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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期档静悄悄：
电影行业时代变了吗？

每年暑期，都是电影行业的重要

日子。对于各大院线而言，暑期档上

承春节五一，下接国庆跨年，堪称行

业一年的腰部时间。往年，这也是爆

款频出的时间段，单片产出的绝对值甚

至能超过火爆的春节档。例如2017

年《战狼2》拿下57亿，至今雄踞国产

电影票房榜榜首；2018年，《我不是药

神》《西虹市首富》分别拿下25亿、31

亿；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斩获

50亿，位居榜单第二，直到今年春节

才被《你好，李焕英》反超。

而反观这个暑期档，已经过去了

几乎四分之三，但除一部《中国医生》

勉强超过10亿之外，其余都表现平

平。从各种角度来观察，这似乎都是

近年来最疲软的一个暑期档。但细究

其产生的原因，却似乎并不能仅仅归

咎于疫情一个因素。

目前，8月过去了一半，但由于多部大

片接连撤档，刚刚过去的七夕小档期也创

下2015年以来的最差纪录。梳理过往数

年间的暑期档票房，发现除遭受疫情冲击

最为严重的2020年外，今年暑期档的表

现甚至比2014年还糟糕，几乎直追2013

年的水准——须知2013年全国银幕总数

才1.8万块，而2020年全国银幕总数已经

达到7.5万块。

其实今年早些时间，市场情绪还是蓬

勃向上的。春节档创下 78.42 亿票房纪

录，让不少从业者一度喊出了“全年800

亿”的振奋口号。紧随其后的清明档和五

一档，也都分别迎来了小爆发。清明档凭

借《我的姐姐》和《哥斯拉大战金刚》，短短

三天吸收8.2亿票房。而五一档虽然十来

部影片扎堆，但在《悬崖之上》《你的婚礼》

带领下，档期总票房达到了16.73亿。两

个数字相比2019年同期都有明显增加。

短暂的热闹，让不少从业者一度觉得

市场情绪得到了回归。但很快，热闹就被

冷寂取代了。“本以为市场情绪回来了，结

果才发现，这就是一场回光返照。”8月初，

北京一名院线从业者无奈表示。尽管当天

有《怒火·重案》《盛夏未来》两部看起来还

不错的影片坐镇，但上座率还不到10%。

而随着自然灾害，乃至全国疫情的反

复，多地限制了影院上座率，或者干脆直

接将影院关闭，使得市场的低迷情绪进一

步加剧。首当其冲的是郑州。7月20日

的暴雨导致城市内涝，当地不少电影院设

备浸水受损，被迫关停。7月27日，受疫

情影响，南京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严格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第6号）》，此后南京

市区影院全面停业。

8月6日，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官方微信发布《关于继续暂停开放全市部

分文化旅游场所的公告》，要求全市KTV、

网吧、电影院、A级景区、公共文化场馆、

城市书房等文化旅游场所继续停止开

放。同日，国家电影局发布通知，低风险

地区电影院上座率不得高于75%，中高风

险地区电影院暂不开放。

有业内人士认为，照此趋势，已停业

的影院在8月底前都很难恢复营业，上座

率限制也不会解除，再加上多部潜力影片

的撤档，2021年的暑期档可以说已经提前

宣告结束了。

反复的疫情 疲软的内容
但能将糟糕的市场表现全部归咎于疫情

吗？其实不然，冷风并非是临时刮来的，萧瑟

之前，早有预兆。春节档到五一档的火热，让

不少电影片方大感振奋，纷纷将影片上映时间

提前，试图迎合反弹的观影需求。于是端午档

也和五一档一样，十来部影片扎堆上映，但最

终创造的票房总量却还不及2019年同期的

60%。这和优质内容的缺失有关。虽然端午

档影片多，但都是中小体量，产出的票房最少

的只有数百万，表现最好的《当男人恋爱时》最

后也仅报收2.64亿。

端午档是暑期档的开头，某种程度上算是后

者的风向标，其低迷态势令无数从业者暗暗捏了

把汗，后续的发展果然也印证了人们的担忧。梳

理暑期档票房发现，档期内，除《中国医生》超过

10亿大关，达到13亿元外，接下来表现较好的是

仍在上映的香港警匪片《怒火·重案》，主旋律片

《1921》和动画电影《白蛇2：青蛇劫起》。再往后

的电影，也都只有2~3亿的量级了。

某电影公司资深制片人表示，上述几部电

影质量虽然都在及格线上，但在调动学生群体

观影热情方面，其实都有些不够。“暑期档最重

要的票仓就是学生。但主旋律影片抓学生的

能力不强；《怒火·重案》太老套了；《青蛇·劫

起》制作水平还行，故事乱糟糟的；至于青春

片，像《燃野少年的天空》这种，目标观众群其

实不是现在的学生，是已经参加工作的人，再

说歌舞片这一类型国内本来也没多少受众。”

在该制片人看来，往年能够无差别调动

人群观影情绪，并且拿下大量票房的，只有

喜剧、战争片、社会话题片、国产动画片、好

莱坞进口大片这几个品类。但由于美国疫

情的影响，好莱坞大片整体供应不足；如《我

不是药神》一类的社会话题片也不存在稳定

的生产机制；动画片方面，今年的《白蛇 2：

青蛇劫起》《俑之城》《贝肯熊 2：金牌特工》

等全部加在一起，也抵不上 2019 年《哪吒》

的六分之一；喜剧方面，继《你好，李焕英》后

倒是出现了不少，质量却越来越差，宣发力

度也跟不上。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了

如今这种寡淡无味的局面。

唯一的希望在于战争片。于是从业者们

都在翘首期盼《长津湖》，但在其正式官宣撤档

后，这一希望便也化为了泡影。截至发稿，

2021年全年总票房刚刚超过320亿。而此时

距离年底只剩下了不到5个月。无论是春节

档后业界一时振奋喊出的800亿，还是随后下

调的600亿预测，目前看来都是遥遥无期。

时代变了吗？
其实，疫情和内容供应都只是短期因素。相比之下，更

令从业者们担忧的，还是新一代观众观影习惯彻底发生了

改变。根据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数据，2017~2019年期间，我

国观影观众的年龄在逐渐增长，30~34岁观众成为新观影

主力人群，2019年，我国平均观影年龄首次达到了29岁。

在此基础上，有媒体提出了“00后不再看电影了”的论点。

其将电影拆分为获取内容+社交两大需求。而对于两者，电

影院都面临着时代更迭带来的新对手：获取内容方面，有电

视、流媒体等多种渠道；而在社交方面，剧本杀、密室等业态

的出现，也让影院不再具备独家优势。

因此，不少悲观的业内人士做出了判断：如果说去年的

疫情对于影视行业来说是一场突发性休克，如今则更像是

一次“慢性死亡”。无论这一判断是否准确，在没有大片加

持的日子里，单个影院人流量的下降的确是肉眼可见的变

化。这一趋势在非一线城市表现得更加明显。

湖南长沙一名影院经理对记者回忆，他刚入行是在

2014年，彼时各地都在兴建新商业复合体，而影院和电玩城

是商场内几乎唯二的娱乐形式。再加上当时电影票务平台

蓬勃发展，动辄进行大力度票补，一张电影票价常常低至四五

元钱，使得影院人流量颇为可观。人流量也带动了映前广告的

招商，广告范围从快消到电子设备再到汽车，观众入场后往往

要被迫看上至少10~15分钟。但现在，映前广告寥寥无几，除

了即将上映的电影预告片花絮之外，就是消防知识普及。

如今，他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对影院日常的防疫消杀工

作进行管理，并给为数不多的观众们扫码健康宝、测体温。

在他看来，电影行业正在逐步同外界附加其上的光环剥离，

平均收入会回归到“比当地人均GDP还低一些”的水平。但

也有人仍保持乐观。北京中环春天影管公司董事长王征认

为，目前行业面临的困难，是“短暂的常态”。这两个词看似

矛盾，却能精准地反映行业面临的困境的性质。

“所谓流媒体，包括一些小屏幕，永远没有办法代替影

院。电影院提供的仪式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在王征

看来，观众其实并没有被流媒体带走，而是现在的优秀影片

太少了。有行业分析人士指出，大多数影院的困窘，主要在

于非票收入方面也完全依赖观影人次。而当观影人次下

降，卖品上不去，广告招商也减少，两部分收入就一起崩

塌。王征认为，破局的关键，在于降低非票收入对观影人次

的依赖，因此从2015年开始，中环影城就在不断尝试，在影

院内搭配新的业态。最终确立的是两个大方向：咖啡餐吧

和健身房。

“搭配的业态一定要本身就是成立的，可以自己造血。

和电影院融入到一起不会增加新的租金成本，能在同样空

间里提供给年轻人一些新的体验和感受，对人群的流量价

值进行二次、三次开发。”王征说。“那些所谓大数据，它只能

代表过去某一瞬间存在的东西，不一定能代表一种趋势。”

王征认为，考虑到国家文化复兴的整体战略，从更长时间维

度来看，电影市场还是会不断向好。

■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石若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