

供更多的微信电影票红包和电影票。

这种方式，比简单、粗暴地低价售票更

有效。”

正如互联网业界人士分析的那样，

现阶段互联网公司与电影产业的融合

还只是初级阶段，手机购票市场应多考

虑如何跟制作、发行、院线实现多赢合

作，不要只着眼“存量”，还要开拓“增

量”，这才是互联网可以给电影行业带

来想象力的地方。

黄福建表示，微信电影票已经开始

为影院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提供在线售

票功能，同时提供利用微信改造传统影

院经营方式的解决方案，多维度让影院

实现互联网化，包括通过微信渠道发展

更多的影院会员等。

孙 磊 坦 承 ，当 前 ，格 瓦 拉 会 做 低

价，这只是营销手法的一种，但不希望

杀鸡取卵。他表示，格瓦拉力争打通

上下游平台，推动影院提供更好更新

的服务体验，帮助影院开发营销电影

附加值带来收益。

电商大战或将持续

即使是电影业内人士指出了超低

票价为电影行业带来的隐患和危机，

在孙磊看来，由于没有完善法规体系，

国内电影行业又极力奉行所谓的“互

联网思维”，电商以资本砸入口的方式

依然会存在。孙磊表示，在电影行业

各环节自律性不足的情况下，超低电

影票价回归理性价格依然飘渺。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陈少峰表示，目前国内的线上售票平

台竞争非常激烈，为了争抢用户“一旦

有一家平台打出‘低价’招牌，其他平台

也会相应推出类似的活动。依照目前

的市场状况来看，这种近乎于‘烧钱’的

无奈之举仍会持续一段时间”。

在黄福建看来，由于在线售票系统

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超低票价仅是

市场暂时的混乱，当消费群体稳定以

后，市场最终将趋于理性，会拥有正常

的价格体系。

本报讯 （记 者 周 志 军）3 月 1

日，由中央电视台戏曲和音乐频道

与北京爱享文化联合制作的户外真

人秀节目《叮咯咙咚呛》首播。作为

中韩首次合作的户外真人秀节目，

《叮咯咙咚呛》集结了金钟国、熊黛

林、安七炫、张赫、曹世镐、朴宰范等

十位中韩明星，首集节目更有 EXO、

少女时代、SJ等韩国人气偶像团体参

与。节目中，10 位中韩明星分成三

组分别奔赴北京、重庆、嵊州学习京

剧、川剧和越剧，向大师拜师学艺，

最终从所学的戏剧中收获灵感并创

作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而他们的导

师也是戏曲界响当当的人物：著名

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有“越剧小

王子”之称的赵志刚、川剧代表性传

承人沈铁梅等。

《叮咯咙咚呛》在录制期间就备

受各界关注，开播后更是受到年轻

观众的喜欢。“我们既不是模仿秀，

也不是挑战专业，只是一次体验之

旅。”《叮咯咙咚呛》制片人兼主持人

董艺说，设计这个节目的初衷并不

是拿古老的戏曲来娱乐，“我们挑选

的都是传统的老戏，希望出现的一

幕场景是‘爷爷带着孙子看戏’。”董

艺说。

本报讯 3 月 3 日，由陈建斌导

演的处女作《一个勺子》在北京举行

发布会，宣布定档今年“五一”全国

上映。

《一个勺子》在去年第 51 届台湾

金马奖上大放异彩，获最佳剧情片、

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男主演、最佳新

导演、最佳男配角 5 项提名，并一举

拿下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新导演两项

大奖。对于电影上映后的票房，陈

建斌自称第一次当导演没经验，但

真诚地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并且能

像《白日焰火》一样有好的收获。

据介绍，该片全程在甘肃取景，

是一部具备浓郁西北风情的喜剧电

影。陈建斌在这部自编、自导、自演

的处女作中，饰演了一个名叫“拉条

子”的西北农民。而“勺子”则是西

北方言，即“傻子”的意思。

活动现场发布了电影新的“跷

跷板”海报。并且，主办方邀请数十

名厨师一起精心制作了一碗“中国

最大碗的拉条子”，该面条由 20 名厨

师耗时三天制作完成，总重量共计

1500 斤。陈建斌还代表剧组接受了

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代表颁发的

“中国最大碗拉条子”证书。

（欣 文）

综艺电影，起源于 2013 年湖南卫视

的《爸爸去哪儿》户外真人秀节目。这

种将电视内容直接平移到电影银幕上

播出的内容模式，其开篇相当不错，宣

称获得 7亿元票房，可谓一鸣惊人。

2014 年末，《奔跑吧兄弟》、《爸爸去

哪儿 2》以及《爸爸的假期》依次跟进，截

至3月3日，《爸爸去哪儿2》票房累计2.17

亿元，《奔跑吧兄弟》过 4 亿元。观其效

果，单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来讲，表现

都还算可以，至少没有赔本。不过自《爸

爸去哪儿》之后的几部综艺电影，其表现

已渐次平庸。细究起来，耐人寻味。

为何电视综艺节目可以“跨界”成

为电影，并且比一般的电影更有票房号

召力？

首先，笔者认为，中国电影不存在

具有“独立尊严”的市场。即使要说有，

也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存在，根本不具备

真正的市场战斗力，所以也就不具备捍

卫自我市场的实力。那么，一个只有

“形式感”的市场存在，就是纸糊的窗

户，任何外界的力量，正如大侠客深夜

行刺，潜伏于目标人物的窗子旁，食指

上沾点唾沫，就可以在纸糊的窗户上戳

开一洞……而电视节目就成了行刺的

大侠客，目标自然就是中国电影。

那么，为何中国的电视节目成了大

侠客？

由于中国存在几十家卫视频道，彼

此之间因为竞争得以拓宽各自的生存

空间，并多次呈现出“跨界”发展的良好

势头。如网台联动、商电互补、视影一

体等，其主角都是“电视”。

尤其是近两三年，大型综艺节目，

就是“大片化”的运营节奏，动辄就是数

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投资，其制作的标准

要求，以及实际的水准，直逼电影的理论水

准要求，甚至某些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所

以，综艺节目本身就是对电影的一种威

胁。由此，“综艺电影”的诞生，并迅速杀入

中国电影市场，根本没有悬念。

而对于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而言，他

们并没有那种“只是固定消费一种文化产

品”的不良喜好，其实每个人消费的文化

产品都相当丰富，品种繁多。加上中国电

影这些年来，多有冥顽不化、萎靡不振，中

国消费者早就对中国电影“微词颇多”。

所以，当朝气蓬勃的中国电视“跨界”到中

国电影市场领域的时候，这就给中国文化

消费者带来了一种惊喜，也是一种期待，

因为终于有“中国电影”之外的电影可以

看了，哪怕就是图个新鲜，也有不同一般

的感受。

但是，这只是一种情绪宣泄，并不

意味着消费者就认可这种突如其来的

“综艺电影”形式了。

由《爸爸去哪儿》第一季综艺节目

衍生出来的电影，其实只能说是“电视

内容成功平移到电影银幕”上而已，要

说它有多高的艺术造诣，那实在是无聊

的吹捧。但是相对于中国电影现状而

言它确实是一股清新之风。那么，为何

这股清新之风并未持续多久，反而在几

部综艺电影陆续上马之后，反响反而不

如之前了呢？

这就要说到电视产业一直存在的不

可忽视的陋习：模仿、借鉴、抄袭，有其“开

创”者，就有其“跟风”者，开创者辛辛苦

苦，跟风者轻轻松松，还美其名曰长尾理

论。因此，当《爸爸去哪儿》电影一炮走红

之后，各种“长尾理论”的持有者就屁颠屁

颠跟进，浙江卫视的《奔跑吧兄弟》电影，

还有更加外围的《爸爸的假期》电影也来

了，更不用说《爸爸去哪儿2》了……

如果能意识到“综艺电影”的内核还

是综艺这一点，承认综艺电影不是纯粹的

电影，而只是一种电视内容“跨界吸金”的

商业举措，那么就可以明白为何曾经刮起

清新之风的“综艺电影”如今又变得平庸

无奇。是因为电视领域的跟风者，导致其

艺术基因已经迅速衰落。

据笔者了解，这些“综艺电影”在投

资体量、拍摄制作上，远远不是以往电

影固有的那一套模式。相反，完全可以

说是一种“凑合”之作，或者“取巧”之

作。所以，“综艺电影”的“电影基因”是

相当薄弱的，加上电视本身“换季”和

“更新”频率也很快，因此综艺电影不会

对真正的电影市场产生致命性的冲击。

不过，在笔者看来，作为中国电影

的搅局者，综艺电影确实足以羞辱一把中

国电影，所以，“冯小刚”们有点焦躁了。但

“冯小刚”们不知道，就在他们的这种焦躁

中，“综艺电影”本身已经反映了“中国电

影”的现状，二者之间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都代表了“中国电影”的平庸内涵。

所以，不难理解为何综艺电影还未

成熟就已走向没落。因为电视和电影同

样需要文化内涵，如果没有清晰“边界”的

区分，也就失去了彼此的自我免疫系统，那

么当“综艺电影”迅速蜕变成“中国电影”的

平庸内涵时，“中国电影”其实就是一个大

刑场，令“综艺电影”迅速失去了光环。

有话就说

近 日 ，喜 剧 电 影《将 错 就

错》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宣布

于 3月 5日也就是元宵节在全国

上映。导演王宁与电影主要演

员小沈阳、田亮、陈小春、熊黛

林出席了首映礼，并在现场开

启了首映球，揭幕了电影元宵

版海报。该片讲述了由小沈阳

和 田 亮 饰 演 的 互 不 相 识 的 两

人，阴差阳错开始的一段新加

坡囧途之旅。图为该片电影主

创在首映礼现场。

（本报记者 于 帆 摄影报道）

微博上超低票价隐患的原文：

今天在会议休息期间认识了美

国最大网上售票公司 Fandango 总

裁 Paul，谈到美国一些经验教训，非

常值得借鉴！大约 20 年前，录像

带、DVD相继出现，“音像产品”的销

售成了所有大制片公司的经济增

长点。当时沃尔玛、Price Club 等

超市为了吸引人流，在超市进口处

以 4.99 美元甚至更低的价格销售

录像带和 DVD。而这些超市从制片

公司购买的价格是 15 美元！但是

制片公司后来发现，他们的音像制

品 在 原 有 渠 道 ，如 Tower Records

这样的音像店的销售卖不动了！

很多音像店甚至倒闭了。超市可

以低价销售音像制品是因为他们

可以从其他货品挣钱，而传统渠道

的主要销售货品就是音像制品！

他们付给制片公司批发价仍旧是

15 美元，不倒闭才怪！后来制片

公司又发现，不仅传统渠道垮了，

消费者的心理价位也降低了。现

在的家庭音像市场的零售价格超

过 1 美元就卖不动了。而超市后

来反而逼着制片公司用低于批发

价的价格销售给他们，他们也不补

贴了！制片公司恍然大悟，当年允

许超市低价销售的做法是给电影

产业自掘坟墓。于是，当数年前互

联网发展起来，网上售票开始实施

时，美国的影院和电影协会就联合

所有制片公司和电影院制定了行业

规范：1.网上售票不允许以低于影

院零售价格销售；2.第三方网上售

票公司只能在该影院零售价格之上

加收“服务费”。行业规范制定之

后，美国甚至欧洲的电影院行业都

因为互联网增加的新的销售渠道而

受益，同时也避免了各影院之间巨

大的零售差价引发的价格战，上游

制片公司的收入也保持或增加了。

说到中国互联网“第三方”补贴并低

价销售电影票的现象，Paul预言，“第

三方”肯定不会永远补贴影院，这笔

钱他们最后是会向制片方收取的。

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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