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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协报告：

中国电影新的黄金十年序幕拉开
据新华社 2015 年中国生产故事

片 686 部，其中院线上映 320 部，比
2014 年上映 259 部有大幅增加；共有
48部国产影片票房过亿元，比2014年
的36部增长了33％……

由中国影协、中国文联电影艺
术中心 25 日在京举办的 2016 中国
电影发展论坛上，《2016 中国电影产
业研究报告》《2016 中国电影艺术报
告》发布。两份报告指出，2015 年国
产电影显示出创作生产活跃和质量
提高，为中国电影新的黄金十年拉
开了序幕。

国产电影丰富性和多样
性凸显

据《2016 中国电影艺术报告》显
示，2015 年的中国电影，呈现了小康
社会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一方
面为观众提供文化娱乐；另一方面
也为观众提供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
对共同价值的认同。这一年的中国
电影，在主流的商业娱乐电影以外，
出现了许多风格、形态、题材、主题
和诉求各异的影片，构成了 2015 年
中国电影前所未有的文化多样性和

丰富性。
2015年，中国的商业娱乐电影在

与被看做好莱坞大年的进口电影的
竞争中，体现出超出预期的竞争力，
出现了《捉妖记》《寻龙诀》《夏洛特烦
恼》《煎饼侠》《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港囧》等一批主流商业影片；同时也
出现了《狼图腾》《刺客聂隐娘》《山河
故人》《十二公民》《烈日灼心》《解救
吾先生》《老炮儿》以及纪录片《喜马
拉雅天梯》这样风格独特、创作严肃
的多样性电影，而《闯入者》《师父》

《一个勺子》《心迷宫》等影片也一改
常规类型片模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
创作个性。

“可以说，2015 年的中国电影，
是电影产业化改革 13 年来类型最为
丰富、风格最为多样、特色最为鲜明
的一年。”报告称，《捉妖记》标志着
中国幻想类电影开始被主流观众所
接受并成为国产电影的重要力量；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标志着中国原
创动画电影开始真正成为全年龄段
可接受的电影类型；互联网文学、视
频、游戏 IP 开始成为中国电影题材、
类型的宝库。

中国影协理论评论委员会会长
尹鸿认为，虽然这一年中国电影仍然
很难找出那种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
振聋发聩的杰作、巨作，但显示出中
国电影的文化表达、艺术创作、类型
完善、风格建构、美学探索方面的自
觉和努力。

“工业化”“IP热”“小镇
青年”成年度热词

《2016 中 国 电 影 产 业 研 究 报
告》指出，“电影工业化”成为中国
电影年度关键词。中国电影要“走
出去”，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
按工业化体系生产大片是要素之
一。所谓“中国式大片”也可称之
为“重工业”，即“大投入、大制作、
大营销、大市场、大影响”的高概念
电影，不仅要体现中国精神、中国
文化及中国传统，同时也要是高新
技术格式的产品，拥有能够融入全
球，让世界观众得以分享的普世价
值观。而《捉妖记》《寻龙诀》展现
了“中国式大片”的具体形态。未
来五年，中国电影发展将由规模速
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努力探索

建立中国电影的工业体系，打造一
批有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式大
片”就是目标。

据统计，2015年根据各种IP改编
的电影有20多部，正在改编的电影则
数以百部。IP 转化的热潮几乎影响
到中国电影的方方面面，电影艺术创
作的诸多特征都可以在 IP 转化上找
到源头。

此外，2015年国产电影还有一个
重要现象，是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
特别是普通的青年人成为了电影的
主角，小城镇和城市里的非典型性都
市场景成为主要故事空间，草根当
道、人在囧途，成为众多电影表现的
共同特点。

电影新力量推动中国电
影代际交替

2015 年，《煎饼侠》《西游记之大
圣归来》《夏洛特烦恼》《滚蛋吧！肿
瘤君》等一批现象级电影，几乎都是
青年导演的作品，即便《捉妖记》的导
演许诚毅从年龄上看不是年轻人，但
对于中国大陆电影来说却是一个地
道的新人。

对此，两份报告认为，随着互联
网企业全面进入电影行业，互联网
那种网状黏合的特点，促成了能够
具备互联网基因的电影新力量的迅
速崛起。

2015 年中国电影新生代创作群
体的表现亮眼，越来越多跨界导演的
电影作品收获了较高票房。一批“70
后”甚至“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电
影人开始成为电影创作力量的主流，
他们善于结合IP，融合当下互联网文
化，以创作思维与话语方式，吸引更
多年轻观众走进影院，展现了他们对
不同题材类型作品的创作拓展能
力。一大批新生代电影人的作品，成
为了电影票房的领头羊，通过观众的
选择，确立了新生代成为新力量的历
史地位。

“电影观众、电影市场、电影美
学等的改变，催生出来了中国电影
的新力量。”尹鸿说，随着大数据、
粉丝、社交化等因素对电影的影响
越来越强，电影如何在满足大众文
化 消 费 需 求 的 同 时 ，坚 守 文 化 底
线，将是对电影新力量未来发展的
考验。 ■史竞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