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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票房和影院建设现“双高潮”

投投资资电电影影和和影影院院
到到底底谁谁赚赚钱钱

本报记者 倪自放

影市很火热
但赚钱并不易

从引发热议的《战狼2》
《芳华》《无问西东》到“燃爆了”
的《红海行动》；从票房逆袭的
纪录电影《二十二》到全民点赞
的《厉害了，我的国》；从2017年
总票房达559.11亿到2018年第
一季度票房将超200亿的“奇
迹”，中国电影越来越成为人们
关注和讨论的热点。

影市看好，投资电影到底
有多赚钱？2017年票房5亿元
以上影片为32部，超过2016
年的27部；位于前30位的电
影票房占比为 66 . 20%，比
2016年提升了3 . 70%。但具体
到某部影片的投资商而言，赚
钱仍非常不易。数据显示，
2017年仅有203部影片票房过
1000万元，相对上映517部的
影片总数量，票房过千万影片
还是太少了。这其中甚至还有
几千元甚至几百元票房的电
影，如《嘻哈英熊》票房收入
255元，《商界》票房收入3311
元。

“电影票房低于1000万，
赚钱就非常难。”我省电影界
一位资深人士介绍，目前制片
方的票房分成约占总票房的
三分之一，“一部影片1000万
的票房，分到制片方手里只有
300多万，对于绝大部分院线
电影而言，300多万很难收回
成本，现在院线电影的投资下
限是三五百万。”

未经证实的消息显示，
2017年暑期大片《战狼2》制
作和宣发成本约2 . 6亿，票房
在8亿多时可达到盈亏平衡，
最终影片票房56亿，盈利达19
亿左右，相当于成本的好几
倍。但这样赚了几倍的影片并
不多，去年赚钱较多的《西游
伏妖篇》《功夫瑜伽》以及韩寒
执导的《乘风破浪》等影片，盈
利部分与成本相比不超过一
倍。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业内人士称，去年与《战狼2》
上映时间非常近的一部口碑武
侠片最终亏了3000万。去年5月
份某知名演员的导演处女作亏
了4800万，去年4月份某女导演
的动作片亏了4000多万，“所

以业内戏言，投资电影不如投
资影院赚钱。”

商业地产
建影城的“小九九”

与火爆的票房遥相呼应
的，是火爆的影城建设速度。
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城市
影院有8000家，银幕数41179
块，到2017年年底，数据分别
为9169家、50776块，一年内，
影城数量增加了1169家，银幕
数增长近万块，居全球第一，
座席数量增加了100万个。这
些迅速增长的数字背后，与多
家商业地产进入影城投资领
域的推动有很大关系。

本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
资料整理发现，在过去一年多
的时间里，苏宁、红星美凯龙、
恒大、华润、泰禾等房企，纷纷
跨界进军影城投资行业，这些
企业有着成熟的经营理念、充
裕的资金、丰富的资源，再加
上较早占据市场份额的老牌
影院如万达、大地、星美等，过
去一年间影城增量创了纪录。

去年年底，济南经十东路
沿线一商业综合体筹建，记者
获悉，最初该商业综合体投资
方打算像其他类似商业综合
体一样引进专业影城丰富业
态，但春节后传来消息，引进
影城的计划已经取消，接近该
商业地产商的一位业内人士
表示，“这家房企要自己建设
影城。”

上述受访的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大概在五年前，投资
影城的行业外资金很大一部
分来自煤老板，现在则来自商
业地产。据这位业内人士的了
解，商业地产大举进军影城建
设，有自己的“小九九”。一是

从国家政策层面，民营资本进
入文化产业的门槛基本没有
了，“资本对投资影城的观察
期目前看已经过去了，商业地
产准备投资影城。”二是商业
地产之前是将地产租给影院
经营，在商业地产目前利润率
下降的情况下，要转移至利润
率相对高的影城投资行业，由
租转建设。第三，商业地产也
在观察影城的经营手段，感觉
经营技术上难度不大。

影城建设
正逼近盈亏平衡点

在商业地产热火朝天地
进入影城投资领域时，旁边站
着冷眼旁观的专业影城经营
者。影城建设到底有多赚钱？
我省一位从事了30年影城经
营的资深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商业地产大举进入影城建设
自有他们的道理，“资本的嗅
觉是非常灵敏的，我们不好明
确地表示支持或反对。”

这位影城经营资深人士
称，火爆的全国票房数字，不
是单个影城经营成败的根据，

“业内有个较为统一的看法，
影城单一银幕年票房达100
万，是个盈亏平衡点。”如果某
影城单银幕年票房是100万，
扣除上缴的电影专项资金、税
金，与制片方票房分成后，影
城能得到总票房的 4 5％至
50％，也就是45万至50万。除
去租金约占总票房的20％，
人 员 成 本 约 占 总 票 房 的
15％，单银幕年产100万票房
只剩下了10万至15万，“这还
没有算水电成本，甚至没有算
单影厅建设100万左右的一次
性投资，也没有算折旧费。所
以，业内一般认为，单银幕年

贡献票房低于100万，该影城
一定是亏损的。”

目前影城单银幕贡献票
房是多少？根据公开资料显
示，2015年至2017年，单银幕
贡献票房数分别是 139万、
111万和103万，呈逐年下降
的趋势，已接近100万元的影
城盈亏平衡点。

记者了解到，从2010年
至2017年，济南影院数由9家
增加到55家，银幕数增加到
336块，票房由8000万增加到
3 . 84亿，单银幕票房2015年
约160万，到2017年大约110
万。我省影城经营资深人士表
示，“这是个平均数字，从这个
数字看，济南55家影城里单银
幕票房低于100万处于亏损状
态的应该有不少。”

记者调阅济南、青岛两地
影城公开数据发现，2017年
两地影城多家票房在1500万
以上，以每个影城10块银幕计
算，这些影城单银幕票房在150
万以上的不少于15家，如济南
百丽宫影城、鲁信影城和谐广
场店、新世纪影城泉城广场店
等。另外是数量较多的单银幕
票房在100万左右的影城，以及
为数不少票房在400万以下的
影城，有的影城年票房甚至只
有几十万，“数字显示，济南亏
损的影城已经有不少家，至少
两家已经处于半停业状态。”

《经典咏流传》找到了传统
诗歌与观众的契合点，出现了
自然清新的《苔》，说唱的《三字
经》，摇滚范儿的《墨梅》，还有
民歌款流行款拼贴的……不一
而足。因为当今的人们无法知
道古代人对诗歌是如何吟唱
的，这似乎给现代歌曲作者留
下了很大的空间。但这样一场
很具影响力的经典诗词咏唱，
给人留下很深印象的作品并不
多，问题出在哪里呢？

简单点来理解，吟唱经典，
自然清新的走的是儿歌化或民
歌化路子，不会太差；而摇滚化
的多数效果更好一些，原因在
于古人或者这些千淘万滤的作
品，大多背景广阔，意蕴深远；
而走拼贴的流行范儿的大多效
果平平，唱不如念。当然，这也
不是什么大问题，起码对大多
数人来说，相当于一次重读，总
体上也略有新意。但如果因此
把其传承作用夸大，也是另一
种简单化乃至片面化的误读。

歌曲不好听，我觉得在于
改编没有超出吟咏的效果，甚
至有些感觉比简单朗读吵闹了
许多。原本清朗的节奏与现代
音乐繁复的节奏之间产生了冲
突。作品原本的节奏点晃动了，
削弱了文字节奏上的美感。如
果不能很准确把握的话，文字
就被音乐处理得流行化或者平
俗化了。文字本身没有在音乐
里得到提升，相反是降低。

在今天，从作品表达上我
们似乎变得更多元了，但回到
歌唱的本体上，我会想起布罗
茨基谈到现代诗歌层次的时
候，把它分为三个阶段：情感的
/经验的或是技艺的/然后是宗
教式的吟咏。而在歌唱上，我觉
得是同一个道理。有些歌唱只
是唱情感，更好些的是在唱一
种带着情感的技艺，但很少有
人能唱出一种真正的生命感。

还有一个问题，现代人对
于古典诗词的诠释都有自己的
想法，加不加入新词其实也不
是根本。根本在于，跟音乐的选
择一样，加入的东西只有一个
标准，那就是：熨帖感，并要准
确和适度。如果做不到，很难不
是画蛇添足。或者说，如果做不
到，好好读原诗词，找到一个不
那么咄咄逼人的节奏感，再把
它说好，唱好，唱清晰，体会古
人的心境就好了。

（黄披星）

吟吟唱唱经经典典

熨熨帖帖感感很很重重要要

天天娱评

去年以及今年第一季度
（截至3月26日）全国高达196 . 44
亿的票房好成绩，让业界感叹
电影产业发展的高潮正在到
来。

另一方面，创纪录的高票
房不代表具体某一部电影赚
钱，反倒是影市终端的影院建
设迎来一波高潮，一大批房企
大举进入影院建设，业界一直
风传的“投资电影不如投资影
院”的说法，正在影市上演，但
究竟有多少影院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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