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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菏泽泽院院线线经经济济走走出出““沉沉闷闷期期””
┮经过三四年市场培育，菏泽市民逐渐认同院线消费
┮本土老电影院将换装重新上阵，菏泽真正进入数字影院时代

20世纪70年代前后，电影成为

继戏曲之后菏泽人民最为喜爱的娱

乐项目，菏泽市区最多同时运营着

十二三家电影院，在《朝阳沟》、《红

楼梦》等热门电影上映时，位于东方

红大街的红旗影院2000多个座位都

难以满足市民需求。

然而随着电视、VCD、录像厅等

新兴娱乐的普及，电影院逐渐淡出

菏泽市民视线，在几年的电影院空

白期后，直到新世纪影城、横店影院

入驻，才开启了菏泽数字影院时代。

而目前，菏泽全市拥有12家数字影

院，菏泽城区老牌影院人民剧院也

将重装上阵，以数字影院的形式回

到百姓的日常娱乐中。

曾几何时，菏泽影院如人民
剧院、中华影剧院、牡丹影院、红
旗影院等，20世纪70年代，各大
影院分别占据市区黄金地带，不
仅为菏泽人的文化生活增添较
多乐趣，更形成了影院经济的有
生力量。至20世纪80年代，菏泽
市区电影院达到鼎盛期，最多

时同时运营着十二三家电影
院。

“那时有句话：不来百货
大楼，不到红旗影院就不算来
菏泽，”菏泽市牡丹区电影公司
退休职工郭先生告诉记者，当时
电影院可以算是菏泽地标之一。

“有好电影上映时，2000

多个座位坐满之后，过道上还
要站满人。”回忆起20世纪70
年代的电影院，红旗影院的退
休职工吴女士说，1960年到
1986年，在她工作的27年间，
电影院一直很红火。

吴女士说，20世纪80年代
一张电影票2角钱，相对一月

30多元工资，电影票钱与工资
的比率与现在相差不多，但是
看电影的人非常多，还有单
位、学校包场来看电影，那时
看电影是菏泽人休闲娱乐主
要方式之一。

然而，随着电视机、VCD、
录像厅的普及，市民休闲娱乐

的选择突然多起来，相对更加
方便的电视，电影院逐渐淡出
人们的视野。

2000年后，红旗影院、牡
丹影院、中华影剧院相继停
业，菏泽电影院开始长达数年
的空白期。

在老牌影院纷纷停业，甚
至等待拆迁之时，经过三次改
制成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体
制的牡丹区人民剧院则是主
动出击，探求菏泽老牌影院的
新出路。

进入人民剧院的影厅，已
不见当时1500余人观影大厅，
而是改成3 0 0人的数字放映
厅。“一开始人民剧院没有电
影，是1973年翻建后增加了电
影院，后来是戏曲与电影轮着
表演、放映。”人民剧院书记刘
丰山说。

与其他影院不同，企业管
理体制的人民剧院多了些创
新与魄力。20世纪90年代，菏

泽电影院市场经营已不复繁
荣景象，而众多外国大片让单
纯放映国产电影的影院受到
更多冲击。

“当时有一个机会，是放
映《泰坦尼克号》，但是片租要
求21万元，并且只能放映7天
时间。”刘丰山回忆说，那时影
院经营一般，投资20多万放映
一部外国片风险很大。“最后
我们决定挑战一次，让所有职
工到其他单位宣传，希望他们
来看电影，结果我们成功了，
挣了20多万元。”

也许是这次成功经验让
人民剧院有了信心，他们更
易接受数字电影的新模式。

2005年，开始投资900多万建
数字影院。“我们重新装修，
新建两个放映厅，300座厅和
60座厅，2008年影院竣工，年
底正式开业，但经营情况一
般 ，后 来 由 于 各 种 原 因 在
2012年停业。”

而现在人民剧院，又从3D
数字影院包间入手，投资建立
含8个包间的3D数字影院。“我
们计划再引进一条院线，将数
字影院开起来。”刘丰山说，人
民剧院有着丰富的群众底蕴，
并且政府对文化投资逐渐倾
斜，他相信人民剧院可以为菏
泽市民重新带来好的娱乐享
受。

老牌影院寻求出路，欲引进数字院线转入市场化竞争

2009年后，菏泽院线经济
的空白终于被填补。新世纪影
城和横店影院的相继入驻开
启了菏泽数字影院时代，而开
业以来两家影院逐年上升的
票房和观影人数，代表着菏泽
观影市场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影城，大幅的
电影海报和高端的装修风格，
让市民感到与传统影院风格的
不同。数字影院更追求年轻人
的品位，影院设计也更加时尚。

“2009年9月影院开业，第一年
其实是亏损的。”新世纪影城市
场部经理张栋说，当时菏泽观
影市场并不好，经过长期空白

期，很多市民一时很难接受花
钱看电影这种休闲方式。

经过近两年市场培育，不
只是年轻人，很多中年人也开
始步入影院，甚至一些老年人
逐渐接受电影这种娱乐方式。

“2011年开始，陆续有些广告
主动找上门，还有建行、中行、
联通、电信等公司来找我们合
作。”张栋说。

与新世纪影城一样，横店
影院也是看中菏泽的人口优
势，将菏泽作为横店影院在山
东的第一站，但开业三年，横
店影院并未完成三年保本的
公司要求。“目前我们拥有1。5

万余名会员，按会员来说影院
生意应该还可以，但是会员的
消费次数达不到预期。”横店
影院负责人徐经理说，有些会
员每月都来看电影，也有会员
可能一年才来一次。

张栋告诉记者，票房收入
并不代表影院收入。“票房收入
中，电影片方要分50%，5%缴纳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3 . 6%缴纳
本地营业税，剩下的才是影院
收入。”徐经理认为，每年保持
20%的增长幅度，2015年影院投
资将收回，然后进入盈利时期。

数据统计，截至11月底，
两家影院达到850余万元票房

收入，与去年相比有15%-20%
的增长。徐经理认为，根据每
年逐渐增长的票房收入与观
影人数来看，菏泽观影市场在
慢慢发展，“现在菏泽的电影
市场处于发展初期，观影市场
还有一些潜力可挖，我们两家
影院最大的目标是要共同培
育观影市场。”

而现在，新世纪影城与横
店影院都有再投资一家数字影
院的打算，并可能引进IMAX、
DMAX等观影效果更好的电影
放映系统，徐经理说，投资新影
院的最大问题在于影院建设的
高度要求。“IMAX影厅高度最

少15米，但是找不到愿意建设
的开发商。”

而投资新影院面临的另
一问题则是，影院的发展与周
边的经商环境相互影响。如果
影院建立在集购物、餐饮、娱
乐于一体的商场之中，周边环
境带动的人气将直接影响到
影院的经营。“现在在找适合
的场地。”张栋表示。

据了解，目前菏泽八县两
区拥有12家数字影院，菏泽正
式进入数字影院时代，而新苏
天美商场明年将引入高端数
字影院，菏泽市民的观影享受
将会更加丰富。

数字影院时代到来，菏泽院线市场还需培养

四十年沉浮，菏泽影院从鼎盛期到空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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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着老式播放机和胶片电影，刘丰山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年人民剧院的辉煌。

新世纪电影城先进的数字电影播放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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