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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国
电影票房达204.17亿元。同往年相
比，降幅巨大——相比 2018 年下
降 66.5% ，相 比 2019 年 下 降
68.2%，中国电影总票房倒退到七
八年前的水平。但，国产电影票房
占总票房的83.72%，三、四线城市
观影需求增长显著，我国全年电影
票房超越北美登顶世界第一，都可
以看出中国电影市场蕴藏着巨大
活力，有着强大韧性。

梳理这一年的时间点，可以更
真实地看出，在非常时期取得这个
成绩，有多么不容易。

1月 23日，受新冠疫情影响，
《唐人街探案3》等七部春节档大片
全部撤档，本是全年最火爆的春节
档，瞬间坠入冰点。从此时开始，内
地院线被按下暂停键，停止营业近
半年，剧组停工、交易停止，制作、
发行、放映、配套服务等产业链各
环节均受影响。近半年的真空期，

这在中国商业电影史上是第一次。
面对史无前例的困境，政府

部门率先行动，形成推动电影行
业尽快重启的强大动力。5月，财
政部、国家电影局等部门发布电
影行业税费支持政策，对受疫情
影响严重的电影企业、影院或影
视基地进行补贴和支持。同时，行
业组织纷纷呼吁物业为影院减免
租金、物业费等费用，指导影院做
好设备维护保养；影视拍摄基地
对剧组免除场地费用、向群众演
员提供补贴；不少企业和从业者
利用休整期修炼“内功”……

随着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
步巩固，根据国家电影局要求，7月
20日起，关闭约半年的影院陆续开
门迎客。《第一次的离别》是影院复
工后首部上映的故事片，片名仿佛
成为观众跟电影院半年“离别”的
隐喻。

8月27日，在复映后的首部大

片《八佰》的强力助推下，全国票房
突破50亿元大关。

9月25日起，影院每场上座率
限制提高到不超过75%，影院逐渐
恢复元气。

国庆档，在《我和我的家乡》
《夺冠》《姜子牙》等大片的集体拉
动下票房井喷。10月3日，全国票
房达到了第一个百亿。单日票房最
高的一天，是拿下7.44亿元票房的
国庆日。10月 15日，2020年中国
内地票房累计129.5亿元。正式超
越北美同期成绩，历史上首次成为
全球票房第一的电影市场。

年末，贺岁档《紧急救援》《拆弹
专家2》《送你一朵小红花》《温暖的
抱抱》等陆续上映，持续拉动电影票
房上升。12月30日全年票房终于突
破200亿元。截至12月31日，中国
电影总票房达204.17亿元。

票房能超过北美，主要是由于
疫情的影响。但经历这次洗牌，得

益于中国在疫情防控上的出色表
现，中国电影产业恢复得更快，并
在全球一枝独秀，也是不争的事
实。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0年，城
市院线观影人次5.48亿；全年共生
产电影故事片531部，影片总产量
为650部（比上年减少近400部）。

根据全球知名互联网信息服
务提供商数据统计，在12月上旬，
中国内地活跃影院数达到了去年
同期的93%，位列全球最高，远超
北美影院活跃数38%。在全世界都
历经磨难的2020年，中国电影展
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
冲击，中国电影市场在全球各大
电影市场中率先复苏、持续回暖，
主要产业指标名列前茅。”国家电
影局有关负责人说，“2020 年电
影发展成绩来之不易，充分彰显
了中国电影的制度优势、综合实
力和发展韧性。”

建 设 文 化 强
国，广大电影人肩
负使命。因为电影
不仅体现了当代文
化 创 造 的 综 合 实
力，技术与制作工
业的最高水平，同
时是塑造与传播国
家 精 神 的 重 要 方
式。近年，我们向着
电影强国的目标迈
进，取得了许多成
绩，但要成为电影
强国，至少要抓住
两条：一是创作有
影 响 力 的 电 影 作
品；二是建设有实
力的电影企业。

优秀电影是电
影强国最关键的力
量。缺少有影响力的国产电影作
品，就谈不上中国电影的强国地
位；即使有市场有观众，也可能成
为其他电影的集散地。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实施文艺
作品质量提升工程，加强现实题
材创作生产，不断推出反映时代
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文艺
精品。反映新气象、讴歌新创造，
可以理解为，倡导电影创作聚焦
现实社会的变革。

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基于传
统，又影响现实。这几年中国电影
最重要的收获，也是出现了一批充
满现实主义精神的成功之作。现实
主义不仅是题材规定，更是一种创
作精神。所以，我们不仅需要敏感
于现实生活，也要更加敏锐于社会
变革。某种程度上，敏锐比敏感更
重要，因为它不仅需要表现现实生
活，更要揭示生活的本质。

要拍出好电影，我们还需要在
人物形象塑造上下功夫，尤其是要
在“新人形象”上下功夫。人物塑造
也是电影成功的标志之一，我们同
样需要花力气塑造好这个时代所
特有的，或者说，具备这个时代鲜
明特征的新型人物。创作可以有范
本，但应该拒绝摹本。我们应该努
力创作一批更具有时代意义与典
型价值的“新人”形象。让“新人”形
象站在银幕的最中间。

建设电影强国，还要率先建
设好一批强大的电影企业。建设
强大的电影企业，在战略上极其
重要。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率
先崛起一批代表性的电影企业。
进一步做大做强电影企业，才能
担当电影强国的中流砥柱。事实
证明：好的电影企业是优质资源
的集聚地，是优秀影片的策源地，
是防御风险的防洪堤，也是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主力军。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
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当电影
《我和我的家乡》再度在影院唱响歌
曲《我的祖国》，“家国情怀”成为
2020年中国电影最鲜亮的底色。家
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纵观2020
年中国电影，聚焦不同领域、不同行
业的奋进者，实现了时代性、思想
性、共情性的高度结合，以及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描写了伟大的民族精神。《金刚
川》通过敌我双方的不同视角，描写
了志愿军面对美军的轮番轰炸，宁愿
自我牺牲也要确保主力部队按时到
达作战位置的不屈战斗意志，高扬了
不怕强敌、奋勇向前的伟大抗美援朝
精神。《夺冠》探索以真人原型为基础
的体育电影创作思路，通过三代中国
女排为了国家荣誉而奋斗的故事，书

写了“女排精神”在不同时期的传承
与发展，引发观众强烈共鸣。

展现了全面脱贫和建成小康社
会的伟大成就。集结9位导演、近百
名演员的《我和我的家乡》，延续《我
和我的祖国》成功经验，从细微处切
入，采用拼盘式叙事模式，5个故事
聚焦医疗、扶贫、教育、环保、旅游等
方面，通过喜剧的样态，以幽默的方
式全方位多维度地展现了在党的领
导下，全国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
活的巨大变化，以及普通百姓在这
一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在给观
众带来了欢乐和感动的同时，引发
大家思考。《一点就到家》则讲述新
生代农民利用现代网络打通产销两
端脱贫致富的故事。两部电影分别
获得28亿元和3亿元的票房佳绩，
彰显了新主流电影的强大吸引力。

彰显了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化
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升。灾难动作
片《紧急救援》在制作上要面对天
上、地下、海里、火中等救援场景的
考验。该片没有像同类题材电影一
样完全依赖后期特效支持，而是采
取实景拍摄和特效技术结合的方
式，创造出逼真又具有情感冲击力
的奇观化影像。还有动画电影《姜
子牙》在将历史人物的故事进行创
造性改编的同时，将工业化生产能
力与民族美学追求相结合，形成了
极富中国审美特色的动画影像建
构。这些都是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化
生产能力提质升级的重要标志。

展现了多题材多类型协同发
展的趋势。纪录电影《掬水月在手》
既是对叶嘉莹个人诗词人生的讲
述，也显示出华夏民族独有的诗词

情怀。还有犯罪片《除暴》，奇幻片
《赤狐书生》，青春片《热血合唱
团》，文艺片《一秒钟》等也在各自
的类型题材领域有所拓展。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成为另一
抹亮色。王丽娜导演的《第一次的
离别》、拉华加导演的《旺扎的雨
靴》等影片记录下一幅幅富有特色
的民族风景画。

2020年，中国电影深入关注历
史与现实，通过对民族精神的艺术
化展现，为观众提供精神动力，也
提振了电影人和电影市场的士气
与信心。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
曙光表示，2020 年的中国电影以

“家国情怀”为基础，打造出一种
“共同体”的美学，在观众心中也形
成了更广泛的共情、共鸣、共振。

（本版编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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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的人讲故事的人””的史诗级故事的史诗级故事

2020年内地电影前10名票房
的总和，超过了全年总票房的六
成，“头部效应”更加凸显。受各种
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走进影院的
机会变得更为珍贵，自然要把电影
票留给足够优秀的电影。8月21日
内地公映的《八佰》的票房成绩，可
以说是一骑绝尘，就是最好的例
子。《八佰》，也是2020年内地唯一
一部票房突破30亿元的电影。

2020年内地票房前五名的影
片依次为：《八佰》（31.09 亿元）、
《我和我的家乡》（28.29亿元）、《姜
子牙》（16亿元）、《金刚川》（11.2亿
元）、《夺冠》（8.36亿元）。

“2020年，广大电影工作者团
结拼搏，砥砺前行，创作推出了一
批优秀国产影片。全年票房前10名
影片均为国产影片。”国家电影局
有关负责人说。

此外，2020年全球电影票房榜
前十的影片中，华语电影占据4个
席位。其中，《八佰》登顶年度全球
票房冠军，它不仅成为内地影院

“救市”之作，还成为了全球的票房
冠军，这是国产电影首次取得这一
殊荣。

近几年，国产片越战越勇，也
越来越受到中国观众的喜爱。据统
计，2020年共有22部好莱坞分账

片公映，但累计票房不足总票房的
20%，且所有进口片的内地票房，
都没过5亿元。自2003年电影全面
产业化改革以来，虽然国产影片的
市场份额不断提升，但占据票房前
10名还是首次。

而中国观众的电影消费也更
为理性，不再一味“仰视”好莱
坞，对好的国产片也表现出更多
的肯定。

2020 年 对 于 中 国

和中国电影而言，都是

极不平凡的一年。新冠

肺炎疫情导致影院停

工半年之久，是电影行

业新世纪以来遇到的

最大困扰和压力。疫情

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

后，在主管部门的统筹

安排下，电影院开始分

阶段逐步开放。在 2020

年的下半场，中国电影

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发

力，重量级和主旋律作

品不断形成观影热潮，

在这特殊的半年时光

中创造了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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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时时刻刻

“头部效应”更加凸显

中国价值传达更加有力

国家电影局 1 月 1 日发布数据，2020 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

204.17 亿元。其中，国产电影票房为 170.93 亿元，占总票房的

83.72%，全年票房前10名影片均为国产影片。同时，内地电影院的

总票房也首次超越北美成为了全球票房最高市场，《八佰》登顶年

度全球票房冠军……多项数字登顶“世界之巅”。本期，我们将目光

投注于 2020 年中国电影，看看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发生了什么

惊心动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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