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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据初步统计，在2019年的前5个月，

中国市场共有超过 40部批片上映，远高

于去年同期。而且批片引进的国别日渐

丰富，除了美国、日本、法国、印度、英国

等“常客”，来自黎巴嫩、墨西哥、马来西

亚、瑞士等国的电影也开始通过院线放

映和观众见面。

在多国的影片中，想要吸引中国

片商和观众的注意，最有效的方式就

是拿奖。对于片商来说，在奥斯卡或

三大电影节上获奖，意味着影片的品

质有保证，同时，获奖相当于对影片进

行的前期宣传，让更多观众了解影片

信息，电影节的背书也给了观众购票

观影的理由。

3月1日，《绿皮书》在夺得第91届奥

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最

佳男配角三项大奖后上映，最终收获

4.77 亿票房。此外，《何以为家》、《波西

米亚狂想曲》、《罗马》都是因为获奖而被

观众熟知的影片。

此外，一位院线从业者告诉记者，对

于非美国产的影片来说，之前有没有爆

款，对中国观众影响很大。“就像《摔跤

吧！爸爸》之后印度电影受到关注，《看

不见的客人》之后西班牙电影的引进增

多，《他是龙》之后俄罗斯电影版权开始

抢手一样，有爆款出现说明观众对这种

题材类型的作品感兴趣，才会有公司敢

去做这样的片子，目前市场上各个国家

各种题材的片子都有，其中相当一部分

都是抱着‘试一试说不定能成为爆款’的

心态。”

但他同时也强调，爆款只能起到“开

路”作用，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就像《他

是龙》之后，俄罗斯电影除了《冰雪女王》

系列票房尚可外，《战斗民族养成记》、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花滑女王》等最

终成绩都不尽如人意。”

不管是获奖还是爆款，归根结底要

达到的目的是向观众传达影片相关信

息，帮助观众了解影片。由于批片往往

抱着以小博大心态，宣发经费有限、卡司

较小、又是“陈年旧片”，宣传营销难度相

对较大。在采访中，多位批片发行商都

认为“宣发力度太小，观众不知道”，是批

片在院线表现不如人意的重要原因

之一。

总体看来，中国市场上最被认可的

批片还是好莱坞作品，其次是比分账片

投资和演员阵容稍弱的美国影片，然后

是日本动画电影、印度电影等在中国有

其固定受众群的类型片。票房分析师罗

天文也表示，“在追求影片质量的同时，

中国观众目前比较’吃系列’，包括类型

的系列以及个人的系列，类型的系列比

如美国的B级片、日本的纯爱动画、西班

牙的悬疑片等，个人的系列比如印度阿

米尔·汗的作品等，票房表现就相对稳

定。” （下转第6版）

乱云飞渡 适者生存

中国市场进口买断片十年

据初步统计，在2019年的前5个月，中国市场共有超过40部买断片（又称“批片”）上映，远高于去年同期。而且买断片引进的国别日渐丰富，除了美国、

日本、法国、印度、英国等“常客”，来自黎巴嫩、墨西哥、马来西亚、瑞士等国的电影也开始通过院线放映和观众见面。《绿皮书》、《调音师》、《何以为家》等影片

纷纷受到观众热捧，再加上新媒体和影展相关收入，买断片业务俨然成为了部分影视公司的“富矿”。

但与此同时，随着热钱离场、竞争激烈、政策收紧，再加上版权费更高、拿配额更难、观众更挑剔，“批片难做”的声音也在业内流传甚广。

从2010年的《敢死队》至今，进口批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已经活跃了十个年头。十年时间，全球各地的片商基本都因批片从飞速增长的中国电影市场获

利，也都感受过中国买家的疯狂。

而对于中国批片从业者来说，第十个年头，是风轻云淡还是步履蹒跚？

从事批片协助推广工作的人，喜欢

把批片发行比作“赌博”，因为批片生意

风险高利润大，就像赌博，赌的是眼光更

是运气。

起初批片低买高卖，性价比很高。

随后，不管是博纳、华谊、光线、乐视等传

统制片公司；还是爱奇艺、优酷、华视网

聚等新媒体平台；亦或各种基金、金融公

司都纷纷进军批片领域。

其中有的是为了拿下影片自己在国

内协助发行；有的是为了给自己平台填

充版权库；还有的是为了买入影片相关

权益再溢价卖出。

但入局玩家多了，钱就没有那么好赚

了，好片子不仅价格更贵，而且经常被哄

抢，水涨船高，有的外国片商已经开始对

中国购买者的“资质”提出要求，“国外片

商会过问购片公司之前的发行成绩，有的

甚至只和‘熟人’合作”。

购片难度的增加和购片成本的增长

对批片业务的收益造成了严重影响，大家

也开始寻思以较低价格拿到影片的办法。

“早下手”是目前采用最多的方式，

就是说买家通过各种渠道在制片环节就

参与并谈妥版权。

2018 年 3 月，由全国艺联专线发行

的《三块广告片》就是其中的例子。在之

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电影资料馆馆

长孙向辉详细介绍过引进《三块广告牌》

的过程：“2017 年 4 月，我们去洛杉矶参

加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年会，顺道拜

访了一些好莱坞电影公司。福斯探照灯

影业的负责人就放了《三块广告牌》的预

告片。当时我们就觉得片子好，也初步

有了在国内上映的意向。”

当时《三块广告牌》还未制作完成，

一个月后，中国电影资料馆收到了该片

的完整版。“看完成片，我们的专家选片

委员会就觉得有大概率能拿奥斯卡，（引

进）就已经确定了。”

最终《三块广告牌》在内地上映拿下

6500万票房，刷新了当时全国艺联专线

发行的单片票房纪录。

不止《三块广告牌》，上海路画影视

协助推广的《小偷家族》也是在影片未公

布奖项时就已谈妥版权。目前依然在中

国上映，并已经收获近3.68亿票房的《何

以为家》，也是路画影视在其全球首映之

前，就已经做出购入影片的决定。

此外，各位买家也都在呼唤着规范

理性的批片购买环境。启泰文化董事长

杨硕就表示：“之前批片市场是野蛮生

长，现在回归到相对平静的阶段，目前的

情况是买片子很贵，很多公司手里都压

着不少片子，都觉得市场竞争太激烈不

敢上映。”

他呼吁行业能够成立类似于“引进

片联盟”的协会和组织，沟通信息、集中

资源、降低风险。“比如大家都看好一个

片子，有经常合作、知根知底的公司，都

别抬价一起拿下来，你投资多一点，我可

以让你把宣发权拿走，大家一起努力把

片子做好，这样对市场和各家公司来说

都更理性，之前有从来不认识的公司一

个高价就把影片拿走了，确实蛮尴尬

的。”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不断发展，进

口影片成为了丰富观众观影选择的重要

市场补充。目前在国内上映的进口影

片，主要分为分账片和买断片两种。

从 2012年起，中国每年引进分账片

的配额为 34 部，其中包括普通分账片

（即2D电影）20部，特种分账片（即 IMAX
和 3D电影）14部，但除了普通分账片中

每年约定必须有 6 部非美国影片外，其

他影片大多来自好莱坞六大制片公司。

市场在不断扩大，三十余部分账影

片已经不能满足国内观众对于进口影片

的需求，同时好莱坞六大之外的制片商

也需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入口，买断片就

满足了相应需求。

进口买断片通常指国内片商以事

先约定好的价格把影片相应版权从国

外片商处买断，并使其进入中国市场

的影片。因为最早中国电影市场容量

较小，且有待规范，外片的内地电影市

场发行权买断费用很低，质量也有好

有坏，通常采取多部影片“打包购买”

的形式，类似于影片版权批发，所以俗

称批片。

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内地只有中影

集团电影进出口公司一家拥有进口片引

进权，中影和华夏电影发行公司两家拥

有进口片发行权，其他公司没有独立发

行进口片的权利。

所以国内进行批片运作的民营公

司如果想让买到的影片在中国商业院

线上映，必须买断影片版权并以协助推

广的名义和上述两家公司合作来进行

发行。

在流程上，国内的协助发行方在

跟国外片方签完购片合同后，要先提

交给中影进出口公司进行初审，检查

影片是否包含敏感内容，并判断影片

的市场前景，因此决定是否发放配额

指标，然后再由中影或华夏报给主管

部门进行审查，通过后会拿到准予进

口通知书和公映许可证，就基本可以

确保在国内上映了。

但实际情况比说起来困难得多，刚

刚提到的整个过程必须在一年内完成，

逾期即按放弃上映处理。

配额是批片业务的关键，但目前配

额指标要比以前难拿得多。据介绍，

2015年之前，每年报上去的片子和发下

来的配额比例大概是2比1，每部片子有

大概 50%的几率拿到配额，现在虽然配

额数也有所增加，但远远赶不上申报影

片上涨的数量，在采访中，有从业者向记

者表示，2018年每部片子拿到配额的几

率不到20%。

也正是因为拿到配额指标比较困

难，还催生了一个灰色产业链。基本上

每一个作批片的公司都遇上过号称能通

过各种手段拿到配额指标的人，“他们的

套路就是问你要一笔代理费，他去替你

跑指标，操作不一样具体的方式也不一

样，有的要求先付订金，有的声称拿不下

来不收费，但总体看，没怎么见过靠谱

的。”

在记者的采访中了解到，手里有两

三部甚至五六部影片但只有一个配额指

标的公司不在少数，它们的办法只能是

选择市场预期最好的那一个进行上映

准备。

◎上映数量创新高 多类型多国别成新趋势

◎批片之难从配额开始

◎买版权要“早下手” 业内呼吁规范购片环境

在电影行业中，从事批片进口工作

的公司不在少数，杨硕把原因归结为

“低买高卖”：“目前国产电影投入五六千

万制片成本都算是小成本的片子，而在

海外 50 万美金淘到一些片子都有可能

对国内观众有吸引力，五六千万（在海

外）能买多少片。”

此外，国内的大制作影片新公司或

小公司很难参与，但如果买到奥斯卡或

三大（戛纳、威尼斯、柏林）电影节的获奖

影片，小公司也能和传统大公司同档进

行竞争。而且发行批片无需承担拍摄、

后期制作等多项工作，风险更小。

2016年，启泰文化接下了《血战钢锯

岭》的中国市场发行的部分工作，最终该

片力压《28岁未成年》、《你的名字。》、《神

奇动物在哪里》、《我不是潘金莲》等竞争

对手，连续多日位列大盘票房首位，收获

4.25亿票房。

但不是所有批片都能赚钱的，批片

的原始盈利思路是在国外市场上低价买

入能在国内院线市场上获得高额回报的

影片，通过其中差额获利。

据介绍，批片协助推广方在中国市

场的票房收益分成比例大概为 35%左

右。也就是说除去专项资金和税收之后

票房收入的35%，再减去引进成本，就是

协助推广方的利润。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批片的翻译、配

音、拷贝洗印、宣传等工作一般需要由协

助推广公司承担，因此批片的成本除去

版权费，还要加上配音译制费用、不菲的

关税以及拷贝费用和宣传品等宣发费

用，再加上批片一般由国内片商买断相

应版权，所以之后引进和发行等环节的

风险全部由国内片商承担。

随着国内买片的需求越来越大，供

求关系的失衡不仅推升了价格，也片商

的权益造成了影响。在之前，批片购买

达成意向后，国内片商先预付订金，如果

在国内没有通过审查，国外片方会将订

金退回，但随着买片的人越来越多，竞争

越来越大，现在审查不过订金也不退了。

此外，之前批片版权买断后，中国地

区的收益一般由卖家独享，但目前，国外片

商要求参与国内票房分账的也越来越多。

一位从事批片进口工作多年的人士

告诉记者，对于在院线上映的批片来说，

买到影片只是开始，“配额、审批、定档都

是预期内的问题，你会有相应的预案，往

往致命的是不可控情况。”

他说的不可控情况指的主要是盗

版，申请配额、提交审核、等待定档都有

自己的流程和制度可走，相比之下，盗版

对批片的影响更大，也更具不确定性。

和分账片不同，批片很少有中国市

场全球首发或同步上映。等影片引进在

中国市场上映时，在国外基本上已经上

映过一段时间，而国外有自己的DVD、视

频网站等版权衍生的窗口期，一旦影片

已经出现在视频网站上或推出 DVD 版

本，盗版就很难控制。

例如中国批片买家一般购买的是中

国地区一段时间内的影片院线放映权或

新媒体版权，但由于经验缺乏等原因，影

片在海外其他地区上映的时间则容易被

忽略。

杨硕就为此“交了学费”，在看到《湮

灭》的预告片时，他觉得这部影片在中国

市场上“再怎么着也能发1.5亿到2亿”，

但在后来的具体沟通中，影片的海外上线

时间却被忽略了。在他签署完合同，付完

所有费用之后，这部电影在Netflix开播。

“往常影片打击盗版的时候需要处

理的链接数大概是3至4个，我们打盗版

的时候底下有17个链接，根本打不掉。”

最终《湮灭》的中国市场票房为 6608万，

远低于预期。

◎买到影片只是开始 不可控情况最为致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