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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资讯

一周影话

电影票房增长放缓：让市场冷一会儿

评：近年来，中国电影在追求产业水平提升的同时淡化甚至忽

略了其本该具备的文化属性，使电影市场孕育着极大的风险。当

有限的碎片时间与近乎无限的产品供给充斥市场时，既意味着营

销成本高企，也意味着对作品质量的挑剔。可以说，当下中国电

影产业面临的风险更大了，电影更难拍了。如何抵御市场风险？

恐怕不是单靠资本就可以解决的。

产业与市场·影音

IP热，救不了市场的“冷”
本报记者 于 帆

暑期档难期高速增长 市场分化竞争加剧
杨 静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

国 电 影 票 房 增 长 刚 刚 超 过

20%，创下了 5年来半年票房增

幅的最低。今年上半年上映

新片 192 部，远高于去年同期

的 156 部，但票房的增长却没

追上影片数量的增幅。与此

同时，观影人数的增幅较去年

同期也有了明显回落。市场因何放慢脚步？除去“票补”骤减带来的

市场消肿效应，此时我们更应该将视角转向内部，看看是什么样的电

影拖了市场的后腿。 （来源：《经济日报》）

“洋导演”真的能讲好中国故事吗

近些年，振兴中国电影工

业基础的呼声愈来愈高，于是

向国外领先的电影工业看齐，

一时成为业界的趋势。学习、

模仿自然不在话下，更为直接

者，则干脆聘请外国导演、团

队操刀，或以外包形式揽入名

下。业内外甚至浮现出这样

一种期盼：“外国人来了，中国

电影就得救了。”然而，果真如

此吗？从目前电影市场上出现的由国外导演执导的诸多中国电影来

看，市场反响并不是很好。 （来源：《光明日报》）

评：在这个全民“炒 IP”的时代，以“洋导演”作为类似“IP”的炒

作噱头，不过是电影宣传和营销上的商业策略。如果只有铺天盖

地的喧嚣和造作，而无脚踏实地的琢磨和制作，所谓的“洋导演”

“洋团队”名头便只会适得其反，甚至沦为华而不实的“走穴”。当

然，片子没有拍好，不能都怨“外国人”。归根到底，还要问问中国

电影人，是否扛起了应尽的责任？

“广告片中插入电视剧”？

如果看完一集40分钟的电

视剧，最后只对剧中出现的酸

奶、啤酒和泡面印象深刻，不得

不说，这是一部被植入广告占

领的电视剧。日前播出的电视

剧《致青春》，就被不少观众吐

槽“在广告片中插入电视剧”。

有自媒体整理了剧中出现的广

告品牌，粗略统计“不下 40个”。也难怪观众纷纷吐槽：“不是《致青春》，

而是一部‘致各位广告客户’的植入好戏。” （来源：《北京日报》）

评：植入广告只是收回投资的一种方式，但如果广告数量

太多，不但直接导致影视作品内容的艺术性、完整性及观赏性

遭到破坏，影视作品本身的传播力度大打折扣，也会让观众出

于警觉惯性，揪出原本融入剧情的品牌产品，导致植入广告被

打上冠名失败的标签。这种最终导致品牌和剧方双输的结果，

其实只要控制好广告植入的专业化及植入方式，是可以避免甚

至实现双赢。但愿未来，制片方和广告方能在植入广告数量上

做好权衡。

（素淡 整理点评）

进入暑期档以来，影视剧行业就展

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无论是

院线电影还是电视剧，现如今的暑期档

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参照往年的经验，此前不少业界人

士对暑期档电影票房满怀期待，然而

现实却令人大跌眼镜——7 月票房非

但没有增长，反而同比去年减少了近

10 亿元。尽管“IP 电影”轮番登台，但真

正“火”起来的却屈指可数，有些甚至还

亏了钱。

电视剧方面，相较于往年剧目题材

多样，今年暑期档则多是以玄幻和青春

题材为主的大 IP 剧。题材类型趋同，演

员阵容相近，难免令观众心生厌烦。从

目前播出的一些剧集反响来看，不少观

众对制作方大力营销的剧情和特效并

不买账。

记者注意到，暑期档上映的这些拥

有热门 IP 光环的影视作品，并没有因 IP

自身所具有的热度而抢占市场先机。

当观众开始对同质化的 IP 作品感到疲

劳，IP热还能持续吗？

电影票房难现去年佳绩

根据官方最新数据，今年 7 月，全国

电 影 票 房 约 45.15 亿 元 ，同 比 去 年 的

55.06 亿 元 减 少 了 近 10 亿 元 ，降 幅 约

18%。这是继 4月之后，今年月度票房出

现的第二次同比负增长。

记者了解到，仅 7、8 两月，就有超过

90 部电影上映，电影市场竞争之火爆可

见一斑。然而与去年几部“IP 电影”既

赢了票房又赚了口碑所不同的是，今年

的“IP 电影”尽管数量较多，但票房表现

却远不如预期。电影《致青春·原来你

还在这里》（又名《致青春 2》） 在电影口

碑网站豆瓣上的评分只有 4 分，即使票

房勉强突破 3 亿元，仍逃不掉业内对于

该片涉嫌票房注水的质疑；改编自明晓

溪同名小说，原作深受广大言情小说迷

的追捧，并先后改编成了漫画、电视剧

的电影《泡沫之夏》，上映前包括投资者

在内的各方都充满了期待，但上映后票

房却出人意料的惨淡；近期上映的魔幻

巨制《封神传奇》，虽然拥有“封神榜”这

样的超级 IP，同时又集结众多国内一线

明星，号称投资 5 亿元，仍然被众多观众

和影评人轮番吐槽，并落了个“神片”

“烂片”的标签。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随着观影主力

逐渐年轻化，不少影片开始逐渐向年轻

观众靠拢，娱乐化、低龄化内容日趋增

多。尤其在今年暑期档，国产影片多以

“青春+IP”为格局进行打造，并起用那

些时下的青春偶像明星作为影片卖点，

以期能吸引粉丝观众买票捧场。然而

事实证明，即使改编自热门 IP，一旦影

片陷入内容空洞、题材同质化的怪圈，IP

就不再是制胜法宝，而只能成为市场泡

沫产生的诱因。

进入 8 月，仍然有《盗墓笔记》、《夏

有乔木雅望天堂》、《微微一笑很倾城》、

《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大话西游 3》等

各类 IP 电影等待上映，但这些影片能否

借原小说热度在近期低迷的电影市场

赢得票房和口碑，尚未可知。不过，从

业界对暑期档市场后期的预测来看，目

前市场对于 IP 已经趋于理性，单纯为 IP

而观影的人群毕竟是少数，多数观众更

在乎的是影片的故事内容。

IP电视剧同质化严重

相对于 IP 电影遇冷的尴尬，IP 电视

剧在暑期可谓是“火爆荧屏”，各大卫视

周播剧场全都主打“玄幻”，推出了《幻

城》、《九州天空城》等 IP 剧集。虽然这

些玄幻剧对于正值假期的“90 后”受众

确实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然而在火爆异

常的播放量背后，这些玄幻剧却在口碑

上遭遇了集体“差评”，观众们对这些剧

集的吐槽遍布了从内容、特效到演员演

技、化装等方方面面。

记者注意到，由于玄幻 IP 剧集故事

背景虚无，被观众定义为“空心剧”。一

些网友甚至为这些“空心剧”的叙事总

结出了固定“套路”——言情化和低龄

化，在人和神的族群关系架构下描绘了

一个“披着华服的偶像式爱情故事”。

有剧评人认为，这些剧集的故事结构均

缺乏世界观的建构，情感描绘更是苍白

脆弱，只是用最直白的影视化情感套

路，集中刺激观众的情绪点。更令观众

们“尴尬”的是，简陋的特效和服装道

具，也不断破坏着画面的美感。而低龄

化的剧集中，由于演技尚不成熟的青年

演员居多，一些拙劣的表演也极大影响

了观剧效果。

即使如此，制作方依然对玄幻类电

视剧趋之如鹜，究其原因，如业内人士

所分析，乃在于玄幻类 IP 资源能够催生

巨大的长尾效应。记者了解到，不少玄

幻类 IP 均设定了改编为电影、电视剧、

网络剧、话剧、手机游戏、网络游戏、动

漫等多元化产品形态的宏伟目标，希望

产业链条不断拓展，不同形态之间可以

进行商业价值的传递，以期实现该 IP 资

源商业价值的不断积累。

抢占 IP并不等于抢占市场先机

尽管 IP 依旧火热，但近期 IP 影视作

品所面临的市场境遇，也开始引发一些

业界人士开始冷静思考——抢占 IP 是

否就算得上抢占到市场先机？

谈到 IP 与影视作品的关系，中国电

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表示，影视业发

展借助 IP 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即使是电影产业发达国家，也在很大程

度上要依靠 IP——一方面增加有效供

给，另一方面也是有效降低投资风险。

在他看来，IP 本身没有原罪，问题在于，

一些影视投资方和制作方急功近利、立

竿见影式地囤积和过度开发 IP，把本来

是电影发展有效资源和有效支撑的 IP

变成了“过街老鼠”。尤其是一些非专

业化的公司以不计成本的方式抢滩影

视行业，大量争抢和囤积 IP，自以为是

挖到了金元宝，实际上却骑虎难下，甚

至可以说将 IP“砸在了自己手里”。

饶曙光提醒道：“事实上，如何把一

个积累了一定观众或者读者数量的 IP

转换为合格的特别是优质的影视作品，

是中国影视从业人员在新时期面临的

新问题和新考验。”完全寄希望于 IP 或

粉丝来驱动票房、赚取口碑的逻辑并不

成立，好的 IP+好的内容才是成就“爆

款”的根本。

与此同时，更有剧评人直指当下 IP

电视剧的核心问题，认为这些剧集徒具

形式，而缺乏发人深省、给人心灵启迪

的文化内涵。不少 IP 电视剧对于影视

消费群体，尤其是对于思想尚未定型的

青少年来说并非是合适的精神食粮。

对 此 ，或 如 一 些 业 内 人 士 所 说 ：

“IP 电视剧应该注入更多的灵魂，富有

内涵，能够启发人们去思考、感悟、品

味人生，而不是以华丽的包装来吸引

人的眼球。”

无论是在大银幕还是电视荧屏上无论是在大银幕还是电视荧屏上，，今夏暑期档上映的今夏暑期档上映的 IPIP改编影视作品改编影视作品““不约而同不约而同””地集中与观众见面地集中与观众见面。。然而这些作品却普遍没有然而这些作品却普遍没有
““火火””起来起来———不仅电影票房表现远不如预期—不仅电影票房表现远不如预期，，电视剧作水平也频遭观众吐槽电视剧作水平也频遭观众吐槽。。近年来被影视市场视为制胜法宝的近年来被影视市场视为制胜法宝的““IPIP”，”，似乎在这个似乎在这个
暑期档集体暑期档集体““哑火哑火””了了。。

6 月开始的暑期档已经过半，目前

看来，票房走势算是平稳，可是若想再

现去年火爆，几乎已经是不可能。2015

年暑期档票房总收入 156 亿元，有人预

测今年最好的成绩也只能是与这个数

字持平。票房上升趋势放缓，原因众

多，其中包括市场监管严格，票补等发

行手段难以施展、硬件红利用尽、内容

创作进入瓶颈期等。

但是若抛开对于票房的期待，只从

电影产业发展角度来考察这个暑期档，

则可以发现它其实具有若干兴奋点。

据悉，今年暑期档将有超过 90 部电

影上映，一周之内，就有十几部电影新

片要上，与以前每周几部新片的格局形

成强烈对比。这些电影有海外的也有

本土的，有动画片也有恐怖片，有大制

作也有小成本。

这种现象很容易给人一种新片扎

堆，不知谁好谁坏的感觉。但是激烈竞

争，也意味着发行公司和院线不必将所

有希望都放在个别电影上，分散发行和

排片，对于发行公司和院线来说，可以

形成一种长线经营模式，同时也促进整

个市场走向成熟。

一般认为，暑期档的 7 月、8 月不鼓

励引进海外分账大片。譬如去年的《碟

中谍 5》，北美 7 月 31 日上映，内地上映

时间则推到了 9月 8日；《小黄人大眼萌》

则从 6月 28日推到了 9月 23日。而今年

好莱坞大片《泰山归来：险战丛林》、《冰

川时代 5》、以及《谍影重重 5》虽然比北

美上映时间有所推迟，但都依然在暑期

档之内。

对此，日前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周宝林则表示，并不存在“国

产保护月”这回事，不过是好莱坞影片

在档期的选择上也需要避开竞争。

无论如何，从今年的实际情况来看，

都标志着中国电影市场开放度在加强，

本土电影市场自信心也一直在提升。

中国电影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初步

工业化时代显然已经到来。工业化的

一个标志，便是类型电影的成熟。虽说

中国类型电影离成熟可能还有一段距

离，但是主要类型基本齐全已经在这个

暑期档体现了出来。

动作片有《绝地逃亡》、《危城》、《惊

天破》等，喜剧片有《发条城市》、《快手

枪手快枪手》；爱情片有《陆垚知马俐》、

《致青春 2》；动画片有《大鱼海棠》、《摇

滚藏獒》等；严肃剧情片有《三人行》、

《寒战 2》；其他如盗墓片、恐怖片、古装

传奇片等不一而足。更让人惊喜的是，

这个暑期档还有《路边野餐》、《天亮之

前》这类艺术片上映。这些电影不仅丰

富了暑期档，而且让广大影迷有了更大

的选择空间。

这些电影的质量或者不能说有多

么的卓越，但是幕后制作者也大都不再

是新手，而目前各类型在票房上的表

现，都有出挑的部分，与往年只有喜剧

片一家独大的情形相比，无疑是让人欣

喜的。

与之前电影档期总是有一两部表现

特别优秀的电影带动影市的情况相比，

今年暑期档到目前为止，依然缺乏有力

的话题作品。到目前为止，话题性最强

的或许是香港电影《寒战 2》。《寒战》系列

第一部于 2012 年问世，当时由于它对于

这一类型片的探索，引发大热话题，到了

第二部，虽然与前部相比，热度有所下

降，但已算是领头羊。

事实上，这个暑期档，除了《寒战 2》，

还有《三人行》、《危城》、《惊天破》等重

量级制作。虽然最近几年，“港片已死”

的说法总是被提及，但是如果我们检视

一些重要档期，港片身影从不缺席。或

者这些港片里有内地资本的投资，但是

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从制作到理念，它

们依然是黄金时代香港电影的延续。

这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好消息，

港片没死，它不过是换了一个场地，卷

土重来。

由 于 竞 争 加 剧 ，无 论 对 于 单 个 电

影，还是对于电影制作发行公司，前几

年的“唯票房论”都已成为过去。如何

在一个成熟电影市场里更好地生存，如

何将电影还原到文化内容生产的本质，

才是当下电影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有话就说

本报讯 提到好莱坞，恐怕无

人不知。然而对于那些奠定好莱坞

电影产业基础的电影人，很多人可

能并不熟悉。近日，讲述美国先驱

电影人创业故事的书籍《好莱坞之

父：威廉·塞利格》由世界图书出版

公司出版。

该书作者安德鲁·A.艾瑞什深入

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塞利格资料

库，通过挖掘种种未被探究的丰富

资料，追溯了塞利格早年在中西部

作 为 流 浪 魔 术 师 的 经 历 ，以 及 他

1909 年在洛杉矶建立第一个影棚，

并且以西部片、“丛林冒险”电影、纪

实片、探险片、新闻短片和叙事长片

为区分，讲述了好莱坞类型电影摄

制的完整过程。塞利格以拍摄西部

片起家，之后，他拍摄的“丛林冒险”

电影一时间风靡全球。随后，塞利

格涉足发行事业，成为好莱坞电影

圣经的缔造者之一，并最终获得奥

斯卡终身成就奖。

对于影迷而言，好莱坞指的已

经不仅仅是洛杉矶的一个地名，它

还包括多种电影风格与支持它不断

发展的商业模式。毫无疑问，如果

塞利格没有率先前往洛杉矶，并且

证明了那里是拍摄圣地，恐怕也不

会有人考虑在洛杉矶附近进行电影

拍摄工作了。本书正以这种角度阐

述了威廉·塞利格才是真正意义上

的“好莱坞之父”。 （于 帆）

本报讯 日前，青 岛 纯 生 鲜 活

宝贝 TS919 啦啦队挑战赛启动仪式

在 北 京 举 行 ，该 挑 战 赛 于 8 月 7 日

在网络视频平台播出。

这是一档以运动系女子天团养

成为主线的大型网络真人秀节目，

经过全国范围的海选，选出 19 位极

具青春活力、能歌善舞的运动系美

少女进入训练营。节目通过网络票

选的方式将选手分为 T 队和 S 队，每

期 S 队作为挑战方会与 T 队进行一

对一 PK，最终留在 T 队的 9 名队员

将组成鲜活宝贝 TS919天团出道，从

而开启演艺明星生涯。

据悉，青岛啤酒啦啦队活动今

年已迈入第八个年头，青岛啤酒品

牌 总 经 理 王 凯 在 启 动 仪 式 现 场 表

示，全新升级后的节目有两大创新：

一是运作模式创新，二是传播手段

的创新。这次青岛啤酒从赞助商转

变 为 天 团 综 艺 节 目 的 出 品 方 和

TS919 品牌的共同拥有者，模式的升

级创新力求贴近互联网，展现品牌

的年轻化。 （欣 文）

《好莱坞之父：威廉·塞利格》出版

青岛纯生鲜活宝贝挑战赛启动

今年暑期档上映的影片不全是“国产”，影市开放度加强。图为影片《谍影重重 5》

剧照。

今夏暑期档的 IP改编影视作品轮番与观众见面。图（左）为影片《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剧照，图（右）为电视剧《青云志》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