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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攻击到反击: 大片引进 20 年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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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片引进 20 年, 引进片与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从攻击到反击的博弈过程, 先是引进片的攻击

阶段, 中国电影在 “与狼共舞” 的 “丛林规则” 中, 曾经 “遍体鳞伤”, 在 “置于死地而后生” 中改变了中

国电影的生存格局, 也锻炼了中国电影的 “肌肉筋骨”, 并开始了反击阶段; 中国式大片 “冲奥” 以及在国

际市场上票房份额加大。 在大片引进 20 年之际, 如何从出口片、 合拍片以及中国梦的展示上对引进片的攻

击进行有效反击, 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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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引进 20 年, 引进片与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从攻击到反击的博弈过程。 以 1994 年 《亡命天涯》 为

肇始, 引进片 “发动攻击”, 中国电影在 “与狼共舞” 的 “丛林规则” 中, 曾经 “遍体鳞伤”, 在 “置于

死地而后生” 中改变了中国电影的生存格局, 也锻炼了中国电影的 “肌肉筋骨”, 本土创作力量逐渐提

升, 出现了中国式大片、 档期电影, 同时, 类型电影逐步成熟, 社会资本不断涌入, 影院建设不断生温,
国际市场票房份额加大。 中国电影在 “反击” 中也壮大了自身, 中国式大片 “冲奥” 以及赢得更多的国

际市场。 在大片引进 20 年之际, 如何从出口片、 合拍片以及中国梦的展示上对引进片的攻击进行有效反

击, 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当务之急。

一、 引进片的 “攻击” 与格局改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引进片其实在当时是作为一种票房 “灵药”, 用来拯救日渐萧条的中国电影市场。
有数据显示, 从 1979 年到 1991 年, 电影观众总人次共下降了一半。 放映场次下降了 20% 。 1992 年的观众

总人次降至 105 亿, 发行、 放映收入分别减少了 17． 9%和 15． 7% 。[1] 可以说, 中国电影业各个制片、 放映

单位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 为了适应当时中国大地上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 为了激活中国电影的制片、
发行和放映各个环节, 更是为了寻求一条中国电影的生存之路, 中国电影启动了机制改革, 其中最为关键

的举措是, 作为经营进口影片的唯一合法单位的中影公司以分账发行的方式引进国外影片。 这就是后来被

业界广为熟知的 “进口分账电影”。 当时的这一举措, 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意味深长。
1994 年 11 月 12 日, 在一片 “狼来了” 的惊呼中, 首部分账大片 《亡命天涯》 登陆中国。 中国电影

市场格局伴随着电影人的阵痛发生历史位移。

表 1　 1994 年前十位的国产电影票房[2]

票房排名 片　 名 发行收入 / 万元 票房排名 片　 名 发行收入 / 万元

1 重庆谈判 757 6 六指琴魔 341

2 画　 魂 482 7 天龙八部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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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房排名 片　 名 发行收入 / 万元 票房排名 片　 名 发行收入 / 万元

3 金沙水拍 420 8 梁　 祝 318

4 青　 蛇 389 9 大富之家 310

5 新少林五祖 381 10 新火烧红莲寺 306

表 2　 《亡命天涯》 登陆中国后的电影票房①

片　 名 首轮票房收入 / 万元 最终票房收入 / 万元

亡命天涯 1127 2500

　 　 通过上述两个表格可以看出, 《亡命天涯》 的首轮票房收入已经逼近 1994 年国产电影票房第一 ( 《重

庆谈判》 ) 和第二 ( 《画魂》 ) 的票房收入总和。 《亡命天涯》 在中国放映的最终票房收入 2500 万, 相当

于 1994 年前五位国产电影票房收入总和。 一部 《亡命天涯》 吹响了引进片 “抢滩” 中国电影市场的号角,

而中国电影也开始了 “亡命” 和 “搏命” 之旅。

郑洞天曾经指出, 进口大片是民族电影的支持和补贴, 是填补市场而不是抢占市场。 可是, 从 1994

年至 2001 年的 8 年中, 引进片以不可阻挡的姿态对中国电影市场的 “攻击” 虚化了 “填补市场” 一说。
中国电影在夹缝中求生存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表 3　 1995—2001 年国产片单片最高票房一览表②

年份 国产片单片最高票房 / 万元

1994 重庆谈判　 757

1995 红樱桃　 4000

1996 秦　 颂　 1000

1997 鸦片战争　 7000

1998 甲方乙方　 3300

1999 不见不散　 4100

2000 生死抉择　 12000

2001 大　 腕　 4200

表 4　 1994—2000 年部分账片票房[3]

年份 片　 名 票房 / 万元

1994 亡命天涯 2580

1995 真实的谎言 10200

1995 终极警探 3 4700

26

①
②

关于表格数据可参考: 万萍. 进口分账电影片十年票房分析 [J] .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05 (5): 50.
关于表格数据可参考: 贾磊磊, 朱玉卿. 中国电影的博弈时代——— “大片” 十年启示录 (1994—2004) [A]. 陈景亮. 回顾

与展望———中国电影 100 周年国际论坛文集 [C].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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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片　 名 票房 / 万元

1995 狮子王 4130

1995 生死时速 3780

1995 绝地战警 3280

1996 龙卷风 5450

1996 断　 箭 5050

1996 勇敢人的游戏 4770

1996 勇闯夺命岛 4770

1996 谍中谍 4510

1997 侏罗纪公园 7210

1997 山崩地裂 4760

1997 蒸发密令 4580

1997 生死时速 2 3040

1998 泰坦尼克号 35950

1998 拯救大兵瑞恩 8230

1998 天地大冲撞 5130

1998 独自在家 4020

1999 星球大战前传 3300

1999 偷天陷阱 2900

2000 精灵鼠小弟 2080

2000 西点揭秘 2100

　 　 从表 3 和表 4 所显示的票房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从 1994 年到 2000 年, 中国电影市场格局彻底改

变, 国产片以惨败画上了 20 世纪中国电影市场的句点。 引进片对中国电影来说, 已经不是激活萎靡的电

影市场的 “灵药”, 而是能够导致中国电影殒命的 “毒药”。
然而, 历史总有它独具深意的地方。 正当引进片在中国电影视野中风光无限的时候, 却也逐渐激起了

中国电影的创作力量。 这支力量按年龄梯次排开, 他们形成了一股前赴后继的 “浪潮”, 在此后的双方博

弈中, 成为旗手与中坚力量。 这批人中有些在当时已经有成熟的艺术创作, 如张艺谋、 冯小刚、 陈凯歌;
有些是初出茅庐的, 如陆川、 徐静蕾; 更有当时正在求学等待成长的徐峥、 宁浩、 滕华涛、 金依萌、 程耳

等。 2003 年 CEPA 签订之后, 香港导演、 演员的大批北上, 也更加壮大了本土电影的创作力量。 给中国电

影带来意外惊喜的是, 赵薇、 郭敬明等一批人以电影导演身份投入电影制作, 他们自身极高的商业价值成

为电影票房的最大筹码。 中国电影创作力量多元的现象, 是中国电影有意识与无意识地共同作用, 是市场

化下各方的自由组合, 是政治、 经济、 社会与美学的集体合谋。

二、 中国电影 “反击” 的突破: 档期电影、 中国式大片

1997 年, 为避开与引进片在传统档期的激烈竞争, 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于年底推出了 “首部国产贺

岁片” ——— 《甲方乙方》, 其上映标志着集中推出国产电影的 “贺岁档” 档期正式形成。[4] “贺岁档” 也

成为档期电影的前身。 此后, 从 《不见不散》 到 《私人定制》, 冯小刚导演的贺岁电影陪伴中国电影观众

走过 15 年, 并拥有了稳定的观众群体。 如果说 《英雄》 是中国电影向海外寻求出路的尝试和努力, 那么,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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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导演的 “贺岁片” 则是中国电影对本土市场的探索和定位。 如果说 《英雄》 其实迎合了西方人的

某种消费心理, 那么, 冯小刚导演的 “贺岁片” 则是对国人心理的细致观察与敏锐反映, 即对处于转型中

的中国社会和民众精神与心理的关注与思考。
贺岁档作为中国电影市场的某种新开掘, 激荡了电影人对商业电影的热情, 各大节日档期先后形成。

目前国内电影市场档期大概分为: 新年贺岁档、 春节档、 情人节档、 五一节档、 暑期档、 七夕档、 国庆

档、 光棍节档。 档期电影的形成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中国电影对本土市场的深度开掘, 这是因为一个贺

岁档已经满足不了发展中的国产电影; 二是在引进片与国产片的博弈中, 贺岁档成为国产电影票房的支

撑, 这就使得中国电影人对档期电影怀有信心; 三是国产类型电影逐渐显现, 像爱情片、 警匪片等, 在商

业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 爱情片与情人节、 七夕节就有了媾和的机会。 中国电影开掘了一个贺岁档,
贺岁档却启发了中国电影衍变出更多的电影档期, 而这也成为中国电影 “反击” 引进片的重要力量。

2002 年, 首部中国式大片 《英雄》 问世, 不到两周国内票房已突破 1 亿元, 最终以 2. 5 亿人民币收

官; 同时它也成为首部票房过亿的国产片。 《英雄》 拉开了中国式大片轮番登场的序幕, 并以 “高概念”
电影模式激起业界同仁的不断模仿。 2001 年, 李安导演的 《卧虎藏龙》 获得第 73 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金

像奖, 这一事件像 “导火索” 一样触发了中国导演的 “武侠神经”, 或者说, 《卧虎藏龙》 很好地暗示了

中国电影如何走向海外市场。 张艺谋坦言, 拍这类古装大片, 纯粹是为市场拍, 尤其是海外市场。 海外市

场和海外片商认可这个类型。[ 5 ] 从 《英雄》 的海外融资与营销来看, 它已经走上了国际化商业运作的道

路, 它不仅探明了本土市场的巨大潜力, 而且为此后的 “中国式大片” 走向海外提供了参考依据。
然而, 并不像 《英雄》 所缔造的 “大国神话” 一样, 2002 年中国电影票房仍旧是引进片占绝对优势。

在 200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电影业开始履行每年进口 20 部左右大片的协议

……国产片产量比去年提高, 其中民营资本和境外资本参与制作的有 32 部, 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票

房收入上仅 《英雄》 一片即占了绝对的优势, 2. 5 亿的票房占到了全国总票房的四分之一强, 相对数额

超过了 1998 年的 《泰坦尼克号》。 进口大片加上 《英雄》 分割了 2002 年 80%以上的电影票房。[2](58)

与此同时, 院线制应运而生。 2001 年 12 月 18 日, 《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 颁布,
其中明确规定, 以 “院线制” 替代原有的行政级别的发行网络。 截至 2013 年, 全国影院共计 4583 座, 银

幕 18195 块, 城市院线 46 条。 院线制的诞生为制片方和发行方带来了利益保证, 而影院自身的建设与完善

为中国电影接纳更多的观众提供了平台。
如果说引进片当年被当作票房 “灵药” 用来激活低迷的中国电影市场, 那么 “中国式大片” 则是被当作

某种 “解药” 来中和引进片给中国电影市场带来的 “毒性”。 在 《英雄》 之后, 观众又看到了 《十面埋伏》、
《无极》、 《神话》、 《七剑》、 《夜宴》、 《满城尽带黄金甲》 等中国式大片, 这些电影一方面让观众领略电影艺

术的视听魅力, 另一方面在悄然改变中国电影票房分布, 成为中国电影 “反击” 引进片的重要突破。
其实, 引进片和国产片单片最高票房的拐点早在 1999 年已经出现, 这一年国内票房冠军是冯小刚导

演的 《不见不散》。 引进片的票房从最初的绝对强势到开始下滑, 显示出了中国电影 “反击” 引进片的一

次胜利。 在中国电影重新赢回票房优势的背后, 有四点不可忽略的因素, 第一, 国家颁布的旨在推动股份

制、 集团化改革的政策调动了社会资源, 使得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电影业, 1997 年第一家国有股份电影公

司———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正式成立。 此后, 社会资本陆续涉足电影投资领域, 陆续拍摄了 《卧虎藏龙》、
《英雄》、 《手机》、 《十面埋伏》 等大批优秀国产影片, 为中国电影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有力地扶持了国

产电影的生产和制作;[4](14) 第二, 本土创作力量的不断壮大以及创作热情的不断升温, 中国式大片掀起了

一股热潮; 第三, 2003 年 CEPA 签订之后, 香港导演、 演员大批北上, 壮大并优化了本土电影的创作力

量; 第四, 以冯小刚电影为主的档期电影的出现, 是中国电影对本土市场的探索和定位, 它探明了中国电

影市场的巨大商业价值, 影响了当时以及此后中国电影的票房走向; 档期电影也成为中国电影抗衡引进片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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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力量。
2003 年, 国产电影票房首次以微弱优势超过引进片, 这虽然是一次微弱的超越, 但从 1994 年到 2003

年, 中国电影走过了艰辛的 10 年。 从 2003 年到 2011 年, 国产电影票房连续 9 年超过引进片。 在国产电影

经历 2012 年的短暂失败后, 2013 年又以明显的优势反超引进片。 然而, 引进片与中国电影的博弈并未结

束, 国产电影在票房上的优势并不代表中国电影的真正胜利。

表 5　 2003—2013 年国产电影与进口电影票房对比①

三、 中国电影 “反击” 的递进: 合拍片、 类型电影

如同前面提到的 “中国式大片”、 “档期电影” 一样, 这里要阐释的 “合拍片”、 “类型电影” 并不是

一种并列关系, 按其影响因素排列, “中国式大片” 与 “合拍片” 都较偏向电影制作环节, “档期电影”
和 “类型电影” 则指向电影市场与营销。 然而, 本文在标题中的排列一是出于时间先后的考虑, 一是为了

更明显地表达出中国电影在博弈中的状态: 从寻找 “反击” 的突破口到 “反击” 力量渐增。
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发展, 除了 1994 年引进大片登陆中国带来的变化之外, 香港电影为内地电影也带

来了发展的力量。 像 《红番区》 这样较早进入内地市场的港片, 其成熟的商业化以及娱乐性都成为内地电

影借鉴的经验。 周星驰电影 “无厘头” 的幽默风格, 更是影响了一批电影导演的喜剧创作。 2003 年 CEPA
签订之后, 香港导演、 演员的大批北上, 壮大并优化了本土电影的创作力量, 同时也带动了内地电影市场

的繁荣。 此后, 纯粹的港片越来越少, 合拍片成为代言。 在合拍片逐渐发展的过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 合

拍片目前已占中国电影总产量的 1 / 10。 在走向国内院线市场的影片当中, 合拍片占据了上映影片数量的

1 / 4;[5](19) 香港电影 “明星制” 的影响, 对这些明星的投资也促进了类型电影的成熟; 香港电影出色的导

演群落对本土电影市场的激励作用, 他们自身成熟的创作能力以及各事所好丰富了合拍片的类型; 香港电

影高度的商业化运作模式成为合拍片最直接的效仿对象。
在引进片与中国电影的博弈关系中, 合拍片作为国产片的重要部分, 扩大了国产片的票房额度, 赢得

了更多的电影市场。

表 6　 2002—2012 年合拍片在国产片中的产量及票房占比[6]

年份
合拍片产量

/ 部

国产片年度产

量 / 部

合拍片占国产

片比例 / %

合拍片年度票

房 / 亿元

当年国产片票

房 / 亿元

占国产片票房

比例 / %

2012 58 653 8. 9 37. 7 82. 7 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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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表格数据可参考以下两篇文章: 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 2008 中国电影艺术报告 [M]. 北京: 中国电影

出版社, 2008: 140. 刘静, 魏晋茹. 2013 年中国电影产业年度发展报告 [J] .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1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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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合拍片产量

/ 部

国产片年度产

量 / 部

合拍片占国产

片比例 / %

合拍片年度票

房 / 亿元

当年国产片票

房 / 亿元

占国产片票房

比例 / %

2011 62 558 11. 1 29. 6 70 42. 3

2010 51 500 10. 2 37. 5 57. 3 65. 4

2009 35 450 7. 8 26. 1 35. 1 74. 4

2008 47 406 11. 6 20. 6 26. 9 76. 6

2007 40 402 11. 6 9. 2 18 51. 1

2006 40 330 10 9. 8 14. 4 68. 1

2005 41 260 15. 8 6. 1 12. 3 50

2004 43 212 20. 3 5. 9 8. 3 71. 1

2003 45 140 32. 1 2. 6 4 65

2002 18 100 18 3. 5 3. 87 90. 4

　 　 类型电影对中国电影来说,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中国电影已经出现喜剧片、
爱情片、 家庭伦理片、 警匪片、 武侠片等, 发展至今类型电影已经较为成熟。 可是, 耐人寻味的是, 类型

电影的成熟是伴着合拍片的脚步 “同呼吸、 共命运”。 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合拍片, 内地的类型电影也会

成熟起来, 但时间可能要往后推迟。 香港电影的 “明星制” 以及商业运作模式就像催化剂一样, 加快了国

产类型电影的成熟。 当然, 时代的变化发展与中国社会日渐浓厚的商业氛围是类型电影成熟的 “孵化器”。
消费文化带来的快感此时又与类型电影有了契合。

同时, 令人感到担忧的是, 类型电影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原有的类型片基础上, 像灾难片、 恐怖片、 科

幻片等类型仍需进一步开掘。 这也将成为中国电影在未来与引进片博弈的新筹码。

四、 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转型: 中国梦与海外市场

2013 年, 中国电影国内票房突破 210 亿元,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 与此同时, 中国电影

的国际化转型也成为焦点问题备受关注。
中国电影 “走出去” 成为一个日渐明显的事实。 “走出去” 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电影拍摄团队 “走出

去”。 例如 《人在囧途之泰囧》 (泰国)、 《等风来》 (尼泊尔)、 《边境风云》 (缅甸)、 《北京遇上西雅图》
(美国)、 《中国合伙人》 (美国)、 《一夜惊喜》 (马来西亚) 等。 第二种是中国影片的 “走出去”。 中国影

片最初走向海外是参加各大洲际的国际电影节, 这些优秀的中国影片除了收获电影节的荣誉之外, 也为中

国电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
中国电影 “走出去” 一方面反映了全球化意识的不断提升, 将异域风光带入中国电影从而完成了中国

电影话语层面的深度开掘, 另一方面则显示出传统意识的消亡, 即 “海外” 早已不是矛盾的对立面, 反而

是为了发展无法割裂的重要部分。 从 1988 年 《红高粱》 柏林获奖, 中国电影更多地是以参加国际电影节

的方式展现在世界面前, “第五代” 和 “第六代” 导演都以各自独特的书写为世界呈现了多样的中国形

象。 如今, 随着国内电影产业的逐步完善以及国产电影商业价值的提升, 中国电影寻求更大的海外市场则

是必经之路。 2002 年的 《英雄》 以中国大片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 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满足并固滞了西

方世界对中国的想象。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中国的国家形象已然不是一个 “武侠帝国” 能加以描述的, 而

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以及创作能力的提升, 为更加生动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表 7 和表 8 分别显示了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的销售情况, 比起国内票房的稳步增长, 中国电影海外票

房尚处于起伏波动阶段。 如何实现海外票房的稳定则是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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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04—2012 年合拍片海外销售情况一览表[7]

年份
销售数量

/ 部

合拍片数量

/ 部

合拍片所

占比例 / %

海外市场发行

收入 / 万元

合拍片发行单部

平均收入 / 万元

2004 51 12 23. 53 115136. 5 2257. 5

2005 69 37 39. 13 164289. 9 2381. 01

2006 73 33 45. 21 183714. 1 900. 55

2007 78 53 67. 95 202031. 4 643. 41

2008 45 29 64. 44 250122 877. 62

2009 31 34 75. 56 275942. 3 1491. 58

2010 31 30 96. 77 258113. 7 2150. 95

2011 52 50 96 202400 3892. 3

2012 75 42 71. 2 95200 1613. 5

表 8　 2007—2013 年我国电影总票房和海外票房一览表①

引进片 20 年, 是中国电影产业化的重要阶段。 中国电影与引进片的博弈在未来会越来越激烈。 回望

过去, 引进片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更多是在于中国影人对电影观念的改变: 一方面学习进口分账片的叙事

策略、 镜头语言, 另一方面是学习其营销观念, 关注本土市场的研究, 实现电影的商业化属性。[8] 国产电

影票房相对于引进片票房的优势并不能解决中国电影实际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而全球化浪潮也一再迫使中

国电影做出改变。
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转型, 既包含了中国电影在进入海外发行网络后如何与其他国家电影展开海外市场

竞争, 又包含着中国电影所塑造的国家形象进行怎样的转变。 表达中国梦, 成为时代赋予中国电影的新的

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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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图表数据可参考以下两篇文章: 邹超, 尹秀艳. 我国电影产业出口贸易中文化折扣现象分析 [J] . 财经理论研究, 2013
(2): 84. 刘静, 魏晋茹. 2013 年中国电影产业年度发展报告 [J] .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14 (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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