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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时期以来，我国陆续实施了一些电影业改革政策，但是中国电影真正走上产业化发展道路，是
在2002年之后。
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中央第一次对“文化产业”概念做出了正面的阐释，并提出要积
极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
2003年。
广电总局根据“十六大”的精神推出了《关于发展我国电影产业的若干意见》，把电影行业作为一个
可以经营的文化产业来界定。
这一文件突破了2002年之前对电影的认识，从那以后，“电影产业”这个概念才开始公开地、理直气
壮地在各种场合被提及和讨论，中国电影发展的产业化方向由此开始确定。
在这一文件之后，广电总局连续出台了多个促进电影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
电影产业化政策的全面推行，降低了准入门槛，大大解放了电影产业生产力，活跃了电影创作和电影
市场，促成了电影产业大发展的局面。
这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产量突飞猛进，从产量上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国
家。
第二，国产电影票房多年超过进口电影票房，整体票房已经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且形成了稳定的增长态
势。
第三，影院和银幕数量增长迅速，形成了新一轮影院建设热潮，为电影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四，国有电影单位体制改革已经看到明显成效。
从中影集团、上影集团等众多国有单位改制的情况看，产业化改革在塑造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方面已
经获得了显著的成效。
第五，国有单位对电影的垄断经营被打破，业外资金进入电影业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多种性质的市场
主体良性竞争的市场格局基本形成。
第六，电影产业良好的内循环促进了国产电影的海外输出，我国电影不但国际获奖明显增加，而且在
国际市场的份额也获得了大幅提升。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影产业经济学>>

作者简介

刘藩，1976年生，文学博士，电影学博士后，现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领域涉及影视、文化产业、文化战略等方面。
现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项目“我国影视创作生产重大
问题研究”(10GJZ001)课题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08&ZD056)
课题组成员，国家财政部项目《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研究报告》编委。

　　已在《当代电影》、《电影艺术》等刊物发表论文30多篇。
其中，《当凤凰涅槊时——对五家国有电影企业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获“第十六届(2007)中国金鸡
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从创意产业的角度看文化消费与电影市场——寻找增强我国电
影国际竞争力的市场路径》获“第十五届(2006)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另外有4
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影视艺术》”转载。
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完成了6项省部级或国家级科研项目，多个科研项目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
被相关决策机构所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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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中国电影发展与电影产业研究序二　电影理论创新的成功探索绪论　电影产业研究的实践基础
和理论探索　第一节　我国电影市场化发展和产业化改革的历史沿革　　一、计划模式与市场化探索
　　二、市场化改革的突破与产业化发展　第二节　我国电影产业研究概况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方
法、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　　一、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和设想　　二、研究框架第一章　电影产品和
电影供需　第一节　电影产品的多重属性　　一、电影是准公共产品　　二、电影是版权产品　　三
、电影具有外部性　　四、电影在跨国接受中有文化折扣和文化增益　　五、电影具有横向和纵向区
别　　六、电影是创意产品，需求不确定，市场风险大　　七、电影影响力大，是文化传媒产业的核
心资源之一　第二节　电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　　一、电影产品的需求　　二、电影产品的供给　　
三、电影的差别定价　　四、电影供求规律和资源配置　　小结第二章　国际电影市场　第一节　国
际电影市场概况　第二节　美国电影市场　第三节　亚洲电影大国市场　　一、日本电影市场　　二
、韩国电影市场　　三、印度电影市场　第四节　欧盟电影大国市场　　一、法国电影市场　　二、
英国电影市场　　三、德国电影市场　　四　欧盟27国电影市场　　小结第三章　中国电影市场　第
一节　我国电影市场概况　第二节　一级市场：主流院线市场　　一、主流院线市场发展概况　　二
、主流院线市场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第三节　二级市场：农村和主流院线市场之间的过渡性夹层　　
一、中国电影二级市场的变迁和界定　　二、中国电影二级市场经营模式分析　　三、二级市场开发
的升级模式：一级消费在二级地区的扩张　　四、中国电影二级市场的性质和规模　第四节　三级市
场：以公共文化服务和产业开发模式做大农村电影市场　　⋯⋯第四章　电影产业的价值创造与风险
控制第五章　大电影公司的投融资发行模式第六章　独立电影公司经营模式第七章　产业融合与电影
产业链整合第八章　电影国际贸易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第九章　核心电影人才与相关产业机制第十章　
我国电影产业政策与电影管理结语　以深化改革实现电影产业大发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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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国电影业的发展所走过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
从历史来看，我国电影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市场化探索、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业化发展。
这四个阶段中只有后两个阶段可以以电影产业命名，这之前只有电影事业，而无产业。
从空间来看，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发展不平衡，城市和东部的市场化改革较为成功，产业发展成
果显著，而农村和西部则比较落后。
电影产业的地域空间上的这种发展不平衡，源自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我国电影产业不同于世界
其他国家的地方。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电影业模仿前苏联建立了“条块结合”的计划经济模式。
其基本特点是中央和地方联合管控电影事业。
具体来讲，电影生产和发行放映政企合一、按指令性计划指标运行。
电影生产指令由国家下达给有限的几家国有电影制片厂，制片厂生产出的影片只能由中影公司按照固
定价格收购。
在发行放映方面，在中影公司之下，地方设立多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形成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发
行放映体制。
同时，地方发行放映公司又都由所在地政府行政管理，所以，构成典型的“条块结合”管理模式。
条块结合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确保电影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完成宣教任务，保证全国观众都能看到
电影，实现社会政治效益；劣势则在于“条块分割”，地方保护主义阻碍市场发育，难以形成全国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电影市场，电影企业等级分明，不是独立的可以自行交易的市场主体，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无法发挥，导致电影生产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
中国电影业的计划经济模式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
当时，随着农村承包制改革的推进，电影业也开始了市场化探索。
1984年7月，在借鉴农村改革经验进行城市改革的大潮中，《街上流行红裙子》摄制组首先向长影厂提
出了承包方案。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实行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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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早在1993年，我国就开始了电影的市场化改革，但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
在世纪之交前后的几年，我国的电影业陷入了谷底，各项指标都跌到了惨不忍睹的水准。
行业的危机和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转型共同推动了电影业的产业化改革。
从2002年“十六大？
之后，我国陆续出台了多项产业政策，推动电影产业实现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
由此，电影产业的研究成为电影学领域的新问题，成为文化产业的热点问题。
国家制定产业政策需要理论依据、业界经营电影企业需要理论指导、学界研究电影需要理论结合实践
并实现理论创新。
但是，由于电影领域多数的研究者所擅长的是历史研究、技法创作研究、文化美学研究、理论批评研
究，且电影产业的研究需要亲临实践的“贴地飞行”，所以电影产业的研究虽然是多方关注的热点领
域，但理论的创新和建构却少见厚重成果。
在这样的实践和理论的背景下，我从2006年博士毕业之后开始了电影产业的研究。
依托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项目“我国影视创作生产重大问题研究”、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国家财政部
项目“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教育部
项目“影视对未成年人成长的影响”等科研项目的支持，我有幸在四年的时间里对电影产业一线的企
业和人员进行了大范围的调研。
通过这些调研，我不但获得了大量一手的数据、案例和资料（其中有内部工作报告、成功经验总结、
失败教训分析、年度数据等各种内容，仅录音就有200个小时），还获得了一种不同于研究者的电影从
业者和管理者的视角。
不一样的资料和视角为我的电影产业研究奠定了较为厚实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我开始了本书的写作。
写作中，试图综合运用经济学（尤其是文化艺术经济学、传媒经济学）、管理学、电影学、社会学、
政治学、哲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努力构建一个可以适用于电影产业研究的跨学科
理论框架。
这个理论框架可以命名为电影产业经济学或电影经营管理学。
在研究中，本书尽量选取这些理论中比较契合电影产业特点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来阐释和研究电影问题
；在借鉴这些成熟的学科理论的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尽量避免跨学科理论与电影研究出现“两张皮”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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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刘藩的《电影产业经济学》用经济学理论对电影产业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并指出了电影产业不同于一
般产业的一些艺术经济学特点。
对电影企业的经营而言，该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著作。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刘纪鹏这些年来刘藩在办公室里像苦行僧一样通宵达旦地
阅读写作，像新闻记者一样不知疲倦地四处奔波调研。
他掌握了诸多新的理论知识和大量第一手的研究资料，这使他对中国电影产业的研究既建立在科学的
研究方法上，又建立在坚实而丰富的事实基础上。
《电影产业经济学》的完成显示了他“行千里路”的志向、“读万卷书”的雄心，以及把电影的产业
研究与电影的学科建设联系起来的学术抱负。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贾磊磊《电影产业经济学》视野开阔
，架构合理，资料翔实，系统深入地论述7电影产业经济学的各个方面；理论上有国外产业理论的依
托，实践上既有国内最新产业现状的调研分析，也有海外产业的参照；兼具较大的学术理论价值和实
践指导意义，特此强力推荐。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系主任、教授 陈旭光中国要实现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转变，有赖
于电影理论研究、尤其是电影产业研究的支持。
任重而道远，寄希望于更多像刘藩这样的青年学者努力开拓中国电影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 饶曙光刘藩执着于在绚烂的产业景观
中，探寻电影价值创造的源泉和风险控制的配方；在枯燥的数据背后，《电影产业经济学》揭示了电
影作为经济产品运行的规律。
　　——《电影艺术》主编、电影理论家 吴冠平《电影产业经济学》是艺术与传媒经济领域的突破性
研究成果，作者对电影产业的理解非常深刻。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李怀亮要成为好的类型片导演，仅仅了解电影艺术还
不够，还需要对电影产业的深刻理解，后者是导演与体制开展合作的基本要求。
《电影产业经济学》深刻而不深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著名导演 宁浩“垦荒时代”电影产业的构建者们急需思想养分的鼓舞，刘藩的研究成果会对未来
中国电影产业的成型产生深远的影响。
　　——光线影业总裁 张昭刘藩是电影产业研究领域的少壮派，其《电影产业经济学》不是一般的书
斋电影研究，而是一种“接地气”的研究，对业界实践操作有明显的借鉴价值。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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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影产业经济学》：电影是一种奇妙的艺术。
电影产业具有激动人心的创意经济特性。
电影产业的经济总量不大，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小。
电影的经济规律和它的艺术规律一样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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