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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院调查

烟台的电影院目前大多
集中在芝罘区，这个区域现在
有8家影院，数量是其他五区
总和的一倍。有人说，港城影
院扎堆是一种资源浪费；也有
人说，这样其实更方便市民。

烟台的现行电影票价有
人嫌高，有人嫌低，但究竟多
少合适，没有一个能被一致认
可的结论。喊高的影院一边挂
着五六十元的票价，一边大力
发展会员或团购力量，对顾客
执行半价甚至更低的政策。而
喊低的影院，则对力度空前的
团购策略不以为然。

港城的影院究竟是个什
么状况呢？记者近日进行了

一次较大范围的调查。结果
发现，烟台的影院布局和票
价策略，其实是市场各方参
与者的自愿选择。

在一个工作日的早上，
记者来到世茂欢乐影城。上
午近10点，首场电影即将开
演，然而售票大厅内却十分
冷清。记者通过前台的电子
屏看到，加上记者刚买的这
张票，影城一共售出6张票，
其中当天的首场电影仅售出
3张。影片开演后，放映厅内
孤零零地坐着三个人，一度
让记者怀疑这里正在放映个
人包场。

随后几天，记者走访了

芝罘区的其他几家影院，发
现情况大致都是如此。早场
电影无论票价定为多少钱，
观众都不是很多。

记者了解到，为了争取
到更多的观众，这些影院可
谓使尽了浑身解数。有的以
低价吸引人，有的大拼硬件
设施，有的则在细心服务等
软条件上大做文章。而且有
意思的是，市场参与者们似
乎一致看好芝罘区这个“大
蛋糕”，纷纷将目光瞄向这
里。

在这场比拼中，价格无
疑是最重要的手段，似乎所
有能想到的办法，都已经被

影院们采用。尽管大家普遍
采用，但业内还是有不同的
声音。莱山区唯一一家影院
大地影城的营业部陈经理就
忧心忡忡，认为部分影城的
大肆压价属于恶性竞争，如
果任由发展，会毁了烟台的
电影市场。令这位陈经理更
担心的是，国家对这种恶性
竞争似乎并没有什么硬性措
施予以规范。

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前段时间，国家广电总局电
影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
电影市场票务管理的指导意
见》，要求各地分别制定电影
票价指导价格，其中会员票、

团体票的价格不得低于影院
挂牌价的70%。虽然是征求意
见稿，但“限折令”一出，舆论
一片哗然。

就在最近几天，张艺谋、
冯小刚等6位全国政协委员在
联名提案《加强对电影产业支
持和整顿》中，也对“限折令”进
行声援，再次引起热议。

面对这一动态变化，港
城各影院迅速表态。有的支
持“限折令”，更多的则持怀
疑、观望态度。支持方认为能
保护这个市场，怀疑方则担
心会把刚刚拉进影院来的观
众再次撵出门去。

“前些年电影业不景气，

现在好不容易有点回暖，为
什么要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市
场竞争？”一位影迷说，他之
所以走进影院，无非是图个
会员、团购的实惠。如果票价
上调，他会用脚投票，不再踏
入影院。

向左还是向右？这是一
个问题。

但是，摆在港城电影业
界面前最需要回答的问题却
是：芝罘区影院扎堆真的是
非理性选择吗？现行的低票
价真的是恶性竞争吗？“限折
令”真能保护市场吗？

三个问题关乎所有影院
的生计，答案却五花八门。

早场电影屡演“个人包场”
港城影院市场走向何方？问题关乎生计，答案五花八门
本报记者 李娜 王敏

广电总局电影局的“限
折令”正透出一个强烈的信
号，港城影院的参与者都面
临着三个迫切需要答案的
问题：芝罘区影院扎堆真的
是非理性选择吗？现行的低
票价真的是恶性竞争吗 ?

“限折令”真能保护市场吗？
三个问题关乎港城影

院的生死存亡，答案却五花
八门。

55日日，，一一位位市市民民正正在在一一家家影影城城购购票票。。持持会会员员卡卡看看电电影影，，
目目前前一一般般都都在在2200元元左左右右，，团团购购票票价价则则会会更更低低。。李李娜娜 摄摄

对于国家广电总局电影
局前段时间发布的“限折令”，
港城的各影城态度不一。记者
调查发现，目前在团购方面，新
世纪影城百盛店和老牌的艺
都影剧院都选择了拒绝，他们
一般都直接采用5折票价。而深
港国际影城、世茂欢乐影城、鲁
信影城的优惠力度却非常大。

烟台电影公司艺都影剧
院的工作人员王一帆说，“限折
令”只是一个指导意见，从长远
来看，对影院的长期发展有利，
但限定价格目前不可行。

深港国际影城的负责人
苗经理对“限折令”也不认可。
在他看来，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想赢得顾客，必须考虑顾客
的承受能力。供求之间的力量
均衡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价格
不能一刀切。作为影院，当然
都希望高票价、高上座率。但
问题是，票价高的同时，谁也
保证不了上座率。

深港国际的调研资料显
示，烟台市民目前能够普遍接
受的票价在25元以内。苗经理
认为，如果坚持僵化的定价政
策，空着的放映厅一样要交租
金，那样还不如利用低票价吸
引市民前来观影弥补一部分成
本。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种优
惠，影院能为自己培养忠实的
顾客。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烟台作
为三线城市，人们在精神文化生
活方面的投入还处于起步阶段，
烟台的电影市场需要走一段薄
利多销的路，这对全国其他三线
城市而言也是一样的。一个“限
折令”，无法帮助他们完成这个
漫长的过程。规范市场是件好
事，但对于电影票的价格，不
能用行政手段约束，价格应当
在公开公平的竞争中形成，

“限折令”不是对市场的保护。

“限折令”

真能保护市场吗

影院扎堆

真的是非理性吗

2010年下半年，深港国际影城
和世茂欢乐影城先后进驻烟台。第
二年，新世纪影城阳光100店和鲁信
影城也相继开业。

不到两年时间，芝罘区新增了
4家影城。加上原先的艺都、大光
明、新世纪百盛店和东方电影院，
芝罘区已经聚集了8家影城。壹佰
货商场、世茂百货、振华、百盛……
几乎每一个市中心的商场，都对应
着一座影城，港城市中心的电影院
急剧扩容。

影院扎堆开，真的是投资方的
非理性选择吗？

一位在艺都影剧院工作了6年
的工作人员说，8家影院已超出现有
需求，这从8家影城的经营现状都不
乐观便可略见一斑。目前的烟台市
场，除了周末看电影的人会多一点，
工作日的上午场都很冷清，两三个
人看一场电影的情况经常出现，有
的影城一天甚至卖不掉10张票。

然而，新开的影城并不这么看
待烟台市场。山东鲁信影城有限公
司烟台分公司总经理王尔祥说：“从
数量和区域来看，烟台影城的确很
集中。但现在是培养烟台市民观影
习惯的阶段，烟台的潜在市场其实
是非常大的。”

王尔祥认为，影院密集或者说
市场饱和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按照
银幕数来算，芝罘区的8家影院大约
有60块银幕。而芝罘区人口有80多
万，1万余人共用一块银幕，这个比
例不高。如果将芝罘区的30万人培
养为有观影习惯的人，就算他们每
个月看一场电影，平均分配到几家
影院，在收益上也会非常可观。

鲁信影城在进驻烟台之前曾做
过市场调查，当时的数据显示，烟台
每个月的观影人数只有5万人次。相
对于80多万的人口而言，潜在的市
场还很大。

王尔祥说，现在的烟台市场就
像5年前的济南。看电影毕竟是一种
生活习惯，不是生活必需品。只有在
价格适中的情况下，大家才会养成
观影习惯，才能培养起新市场。

票价低廉

真是恶性竞争吗

2011年下半年，深港国际影城
“6元看大片”的宣传占据了芝罘区
的多条交通主干道，并很快引起烟
台电影市场的团购低价风暴。

当时正值《金陵十三钗》上
映，正常票价为60元。就在其他影
院 的 会 员 享 受 半 价 看 电 影 的 时
候，深港国际却率先“发难”。通过
团购网站，市民可以花 1 6块钱来
看这部影片。

团购低价风暴持续至今。现在
在搜索引擎上输入“烟台电影团
购”，马上会弹出世茂欢乐影城、省
港国际影城、鲁信影城、新世纪阳光
100店的众多团购信息。“拉手网”、
“糯米”、“窝窝”等团购网站的页面
上也不乏团购影票的链接。影票价
格特别亲民，多数在2至4折之间，原
价60-80元的电影，一般花20元左右
就可以观看。

新世纪影城的一位工作人员
说，现在的影院在硬件设备上有差

别，但不大，所以市民当然会更青睐
票价便宜的影院。

“影城多了，团购多了，票价就
下来了。”深港国际影城的一位苗姓
负责人说，这就像市场上供应的其
他商品多了，价格会下落一样。

这个观点得到烟台多家影城负
责人的认可，团购就像是一股不可
阻挡的潮流，正在将这些影城推进

“风暴”之中。
王尔祥说，电影的低票价实际

上是逼出来的。像《阿凡达》那样的
电影毕竟不多，因此电影市场也有
淡季和旺季。年后的3-5月份是淡
季，这个季节一般不会有大片上映，
新片也不多，电影院只有通过各种
优惠策略来赢得顾客。同样的影片，
低票价更能吸引市民前来。这是一
个选择的过程，消费者在选择最适
宜自己的观影场所，影院也要努力
迎合这种选择。

在大家一直看好烟台巨大的
潜在市场时，全部影城都盈利显得
很不现实。为了占有未来更多的份
额，全行业微利经营，比拼实力才
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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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烟台影院市场三问
竞争给市民带来实惠的同时，也给影院带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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