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其实，那些只在民间活跃且保有小而明确受众群的艺人，

粉丝黏性一点都不逊于大牌艺人。“好妹妹乐队”选择将众筹票价定

为 99元，这个价格绝对是北京工人体育场有史以来的最低价格，甚

至低于现在北京所有场馆演唱会的最低票价。但 99元带来的实际

意义却是，用低票价拉近了演唱会与实际消费群体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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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解读“喜剧之王”周星驰

影音资讯

一周影话

网剧升温 质量需把关

近期最火的两部剧，

一是《花千骨》，二是《无心

法师》。前者是传统剧，即

以 电 视 作 为 主 要 播 放 平

台；后者是网剧，百分百依

赖 互 联 网 传 播 。 一 般 来

说，网剧再红，也很难与传

统剧争夺舆论场，但《无心

法师》的热度与《花千骨》

相差无几，且口碑更胜一

筹。显然，网剧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目前网剧的生长依然呈现

粗放的状态，尽管偶有佳作，但粗制滥造的产品还是占多数。

（来源：《辽宁日报》）

评：虽然网剧具有题材多样化、技术创新、想象力丰富等多种

优势，是传统剧所欠缺的。不过，同时也应当看到，这些优势如果

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便可能产生负面效应。透过一些网剧的成

功，应看到网剧的市场潜力，与此同时，也不要忘了从质量上来分

析它受欢迎的原因。

（素淡 整理点评）

《捉妖记》票房夺冠引争议

国产电影何时打破“唯票房论”
师烨东

有话就说

根据艺恩实时票房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11 日 15 时，《捉妖记》上映 59 天，累

计票房 24.2671 亿元，超过上映 47 日的

《速度与激情 7》的 24.2655 亿元，成为中

国内地电影的票房新冠军。

在 此 之 前 ，《捉 妖 记》被 业 内 人 士

质疑“买票房”之事闹得沸沸扬扬。针

对影评人提出的午夜场满上座率、《捉

妖记》发行方安乐影业旗下院线同一银

幕每隔 15 分钟便排片等质疑，安乐影

业方面回应称满上座率为包场公益放

映，而 15 分钟一场则是旗下院线的排

片错误。

9 月 11 日，《捉妖记》官方微博发表

声明，称 8 月 28 日至 9 月 11 日期间，《捉

妖记》公益放映票房为 4042 万元。笔者

梳理后发现，这 15 天内，《捉妖记》的“公

益票房”平均每天达到了 269.5 万元，尤

其在后几日，该数据几乎占到了《捉妖

记》当日票房的 100%。

针对有人质疑其最近两周 4000 万

元的公益票房，完全是片方为了成为票

房第一而“买票房”的问题，安乐影业回

应称，关于公益放映等事件，其已经在

《捉妖记》官方微博有过回应，不再多做

回应。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陈少峰认为，《捉妖记》的高票房说明国

产电影的市场意识在不断提高。但是

《捉妖记》在国产电影保护月内上映，且

延长了不短的档期，其纪录仍然存在一

定的水分。“国产电影更应注意的是影

片质量如何能不断上升，而非如何靠非

常规手段赢取票房。”

《捉妖记》包场内无人观看

实际上，早在 8 月 25 日，即安乐影

业回应《捉妖记》开始公益包场放映的

前 3 天，便已经有网友及影评人质疑安

乐影业存在通过旗下院线刷、买票房的

行为。

随后，微博上有加“V”影评人对《捉

妖记》提出“票房造假”的质疑，并附上

截图说明安乐影业旗下的百老汇院线

对《捉妖记》进行了大规模的排片，时间

多为早场或午夜场，但上座率却达到

100%，甚至有部分影厅上座率超过了

100%。而长度超过120分钟的《捉妖记》，

在同一影厅甚至还出现了每隔 15 分钟

就有新排场的情况。

对于质疑，《捉妖记》官方微博在 8月

30 日夜间发出官方声明作为解释。声

明中显示，安乐电影公司的确使用了片

方付款的方式进行包场，但目的是进行

公益放映，给特定的观众群体进行免费

观影。至于凌晨场次以及不到半小时

就轮排的情况，则是因为总部与各地影

院沟通时出现了问题。安乐影业表示，

之后会要求各地严格执行总部的放映

规定，也欢迎观众监督。

在安乐影业做出回应后，中央电视

台电影频道针对《捉妖记》的公益放映

做了专题报道。央视记者到《捉妖记》

公益放映的影院进行了实地探访，却发

现在早、中、晚随机探访的 3 个场次中，

现场都没有任何观众。但安乐影业总

裁张晗在回应央视的采访中表示，这些

无人观看的公益场次票房也将计入总

票房之中。

电影行业分析师陈斌称，自 8 月底

以来，安乐影业下属的多家影院，屡屡

通过全天超过 100 万元甚至 200 万元的

票房进入全国院线票房单日百强榜，而

其中部分影院主要的票房来源为《捉妖

记》。“以公司旗下的杭州百老汇影城为

例，在 8 月 28 日至 30 日的 3 天中，《捉妖

记》每天的票房贡献度都在 85%以上，平

均票价在 100 元以上，场均人次却都在

172 人 以 上 ，甚 至 上 座 率 都 没 有 低 于

108%。”他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电影行业咨

询师说：“其实《捉妖记》在破了国产电

影票房纪录之后，业内对于该片都是赞

赏有加的。但是发行方后来的一些行

为的确有点过分，引起了人们的反感。”

微博上一名影评人亦评论：“冠军来之

不易，但要取之有道。”

某 影 视 咨 询 公 司 负 责 人 则 表 示 ：

“对于一些人采取的偷、买票房等行为，

我们并不赞成。但是总体来看，《捉妖

记》市场基数足够大，至于其最后冲刺

阶段的买票房事件，放大来看 意 义并

不大。”

监管缺失致票房乱象屡禁不止

实际上，《捉妖记》被曝出买票房并

非个案，国内院线在票房上的不规范现

象存在已久，尤其三、四线城市更是屡

屡被曝出偷漏票房等问题——近两年，

不时有网友在微博以及影视论坛上发

帖吐槽观影时电影票被院线通过手写

等手段偷挪票房。

而业界对于偷票房乱象也逐渐忍

无可忍。8月 28 日，华谊兄弟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王中磊就在微博贴出两

张一早一晚的电影票房的截图，怒斥

“票房都去哪了？请拿开脏手！”疑暗

指 由 华 谊 出 品 的 电 影《三 城 记》票 房

被偷。

易观国际分析师郝茜表示，尽管现

在院线都装有相关主管部门核准的计

算机联网售票系统，但是由于受到利益

诱惑，一些影院仍然会选择铤而走险。

“现在影院的投资成本并不低，一

般收回成本需要七八年时间。而院线

通过偷漏票房，或者通过不同分账比例

的影片挪票房，可以少交税、基金或是

少给片方分钱。”郝茜说。

而随着网络售票在院线的普及，一

些影院偷漏票房手段也发展得五花八

门。比如某院线曾在售票时售出自己

分账比例较高的电影票，而后手写改为

其他电影来逃分账。另有部分院线则

销售爆米花“捆绑套餐”，将饮料、爆米

花与电影票打包出售，将电影票设定为

最低定价而独吞差价利润。

上述不愿具名的电影行业咨询公

司负责人表示，实际上，偷漏买票房并

不是近些年才兴起的，只是随着微博等

自媒体的兴起及传播，才使得这些院线

的“小伎俩”逐渐被业内外所知。整体

来看，目前随着主管部门逐渐加强了规

范，偷漏票房等问题其实已相对前些年

减少了。

近年来，监管部门亦加大了处罚力

度。今年初，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发

布公告，通报了今年 1 月 10 家影院违规

使用“双系统”售票，长期偷漏瞒报电影

票房收入、截留票款等违规行为。据报

道，由此前的案例可以看到，违规影院

会收到 30 万元至 100 万元不等的罚单，

以及 4至 6个月的停片处理，国家电影专

项资金管理委员会也将取消违规影院

当年先征后返以及其他各项资助和奖

励资格。

“虽然 主 管 部 门 针 对 偷 漏 挪 票 房

逐 渐 加 大 了 处罚力度，但是其违规成

本仍然较低。并且中国有数千家电影

院，监管并不容易。另外买票房虽然也

存在于不少电影中，但是这一行为却并

不违法，只能说买票房现象不太光彩。”

郝茜说。

《捉妖记》以屡破票房纪录的

姿态成为国产电影关注的焦点。

无论是业内，还是广大观众，都对

于这部影片给予了赞赏和呵护。

这部制作精良、具有开拓精神的

优质国产片获得高票房原本当之

无愧。但在“夺冠”之路上，以“公

益”之名刷票房，却成为《捉妖记》

画 蛇 添 足 的 败 笔 。 这 一 行 为 背

后，其实暴露出国内电影界对票

房神话的扭曲崇拜。

经历了上世纪末国产电影的

票房滑坡、电影院门可罗雀乃至

破产转行的苦日子，近 10 年持续

高速增长的票房，让电影人有了

一种“翻身做主”的自豪感。在全

球票房增速第一的背后，以票房

论英雄的观念，也让高速发展的

中国电影市场进入误区，票房神

话刺激了某些不规范运作。如导

演被票房绑架，电影成功了，导演

却“失败”了；如偷票房事件频频

发生，网络水军成为职业；再如某

些影片为追求高票房，把 2D 转制

为伪 3D……

在成熟的电影市场，更科学的

统计数据不是票房，而是观影人

次。在“唯票房论”思想指导下，电

影创作者是在为谁创作？我们看

到，现在中国电影市场规模越来越

大，但电影类型和审美却越来越单

一和僵化，具有开创性的作品越来

越少。市场上充斥着各种“赚快

钱”的跟风之作，而对《黄金时代》、

《刺客聂隐娘》等原创作品的接受

度、容忍度却越来越低。

电影界也到了转变“唯票房

论”观念的时候。国产电影迅速

崛起，但票房神话不应成为电影

人追求的终极目标，丰富的类型、

精良的制作、旺盛的原创力，才是

中国电影真正的精气神。

快 评

“唯票房论”可以休矣
卫 昕

在中国电影市场一片红火的形势

下，实行了将近 10 年、用于支持电影事

业发展的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四成返还

地方的政策，将于 10月 1日起正式改变。

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

日发布了将于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国家

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规定：

“电影专项资金按照 4︰6 的比例分别缴

入中央和省级国库”，也就是说，返还地

方的比例将提高至六成。按照今年全

国电影票房 400 亿元的规模测算，这一

新政将涉及至少 20亿元的分配和使用。

与 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国家

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相

比，修订版《办法》出现了不少与时俱进

的内容：

10 年前，中国电影事业可谓萎靡不

振，县以下的影院几乎悉数改行。因

此，当时征收电影专项资金的对象，只

规定为“对县及县以上城市电影院电影

票房收入，按 5％的标准征收。”近年来，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蓬勃发展，二、三线

城市成为电影票房的新票仓，乡镇乃至

乡村的电影院蓬勃兴起。为此，修订版

《办法》取消了地域限制，规定只要是办

理工商注册登记的经营性电影放映单

位，都应当按其电影票房收入的 5%缴纳

电影专项资金。《办法》还特别指出：“经

营性电影放映单位包括对外营业出售

电影票的影院、影城、影剧院、礼堂、开

放俱乐部，以及环幕、穹幕、水幕、动感、

立体、超大银幕等特殊形式电影院。”业

内人士指出，环幕、穹幕、水幕、动感、立

体、超大银幕这些新词，也折射出我国

电影市场近年的新变化。

2005 年，中国全年电影票房只有 20

亿元。截至今年 9 月，全国电影票房已

超过 300亿元，预计全年将突破 400亿元

大关。因此，虽然仍旧是按照电影票房

收入的 5%征收，但电影专项资金的总额

已由 2006 年的 1 亿多元剧增至如今的

20 亿元。如此一来，资金的使用和监管

将变得更为重要。和 2006 版《办法》相

比，修订版《办法》更为强调将电影专项

资金用于奖励优秀国产影片制作、发行

和放映，同时将适用范围扩大至重点制

片基地建设发展和资助文化特色、艺术

创新影片发行和放映，改变以往倾斜照

顾影院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修订版

《办法》第二十条首次规定：“国家和省级

管委会办公室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布电影

专项资金支出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至于电影专项资金的分配方案，2006版

《办法》中规定：“国家管委会依据各省份

上缴数额的40％按季返还上缴省，由省级

管委会安排使用。”而修订版改为“电影专

项资金按照 4︰6比例分别缴入中央和省

级国库。”这表明，返还地方的比例提高

了两成。业内人士据此认为，这将为各地

扶持电影事业的发展拓宽了资金来源。

由于国内影院的实际经营情况并

不如想象得那么乐观，各种成本带来的

经营负担不可小觑，且还需将近一半的

票房收入交予片方，在影院经营压力达

到一定程度时，或将引发影院和片方的

票房分账之争。

据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共事

业部总监刘建峰介绍：“票房是影院的

主要收入，但票房中有 8.3%需缴纳电影

专项资金和相关税款，同时还需根据分

账比例将剩余票房中的 43%交付给片

方，此外还有 20%被用于缴纳房租，而在

最后仅剩的约 20%票房中，还有水电、人

力等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影院单靠票

房收入很难获利。”

“由于需要经历市场培育期，即使

影院处于较好地理位置或房租相对较

低，并能保证一定客流量，最快也需要

两年左右的发展才能收回成本。”UME

影城北京安贞店经理任辉说，鉴于市场

实情，影院哪怕损失一点，都极有可能

会出现倒闭的结果。

由于影院持续受到经营压力，票房

任何一点分配比例的变化都会引起市

场的争议，比如 2012 年，中影集团、华谊

兄弟等国内五大电影发行公司曾单方

面将票房分账比例从 43%提高到 45%，

受到院线方面的激烈抗议，其中 27 家院

线还联合发布《中国电影院线市场协商

宣言》，双方矛盾不断激化，经过 10 余天

的谈判才使事件逐渐平息。

“ 如 果 让 影 院 出 让 更 多 的 票 房 收

入，承担更多的成本，在压力达到一定

程度后，则会再次引发院线和片方的票

房分账之争。”刘建峰说。

而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

表示，此次《办法》的出台对电影市场产

生了积极的作用，将此前没有涉及的小

影院或特殊形式电影院也囊括到缴纳

范围中，实现市场的平衡，同时该资金

的使用也进一步进行规范，保证每一笔

都落到实处，帮助弱势影院的经营，推

动市场可持续发展。

电影专资将达 20亿元：使用需公开
张 鹏

好莱坞品牌系列电影的成功秘密

最 近 国 内 电

影 行 业 经 常 谈 到

“IP”，围绕它的讨

论 和 争 议 让 一 个

原 本 生 涩 的 英 文

缩 写 迅 速 在 业 内

蹿红。事实上，在

北美，常常会用另

一 个 词 来 形 容 具

备 品 牌 价 值 的 电

影 ，那 就 是 ：品 牌

电影。如今好莱坞电影正在全面系列化。近日，《碟中谍 5》正在上映，

美国“劳模”汤姆·克鲁斯十年如一日，利用“不可能的任务”继续获得

稳定可能的票房。截至目前，2015 年全球票房前 10 的电影中，有 8 部

是续集电影，各自属于不同的系列。 （来源：凡影周刊）

评：观众的喜好在不断变化，没有哪个明星能够保证一部影

片可以顺利获得高票房。然而品牌电影却可以让更多的年轻观

众为之倾倒。如今，任何一部巨资电影都必须考量能否成为一个

品牌，片方对电影风险可控的诉求日益高涨，电影的品牌化操作

则提供了促成衍生收入增长的有效途径。

99元：“好妹妹乐队”尝试演唱会革命

当 两 个“80

后”音乐人组成的

中国民谣组合“好

妹妹乐队”发起众

筹，希望让市场和

乐迷做主，助其在

北 京 工 人 体 育 场

举 办 万 人 演 唱 会

时，许多人并不看

好 这 次 音 乐 与 互

联网的结合。然而，众筹项目 6月上线后仅月余，两万张 99元的预售门

票就已全部卖出。近日，“好妹妹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唱。要知

道，内地音乐圈之前能在工体场开个唱的明星，只有汪峰、凤凰传奇这

样的大明星，而“好妹妹乐队”是登上工体场的第一个独立音乐人。

（来源：《新京报》）

本报讯 （记者于帆）9 月 12 日，

“今日头条”公司在北京发布“算数·
中国电影之喜剧之王”数据，通过超

过 3000 万全国日活跃用户的阅读大

数据，全面扫描“喜剧之王”周星驰，

“星爷”的方方面面第一次以数据的

方式呈现出来。

通过对“今日头条”用户的调查

统计，关注周星驰的群体中，占比最

大的是 18岁至 23岁的年轻人群，“90

后”是主力军，紧随其后的是 24 岁至

30 岁群体，年轻人对周星驰电影的

喜爱非常专一。数据显示，在周星

驰扮演的角色中，“唐伯虎”这一角

色以 7.08%的相关率位居第一，而电

影《大话西游》中观众所熟悉的“至

尊宝”一角只以 2.05%的相关率位居

第四。值得一提的是，最受关注前

五名的角色均为周星驰所扮演的纯

喜剧角色，可见观众还是更加喜欢

周星驰身上欢乐和幽默的一面。

久未露面的周星驰出席了当天

的发布会，并透露由其执导的新片

《美人鱼》将在猴年春节档上映。同

时，永乐影业也带着由周星驰电影

《长江 7 号》改编的动画电影《长江 7

号超萌特工队》登场，并宣布该片将

于 9月 26日全国上映。

电视剧《小丈夫》诠释“爱情梦想”主题
本报讯 （记者于帆）9 月 10 日，

正 在 紧 张 拍 摄 中 的 都 市 爱 情 喜 剧

《小丈夫》在北京举办了一场主题名

为“粉红色爱情梦想”的发布会，编

剧李潇、于淼，导演姚晓峰携主演俞

飞鸿、杨玏、张萌、韩童生等演员到

场。该剧由新丽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品，是新丽传媒出品的热播剧《大

丈夫》系列之二，由《大丈夫》原班幕

后主创和演员携手拍摄。

电视剧《小丈夫》讲述了“魔王

少年”杨玏与“女神姐姐”俞飞鸿恋

爱的同时，几家人之间发生的各种

欢乐、纠缠的情感故事。该剧继承

了《大丈夫》人物鲜明、角色关系交

错复杂的特点，人物角色各有千秋

和突破，情感关系复杂纠结。作为

2014 年电视剧市场中广受观众好评

的都市爱情喜剧，《大丈夫》无论是收

视率还是网络点击量都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作为该系列的最新作品，《小

丈夫》仍然定位为“主流商业剧”，不

仅在话题上深挖情感关系，在创作

上，其戏剧张力表现上也更精准。

《捉妖记》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