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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倪自放

此次15家受到惩处的违规影
院全部集中在二三四线城市，山
东省所属影院最多，这是否说明
山东是“偷票房”的重灾区？一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影院人士表
示，这只代表被查处的影城里山
东的影院多一些，其实“偷票房”
是全国电影界行为，南方一些二
三线城市影院和东北某大城市的
影城，才是“偷票房”最为严重的
地方。

这位人士透露说，“在东北某
大城市，相当多的大影院都使用
双系统偷票房，这个城市的总票
房和被偷的票房，都是东北地区
最多的。”在南方，二三线城市的
影院偷票房行为达到令人触目惊
心的地步，“东南沿海某三线城市
的一个影院，每个月的实际票房
在80万元左右，但上报的票房只
有10万元，大部分票房都被偷走
了。为了顺利偷票房，影院每月都
用数万元来贿赂票房监查人员。”

业内称：

“偷票房”
是全国行为

链接

名词解释
影院偷漏瞒报票房，简称“偷

票房”。先了解一张电影票的分成
结构：以100元一张的电影票为
例，这100元里要上缴国家电影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5%(5元)，
上缴营业税3 . 3%(3 . 3元)。以上两
项支出后，剩余91 . 7元由影院、院
线、制片、发行四方瓜分，其中院
线方和发行方拿的类似于服务
费，一般情况下，影院的收入(含
给院线的服务费 )是 9 1 . 7元的
57%，制片方(含发行方费用)拿剩
余的43%。所谓“偷票房”，是指影
院以各种手段少报已收票房，将
少报部分独自侵吞，不与电影制
片方分成。

15家偷票房影院被处罚，其中我省占了三成

影影院院偷偷票票房房使使行行业业蒙蒙羞羞

1月17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出台《关于加强电影
市场管理规范电影票务系统使用的通知》，这是电影局近十年来净
化电影市场的最严厉举措。2月26日，此举措落到实处，中国电影发
行放映协会和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通报，对山东莱州影剧院、山西
临汾时代华纳国际影城、海南万宁华影电影城等15家存在不同程
度偷漏瞒报票房行为的影院进行惩处，其中6家影院被无限期停止
供片。

在15家被处罚的偷票房影院中，山东有5家，占了三成。

节后算账：

6家影城被停止供片

1月17日，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下发通知，宣布对各地
影院加强监管，违规者将受到
严厉处罚；可今年春节期间，大
量偷漏瞒报票房的行为仍然存
在并被观众举报，此次对15家
影城的处理，就是“节后算账”。

根据通报，被查明“偷票
房”受到处罚的15家影院是：山
东莱州影剧院、山西临汾时代
华纳国际影城、山西省临汾影
剧院、山东潍坊青州天马国际
影城、山东聊城荏平世纪影城、
山东聊城莘县新世纪影城、湖
北襄阳影剧院、海南万宁华影
电影城、山东聊城世纪影城、辽
宁沈阳铁西今世界影城、广东
惠州仲恺嘉和电影院、安徽合
肥市安徽大剧院MBOX影城、
江苏射阳德纳影城、江西九江

花旗影院和重庆越界影院北碚
分公司。在此次被通报的15家
违规影城中，山东省所属影院
最多，占三成，一共有5家，其中
聊城市三家，烟台和潍坊各一
家。

据通报，山东莱州影剧
院、山西临汾时代华纳国际影
城、山西省临汾影剧院、山东潍
坊青州天马国际影城、山东聊
城荏平世纪影城和山东聊城莘
县新世纪影城被停止供片，恢
复供片时间视整改情况另行通
知。湖北襄阳影剧院、海南万宁
华影电影城、山东聊城世纪影
城被暂停供片一个月。

偷漏瞒报票房并非违法行
为，而是违规行为，只能由相关
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出面协调
或惩处，比如停止供片，停止供
片将使影院无片可放，等于停
业。

违规揭秘：

投影仪、双系统、手写票

偷票房行为是电影业痼
疾，从此次公布的15家违规影
城的行为看，偷票房行为可谓
五花八门。

其一，使用投影仪，简言

之，就是放高清盗版影片，不与
片方分账。此次的通报里，山东
聊城荏平世纪影城、山东聊城
莘县新世纪影城违法违规使用
投影方式放映分账影片，长期
偷漏瞒报票房。

其二，用双系统偷票房，就
是影院有时用国家规定之外的
售票系统售票，这部分票房被
影院偷走。此次通报中，山东莱
州影剧院、山西临汾时代华纳
国际影城、山西省临汾影剧院
违规使用双系统售票。

其三，手写票，就是不使用
全国统一的售票系统，手写票
收入不与片方分账。此次通报
中，山东潍坊青州天马国际影
城存在大量使用手工票及无票
入场的违规行为，尤为严重的
是，该影城在片方依据《合同
法》对其停片期间，无视法律规
定继续放映影片并使用手写
票。海南万宁华影电影城在1月
底2月初期间，计算机售票系统
显示多场次零人次、零票房。经
查，该影院这些场次均正常放
映，并有观众。山东聊城世纪影
城1月17日、18日(截至当日13
点)实际票房为51065元、18000
元，但分别只上报了1970元、
4150元。

业内反响：

院线片方称“早该处罚”

据此前的数据统计，2013
年全国票房总数为217 . 69亿
元，但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在影
院偷漏瞒报票房歪风盛行下，
现在的票房数据要比真实情况
减少10%左右，也就是说，去年
全年票房应该在240亿元左右。

对于此次通报处罚，多家
电影院线方和片方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都称“早该处罚
了”，“部分影院偷票房使整个
行业蒙羞，这个行业必须规范
起来。”但是由于不愿意与影院
树敌，这些院线方和制片方、发
行方人士无一愿意披露所属
单位和姓名，一位不愿披露姓
名的院线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其实院线对偷票房的影院是
又怕又恨，首先，偷票房行为
使整个影城的账面票房少了，
我们作为与之签约的院线的
服务费用少了。其次，影院是
我们的客户，如果我们管理严
格了，他们就会签约别的院
线，就等于我们流失了客户。
我们坚决支持两协会此次的
通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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