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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化多元时代是经济生活对文化直接、全面、深邃影响的时代。

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多元化，决定了影视文化的多元化、全球化。近几年，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速，网络文学、电视作品等文化产品“走出去”取得了不

俗的成绩，我国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的电影市场，但是国产电影在海外市场的表

现不尽如人意。本文主要从法律、制度以及电影消费者等方面通过案例及现象

分析造成我国电影缺乏竞争力的深层次原因，借鉴印度韩国等国电影发展的经

验，提出促进我国电影有效“走出去”的措施。 

【关键词】多元文化；中国电影；“走出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文化也日趋多元化，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与世界各国越来越频繁地进行文化贸易。近年来中国和全球电影

业的发展渐趋一体化，中国电影市场的壮大和中国电影产业的崛起，

以网络文学和影视作品为代表的文化产品也逐渐走出国门。201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国内电影全面勃兴，

银幕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全国电影总票房达 559.11 亿元。然而，同

年国产电影在海外的票房仅仅只有 42.53 亿元，如何促使中国电影

“走出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国产电影发展的现状 

1.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 

2001 年，中国开始院线制改革，电影行业开始走向商业化。

2002 年，《英雄》上映，中国收获 2.5 亿票房，北美收获 537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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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自此开始，中国电影开始快速发展。2012 年以来，全国电

影银幕数量不断增长，尤其在 2016 年，平均每天新增银幕数

量高达 19 块，截至 2018 年 5 月，这一数字变为 56343 块，超过

整个北美地区总和，稳居全球首位，我国成为全球市场容量最

大的电影市场。
①
 

2.IP 经济和粉丝经济退潮，市场回归理性 

2016 年以前“大 IP 加小鲜肉”是票房的保障，到了 2016 年

中国票房仅仅增长 4%，市场开始反思，资本也逐渐回归理性，开

始了注重从电影本身的故事开始寻求出路。回归理性以后，2017

的电影票房表现使得中国电影产业重拾信心，《战狼 2》居国产片

榜首票房获得 56.83 亿的票房收益，以《二十二》《冈仁波齐》为代

表的艺术片能凭质量因赢得口碑，国内电影开始超朝向多元化发展。 

3.市场日趋规范，票房造假现象得到遏制 

2017 年 3 月 1 日，《电影产业促进法》开始实施，这是首部

关于电影产业的法律法规，为中国电影产业的规范有序发展提供

了法律依据和保障。从 2009 年《阿童木》被曝偷票房起，到《叶

问 3》虚假票房事件，电影局多次出击票房透漏瞒报现象，但是屡

禁不止。《电影产业促进法》规定，电影发行企业、电影院不

得制造虚假交易、虚报瞒报销售收入，必须如实统计电影票房。

自《电影产业促进法》实施的这一年来，中国电影确实取得了不

俗的表现，电影市场也更加规范，特别是票房造假现象得到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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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遏制。 

4.观影主体的多元化 

近几年中国电影市场的爆发主要是由于大量新增院线在三四线

城市建立，三四线城市观影人数大量增多。从 2014 年到 2017 年，

一线城市观影人次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19%，而三线城市和四线

城市分别达到了 27%和 35%。②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的进一步提

高，观影人数还会有一个提升的空间。 

观影人数的增加，受众有着不同的地域、教育背景和生活阅历，

观影受众的多元化，对电影的需求也是多元化的。生活在北京和上海

等城市的条件优越的城市年轻人与进城务工人员或者留在小城市及

农村的人相比，观影习惯有着明显的区别。2017 年上映的《前任 3：

再见前任》引起了激烈讨论，“小镇青年”的审美趋向成为了市场关

注的焦点，这也意味着需要细分的电影市场来满足多元化的受众需求。 

    二、我国电影产业存在的问题 

    1.影片内容有待提升，类型过于单一 

   在我国电影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于票房收益，电影行业是高风险

的行业。为了确保电影的收益，投资人一般会趋向于某些类型的电影。

2013 年《致青春》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以后，国产电影掀起了一

波青春怀旧电影的高潮，类似的影片如《同桌的你》《左耳》《那些

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匆匆那年》等等扎堆上映，这样的后

果导致电影类型集中。由于电影的内容雷同，受众选择少，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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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审美疲劳。以今年在国产影片票房前三十部影片为例，喜剧、

奇幻、爱情、动画这些类型占了绝大多数，国产影片仅有《红海行动》

在动作战争以及《幕后玩家》在悬疑犯罪上做了类型上的重大突破。 

2.注重电影的技术的提高，讲故事的能力弱  

近几年中国电影制作向美国学习，趋于国际化的水准，但是

只是关注于特技，特效，音乐制作等技术层面的东西，而全球化

的叙事方式，讲故事的内核却没有深究。2018 年，中国单部影片

的制作成本首次突破 1 亿美元有《阿修罗》、《捉妖记 2》和《巨

齿鲨》。其中《阿修罗》耗时 6 年，投资成本达到了 7.5 亿。因

拍摄期视效环节启用北美团队，筹备期采用全球设计顶级人才以

及制作周期长、团队规模巨大等因素，导致了拍摄成本高，但是

预售票房不足 5000 万，上映三天就撤档了。归其根本，电影没有

体现东方文化的深邃内核，用西洋魔幻语境、西方的人物怪兽体

现东方的故事背景，最终导致影片失败。 

3.法律和制度的不健全  

《电影产业促进法》是中国电影产业的第一部法律法规，这

部以产业促进为宗旨的电影法对电影产业健康发展具有划时代重

大意义。但是其内容还不完善，如讨论良久的电影分级制度还是

没有设立。虽然电影产业促进法规定，电影放映可能引起未成年

人等观众身体或者心理不适的，应当予以提示，但是这种规定不

具有可操作性。今年年初的上映的《红海行动》就因为没有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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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暴力场景，而引起家长的不满。还有关于演员的高价片酬问题，

电影的审查制度等，在这部法律中均没有体现，这些直接影响到

电影的制作成本的高低以及电影能否如期上映这样的风险存在。

如《芳华》因为涉及敏感话题，上映时间一再推后。从目前的现

实情况看，《电影产业促进法》还需要制定、实施诸多更多配套

的法规、政策规定等，来规范和引导电影市场。 

4.“走出去”能力弱，传播影响力小 

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力依然停滞不前，最近几年华语电影在

世界电影市场的占有率很低。曾经的《卧虎藏龙》、《英雄》、《霍

元甲》、《功夫》确实票房不错，尤其是在全球第一大市场北美，

但这些年在海外电影市场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影史票房前五的《战

狼 2》(56.7 亿) 、《红海行动》(36.5 亿) 、《美人鱼》（33.9 亿）、

《唐人街探案 2》(33.9 亿) 、《我不是药神》（30.9 亿），在海外市

场也不太理想。 

同是亚洲国家的印度电影产业的“走出去”要明显好得多。

印度的电影的出口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英国和北美是印

度电影最大的海外市场。③十年前，印度电影的海外市场占它全部

收入的 20%，现在已经发展到 35%-45%，除了票房，海外版权收入

中还有 5%的电视版权和 5%的音乐版权。《摔跤吧！爸爸》，北美

票房 1239 万美元，《巴霍巴利王 2》北美票房近 1618 万美元，

分别排在外语片北美票房榜第 20 位和第 13 位。《摔跤吧！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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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获得 12.9 亿的票房收入，《神秘巨星》在中国获得 7.4 亿

票房，高品质为印度电影赢得了国际市场。 

三、增强电影产业“走出去”竞争力的建议 

1.电影分级制度亟待建立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如美国、英国、日本、香港等都有完善的电影

分级制度。电影分级制度指把发行的电影根据包括性爱、暴力、毒品、

粗俗语言等在内的成人内容将其划分成特定级别，并给每一级规定好

允许面对的群众群，以便区分其面向观众，起到指导未成年人看片的

作用。韩国是在 1998 年建立电影分级制度的。电影按照全民、12 岁

以上、15 岁以上、18 岁以上的 5 个等级划分可以观看和限制放映(19

岁以上可以观看)的标准，每部电影的等级由民间组成的“影像物等

级委员会”进行评级。④分级制度分级制度一方面保护不同年纪的观

众，建立健康的电影市场，另外一方面，也给了电影人一定的创作空

间，根据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拍不同类型和尺度的电影。公众的多元化

需求和电影创作者创作空间得到极大满足。 

在中国大陆电影分级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而采用审查制度。审查

制度是由国家广电总局成立电影审查委员会，制定出相应规范和标准，

并在审查过程中对不符合标准的电影片段进行删减，严重“违规”者

甚至会被拒绝发行。其标准是按照一般民众的接受能力制定的，并为

将成年人和未成年区分开来。其结果出现了受众经常在电影院欣赏到

被删得支离破碎的影片。或者影片因为涉及到某些内容而不能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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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迎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改革解放了人

们的生活模式，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模式，当下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

思想观念更加多样化的转型时期，人们思想变得更加开放，对电影作

品欣赏的多样化需求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更加

迫切地希望欣赏到各种不同内容和风格的影视作品。现行的电影审查

制度已经不能够满足电影产业发展了。  

    2.关注当下和现实的题材 

    印度电影能够有一百多年的长足发展，成为全世界电影产量

最大，并赢得了国内外市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贴近观众接

受心理的叙事传统。印度种族间的不平等, 性别歧视、教育体制, 

社会法制等都比较突出。针对此, 一批关注并大胆质疑一切不合

理的社会现实的优秀电影开始涌现。票房占据排名前列的几部电

影就是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关注现实是取得成功很重要的因素

之一。如《我的名字叫可汗》展现在 911 事件后穆斯林与西方社

会的融合和冲突,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揭露阶层差别和下层人

的生活境况, 《三傻大闹宝莱坞》质疑教育制度, 《我的个神呀》

借助外星人质疑宗教和神灵,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用人性的闪

光点战胜了国家、宗教、制度、种姓的隔阂, 《起跑线》反映表

现中产阶级的对于教育的焦虑。⑤印度电影中进入我国的电影中，

如《摔跤吧！爸爸》《起跑线》《神秘巨星》《厕所革命》都是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影片《摔跤吧！爸爸》不仅在本土票房和口

碑双双不俗，在海外也表现不俗，尤其是在中国，它的票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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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超过了本土的票房收入，并在中国、美国等海外市场产生了

轰动效应。这是一个讲述父亲培养女儿的故事，叙事节奏和镜语

控制非常成熟，从观众在欣赏过程充满了矛盾解决后的欣慰和情

感共鸣的喜悦。 

   近年来，我国关注现实主义题材佳作少见，中国电影导演或刻意

地回避或者缺乏足够的能力把握现实题材。如果将注意力放在日常生

活之中, 寻找有趣的人物和故事, 以一种人文关怀的立场,描绘和阐

释底层人群甚至是边缘人群的生活状态，这样的电影还是很有市场的。

如今年暑期上映的《我不是药神》源于真实事件，陆勇案喧嚣一时，

这部电影以此事为基础做了戏剧化的改编，直击社会的痛点。影片讲

述了神油店老板程勇从一个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商贩程勇，一跃

成为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独家代理商的故事。该片上映期间获得了

30.7 亿的票房，豆瓣评分达到 9.0。今年 9 月，该片获得第 42 届蒙

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剧本奖。是什么使他在国内获得了

高票房和好口碑？它关照现实，虽然悲凉，但是体现真与善，它拍出

了中国大多数电影所不敢触碰的领域。 

    3.坚持普世的价值取向   

    中国电影“走出去”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文化折扣”问

题。如何减少文化折扣现象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关键所在。电

影消费从本质上说是内容消费, 折扣产生的根源也在于内容的不理

解。所以从文化资源中寻找反映普世价值的影视题材、提升影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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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外国观众提供多元化类型的中国电影, 才容易被观众接受。

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能取得成功是亿万中国人对它价值观的

认同。印度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多信仰的国家，文化多元造就了

电影题材的多元化，无论是反映教育、宗教信仰、性别歧视还是贫

富悬殊等题材的电影，都是体现普世的价值观，最求的是善是美，

所以印度电影不只是在国内有良好的国内市场，在国际上也有良好

的观众基础。 

    4.加强消费者的引导和培育方面 

在消费时代,观众作为消费者, 更倾向于选择通俗化的, 具有较

高娱乐和消遣价值的产品。商业娱乐电影,通过文化娱乐消费,一方面

释放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种种忧虑、不安、焦躁和迷惑,另一方面也

通过共享的娱乐文化进行情感交流、身份认同、价值建构。⑥电影生

产者为了追求利益，生产出大量可复制的, 粗浅的影视作品,这也就

导致了国产电影的过度娱乐化，甚至还出现了庸俗化。 由于精神内

蕴的欠缺，对时代现实的深层次的思考的电影电影少之又少, 观众在

得到消遣之后不必再对电影进行思考。电影在消费时代将自己定位在

了商品之后 “文以载道”的精神品格不复存在。电影在满足消费大

众从电影中享受到快乐、愉悦的同时，也要肩负起对于提高公民素

养、提升大众审美能力、完善个体人格的确担当着一定的责任。

因此, 在尊重观众的同时,让我们的电影产品传达真善美，引导

和培育具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趋向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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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综上所述, 我国电影产业近年来虽然在产量及票房收入方面取

得了良好的态势, 但在“走出去”方面却不理想, 要改变这种状态，

需要政府完善电影产业的政策法规，特别是建立电影分级制度有利于

为电影产业发展提供有序的健康的发展环境。电影生产者多多挖掘现

实生活中的题材，传递普世的价值观，丰富电影的题材和类型，满足

观众的多元化需求。同时，在要加强观众的培育和审美引导，才会使

更多非商业的电影有更多的接受群体，电影投资和创造也会朝着多元

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电影只有电影的内容丰富多元、讲故事的能力加

强，才能更好的“走出去”。 

 

注释： 

    ①徐潇.中国电影工业化之路怎么走[N].工人日报 ,2018-07-25 

    ②中国电影如何脱困 ？破局钥匙在票房之外[EB/OL].（2018-09-19）[2018-9-

25].http://www.chinafilm.com/hygc/6253.jhtml  

    ③ 冯洁.影视媒介“次流向”对文化霸权中心的消解——以影视贸易文化软实力为例

[J].当代电影,2012(6) 

    ④ 韩国冲击波“震荡”中国电影 [EB/OL].（2004-10-09）[2018-10-2].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527726&boardid=26 

    ⑤ 秦岭，郑杰.国产电影的审美预期——以印度电影为参照[J].新世纪剧坛,2018(9) 

    ⑥ 尹鸿.建构小康社会的电影文化——中国电影的新生代与新力量[J].当代电

影,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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