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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治治理理畸畸高高片片酬酬成成为为行行业业自自觉觉

师文静

4日，腾讯、优酷、爱奇艺三
家视频网站联名发出倡议书，
呼吁全行业抑制演员片酬过
高、撕番位、乱改剧本等不良风
气，提议将演员片酬比例控制
在合理的成本范围内，并表示
将逐步建立劣迹演员名单库。
这一举措预示着行业内开始了
净化风气、维护影视生产正常
秩序的自觉行动。唯有真正遏
制住畸高片酬以及由此产生的
浮躁与功利，影视行业才能真
正走向健康和规范。

2016年，一、二线演员片酬
增长近250%，更夸张的是，有报
道称，一部成本3亿元的电视
剧，明星主演就拿走2亿元片
酬。到了2017年，根据统计，中
国收入最高的10位明星合计收
入超过22亿元，远超日韩甚至
好莱坞明星。在一些主打流量
明星的IP剧中，明星片酬占比
高达75%，有的明星电视剧叫
价甚至上亿！网友为此发明了
一种“心痛”：明星拍一天戏比
自己一辈子挣的还要多；明星
参加一档综艺拿到的酬劳自己
不吃不喝要攒500年。明星高片
酬引发的乱象不断，观众意见
很大。

去年9月初，五部委联合下
发《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
若干政策的通知》，其中有一条
就是“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

电视剧投入、分配机制”。紧接
着9月22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
社会组织联合会的电视制片委
员会、演员委员会，中国电视剧
制作产业协会等就联合发布了

《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
配置比例的意见》，要求全部演
员的总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
的40%。“限酬令”是向畸形高
片酬的“宣战”，如何更具体、可
操作性地为明星高片酬戴上

“金箍”也成为行业内外讨论的
重点。有专家提出，应对畸高片
酬，必须制度化，对高片酬演员
征收惩罚性税负，并对恶意抬
高片酬的出品和制片公司进行
必要的处罚。

之所以行业内外齐心协力
抵制“畸形高片酬”，是因为由
此产生的乱象已极大危害了影
视作品的质量和行业口碑。这

两年，一边是明星水涨船高的
片酬，一边是比比皆是的低质
剧、低口碑综艺，演艺圈已偏离
常态。“唯身价论”“唯流量论”
让明星效应畸形扩大，却并未
给行业带来优质内容。

高片酬挤压了编剧、制景、
剪辑、后期等其他环节的成本，
最终导致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
面世，这也是“一毛钱特效”、替
身泛滥、抠图、明星尬演等不良
现象的根源。高片酬也惯出了一
些明星的臭毛病，撕番位、造流
量等怪现象时有发生。浮躁的行
业把宝都押在那些掐尖明星、流
量担当以及IP身上，不思进取，
只想赚快钱。一部部古装大戏的
上星难、口碑差已经给“烧钱、拍
烂片”一次次敲响了警钟，影视
行业的投资人、创作者们该睁
开眼用心去看看观众到底需要

什么样的作品了。
作为内容制作方和播出平

台的三大视频网站率先站出来
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是顺
势而为，也是行业迫切性所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畸形高
片酬背后有投资方、播出平台、
广告商家等市场主体的博弈与
厮杀，也有产业发展和升级的
需要，不能让畸形高片酬成为
产业健康发展的拦路虎。

相较于高片酬明星生产平
庸甚至低劣之作，现在的观众
更愿意为好故事、好作品买单。
影视行业内自发抑制高片酬是
行业自查、自我净化的需要，千
万不要沦为喊口号。只有整个
行业积极行动起来，将唯片酬
论、唯票房论转变成“唯作品
论”，才能创作出更多高质量的
经典之作。

本报记者 倪自放

表现平淡，
以往票房不足6亿

国 内 电 影 市 场 档 期 不
少，除了异军突起的春节档，
还有情人节档、端午档、“五
一”档、“六一”档、中秋档、国
庆档等，再加上传统的新年
档和暑期档，这几年观众逐
渐形成了周末和节假日看电
影的习惯，片方也抓住机会，
几乎每个节日都在宣传之下
成为“档期”，大批电影在这
些时段上映。

因为三天假期形成的清
明档期，一直被业内视为3月
份电影淡季结束后市场向好
的转折点，但从过去几年的
票房表现看，这一档期总体
表现平淡。2015年至2017年
清 明 档 期 票 房 分 别 为 5 . 2
亿、5 . 7 8亿、5 . 8亿，去掉电
商服务费，实际上2017年清
明档期相比 2 0 1 6年票房是
下降的。

档期的出现，应该是观
众与片方两厢情愿的结果，
但 从 过 去 三 年 的 票 房 数 字
看，清明档似乎只是片方的

“单相思”。清明档期三天票
房不到6亿、单日票房不足2
亿，与平时的周末单日票房
差不多。清明档期的尴尬，来
自于2月份春节档刚结束，预
热暑期档的5月份还没有开
始，3、4月份不上不下，处在
消费空当里。

虽然档期尴尬，但今年仍
有15部影片挤在三天假期里，7
部这周上映的新片，还有上周
的8部影片，这15部影片谁能够
突出重围？

引进片抢眼，
印度电影恐成黑马

由于重量级国产大片基本
在4月底开始上映，因此清明档
期引进片相对亮眼。既有来自
好莱坞的商业作品，也有来自
日本、印度、俄罗斯的引进片，
不过从市场关注度看，市场表
现是冰火两重天。

好莱坞大片在引进片里一
直占据数量和票房上的优势。
本周在档的好莱坞引进片包括

《头号玩家》《环太平洋：雷霆再
起》《通勤营救》以及已上映三
周的《古墓丽影：源起之战》。从
市场表现看，斯皮尔伯格的《头
号玩家》尽管口碑两极分化，但
6天票房5亿的成绩还是显示了
大体量好莱坞作品该有的能
量，不出意外该片票房还会在
清明档继续领先。

《起跑线》和《冰雪女王3》
也是档期内令人期待的作品。
印度片《起跑线》取材自真实事
件，影片以孩子择校为切入口，
辅以轻松而不乏荒诞的叙事手
法，层层揭露印度教育体系的
各种问题。自去年以来，《摔跤
吧，爸爸》《神秘巨星》等印度影
片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和口
碑，同样关注现实的《起跑线》
有望成为清明档期的黑马。动
画片《冰雪女王3》是中俄合拍
作品，有前两部的良好口碑，

《冰雪女王3》将分流一部分小
朋友观众。

相比较而言，日本犯罪题
材新片《第三度嫌疑人》的情况
就不那么乐观了，影片虽然入
围了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
元，主创团队也非常知名，但引
进中国上映6天票房尚不足300
万，可谓惨败。

国产大片缺席，
文艺小片成主打

在过去三年的清明档期，
中等制作以上的国产电影表现
不错。2015年清明档期票房前
三名分别是国产片《战狼》《咱
们结婚吧》和引进片《王牌特
工：特工学院》，2016年票房前
三名分别是国产片《我的特工
爷爷》《火锅英雄》和引进动画
片《疯狂动物城》，2017年清明
档期票房前三名分别是引进片

《金刚：骷髅岛》和国产片《嫌疑
人X的献身》《非凡任务》。

今年清明档期，国产大片
集体缺席，本周新上映的《奇葩
朵朵》《暴裂无声》《清水里的刀
子》《猫与桃花源》都不是大制
作，上周上映的顾长卫新片《遇
见你真好》口碑相对平庸，清明
档期也难有逆袭。

几部小成本作品倒是制作
优良，其中引发一定关注的是
两位年轻导演的新作《暴裂无
声》和《清水里的刀子》。《暴裂
无声》是青年导演忻钰坤的新
作，影片讲述了在一个相对闭
塞的北方矿业小镇，失语矿工
张保民和律师徐文杰在寻找失
踪孩子的过程中，两起本来毫
不相干的失踪案意外地关联到
了一起。忻钰坤前作《心迷宫》
2014年收获良好口碑，《暴裂无
声》的文艺气质更为浓厚，忻钰
坤曾表示，在《暴裂无声》创作
之初就没有想做一个特别大的
面向市场的电影，“影片更想
做一个深层次的主题探讨和
表达。”而青年导演王学博的
新作《清水里的刀子》则是通
过宁夏西海固一个老人和他
的牛的故事，讲述了对生命和
死亡的思考。

4月3日晚，第31届电视剧飞天奖在宁波举行了颁奖典礼，
《海棠依旧》《鸡毛飞上天》《欢乐颂》《白鹿原》《大军师司马懿之
军师联盟》等16部电视剧获优秀电视剧大奖。张桐凭借《绝命后
卫师》斩获优秀男演员奖，孙俪凭《那年花开月正圆》获优秀女演
员奖，再加上之前的金鹰奖“最具人气女演员”和白玉兰奖“最佳
女主角”，孙俪实现了大满贯。 （宗禾）

天天娱评

15部影片扎堆上映

不不上上不不下下的的清清明明档档
谁谁能能成成爆爆款款？？

因清明假期形成的电影清明档期，当周和上周开始上映的影片多达15部。虽然影片众多，
但能吸引观众目光、具有爆款气质的作品并不多，半数以上作品恐将“影院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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