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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部新片同日竞逐贺岁档 难逃炮灰命运

北京商报讯（记者 肖玮 实习记者 杨
卉） 文化和旅游正成为促消费的重要抓
手。12月24日，文旅部举行的2019年四季

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产业

发展司司长高政表示，为激发文旅活力，

促进经济发展，将从八项重点工作入手，

包括：点亮夜间经济拓展消费新时间，推

动夜间文旅消费规模持续扩大；改善文化

和旅游消费环境；提升入境旅游环境，完

善入境游客移动支付解决方案等。与此同

时，加速推进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示范城

市建设工作、融合发展拓展消费新空间、

用消费金融为文旅消费赋能，加大金融支

持文化和旅游消费也是释放文旅产业活

力的重要举措。

随着人们消费结构日趋多元化，夜间

文化旅游市场也迅速扩容。对此，高政表

示，接下来将深耕夜经济发展模式，点亮

夜间经济拓展消费新时间，推进国家级夜

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建设。同时不断优化夜

间文旅消费环境，丰富夜间游览产品、夜

间演出市场，推动夜间文旅消费规模持续

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文旅消费规模的扩大，

也意味着游客将对旅游环境提出更高的要

求。对此，高政也强调，改善文化和旅游消

费环境是大势所趋也是必行之举。除了对

传统演出场所和博物馆进行设施改造提

升，推进文体商旅综合体外，高政表示还将

建设打造具有文旅特色的高品质步行街，

同时引导演出、文化娱乐、景区景点等场所

广泛应用互联网售票、二维码验票，节省游

客出行的时间成本。此外，促销费大招还有

提升入境旅游环境，完善入境游客移动支

付解决方案，开发适应外国游客需求的旅

游线路、目的地、旅游演艺及特色商品并加

强宣传推介，着力提升景区景点、餐饮住

宿、购物娱乐、机场车站场所的多语种服务

水平等。

另据了解，除上述措施外，文旅部还将

着力丰富产品供给，促进旅游演艺、乡村旅

游、红色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等业态发展，同

时推动景区提质扩容，推进A级景区特别是

4A、5A级景区建设，健全景区动态管理机

制，加强景区弹性供给，进一步优化景区游

览线路和游览方式，大力推进“互联网+旅

游”，进一步推行景区门票预约制度，进一步

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的旅游消费需求。

“今年以来全国范围内都在积极推动

夜经济，且目前来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

展，夜间消费占据份额越来越大，”北京第

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

副教授吴丽云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在夜间到凌晨的时间里，从工作中

脱离出来的消费者比起日间要更有潜力，

因此夜间业态及相关产品的丰富将进一步

激发客群的消费能力，在促进消费增长的

同时带动整体经济的上升”。

同时，吴丽云也提到，除夜经济外，想

要进一步释放文旅产业活力，消费环境、配

套设施的完善必不可少。“近年来文化和旅

游都在向着高质量方向转变，关键是要加

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简化旅游出行的

相关程序，如排队购票、人工验票等，”吴丽

云说，“总体来看，文旅是一个带动性极强

的行业，涵盖110多个关联产业，接下来，相

关政策将不断细化，刺激消费作用也会持

续增强。”

6新片票房不足30万

现阶段仍陆续有新片加入贺岁档的大

军。其中在12月24日，据猫眼专业版显示，国

内共有6部新片同日上映，其中包括5部国产

片《煽疯点火》《爱回家》《浴血反击》等，也有1

部来自爱尔兰的进口片《教授与疯子》。

从题材类型来看，以上新片涵盖了战争、

动作、爱情、传记、悬疑等多种元素，但这却未

能给市场表现添加亮眼的色彩，无论是上映

首日的排片占比还是票房表现，均将这6部新

片往炮灰电影的道路上越拉越近。

数据显示，截至12月24日17时，6部新片

中排片占比最高的为《教授与疯子》，但也仅

获得1.4%的排片，其余5部作品的排片占比甚

至还不足0.1%。而在票房方面，仅有3部作品

已有票房数据，其中《教授与疯子》以累计票

房21.9万元排在6部新片的首位，排在第二位

的则是《煽疯点火》，共获得6.3万元票房，随后

则是报收0.5万元票房的《爱回家》，其余3部新

片均显示暂无票房数据。这也意味着，6部新

片在上映首日的累计票房仅有28.7万元，尚不

足30万元。

6部新片刚一上映便面临炮灰命运的情

况，只是贺岁档的一个缩影。北京商报记者调

查发现，自进入12月以来，共有57部中外电影

作品相继上映，但只有10部电影的票房实现

5000万元以上，占比仅为1/6，其中票房过亿

元的更是少之又少，只有6部。而其余约5/6的

上映影片所获得的票房均在5000万元以下，

并有24部电影作品的票房不足百万元，仅在

数十万元甚至万元及千元左右的规模，且该

类影片的数量在共计57部上映影片中占比超

过四成。

炮灰身影成常态

实际上，不只是今年贺岁档，炮灰电影的

身影早已成为国内电影市场的常态。

以2018年为例，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

据显示，2018年全年我国电影产量总计

1082部，较前两年进一步增加，而新上映电

影的数量则为504部。尽管超500部电影先

后通过大银幕与观众见面，在一定程度上丰

富了观众的观影选择，但在全年票房方面，

实现过亿元的只有82部，其中国产电影为

44部，只相当于全年上映电影数量的一个

零头。

与此同时，再看炮灰电影的数量，北京商

报记者调查发现，反而是该类影片的数量占

了大头，占比约为四成、近200部电影的全年

票房不足百万元，而最低的一部电影仅获得

1000元的票房。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四成的电影作品沦

为市场炮灰，但背后的公司数量并不少。在12

月24日上映的6部新片中，除去1部进口片外，

其余5部国产片背后共涉及11家公司，且其中

有7家公司在2019年只推出1部作品在电影院

上映。这一现象也成为炮灰电影的常态，如

2018年票房未过百万元的近200部电影，背后

的出品方达到近400家，其中八成的出品方全

年仅出品1部电影。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与前几年电影市场

出现的资本热有一定关系。“前两年大量资本

不断涌入电影市场，且不只是电影公司，还有

诸多跨界公司也想在电影市场分得一杯羹，

因此电影产量有所增加，但从专业度和内容

质量层面来看，资本过度催生的电影作品难

以达到标准，不少炮灰电影便由此诞生。而已

经制作完成的电影也不能眼看着落灰，因此

部分作品便会硬着头皮在院线上映。”导演黄

志勇如是说。

马太效应渐显

截至目前，2019年的影片票房已超过

2018年的607亿元，并向新纪录不断进发，

截至12月23日，全年票房已达627亿元，据

业内人士预测，2019年全年票房有望达到

635亿-650亿元之间。

而从当下贺岁档的发展趋势来看，票

房与排片仍集中在头部电影作品的身上，

但这也不妨碍其他新片按照原定计划陆续

上映，且在12月仅剩下的6天内，还将有22

部中外电影上映，虽然其中包含此前便已受

到观众关注的电影作品，但也有不少影片的

关注度不尽如人意，或许也会成为炮灰电影

中的一员。

投资分析师许杉认为，如今已能发现，电

影市场的马太效应已愈发明显，两极分化的

现象越来越严重，票房排名前十的影片能够

为电影市场贡献半数票房，且优质电影不仅

能够获得预期的票房反馈，同时也能得到观

众的认可、较好的口碑；反观质量较低的电

影，尤其是炮灰电影，生存空间逐步被压缩，

难以获得市场的注意力，这一现状有助于电

影市场良币驱逐劣币，从而进一步提升整体

行业的发展。

“目前电影市场的发展较以往已更为理

性，不仅前两年资本的热潮已渐渐退去，观

众、行业、政府对于内容质量的监管与标准也

在持续收紧、提升，这对于行业发展是一个好

事”，黄志勇表示，“或许此前还有诸多投资者

试图想在电影市场大赚一笔或是以此博得品

牌影响力，但现在持有该想法的人或是已亲

身经历市场的‘无情’选择退场，或是看到其

他人的遭遇而打消了念头。”

在影评人刘贺看来，电影市场的发展现

状已提示影视公司，每一步发展都应回归内

容本身。此外，虽然票房主要聚集在头部作

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大公司的作品才能

获得高票房，只要作品质量过硬，得到观众的

认可，便有机会赢得市场。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彭慧)12月24日，
在7号线东延、八通线南延开通试运营前夕，

北京商报记者跟随市交通委试乘两条线并探

访了部分站点。

在7号线东延与八通线南延的首个换乘

站花庄站站厅内，从上部垂下的“小鱼群”风

铃格外抢眼，在风的撩拨下发出清脆悦耳的

响声。而在“小鱼群”风铃的正对面，一幅展现

古代运河繁华之景的漕运壁画颇惹人注目，

上部漂浮的祥云及下部的水纹，瞬间使壁画

立体起来，栩栩如生。

“花庄站的创意设计点为‘金色梦想 商

业之窗’，整个空间的色调均为金色。两处吸

睛的地方，或将在开通之后成为吸引人们争

相打卡的网红地。”花庄站区副站区长高静告

诉记者。

在7号线与八通线的终点站环球度假区

站的站厅和站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调试

电梯、清扫站厅，为开通做着最后的准备工

作。作为7号线东延与八通线南延的终点站，

环球度假区站将随环球度假区开放而同步投

入运营。据悉，环球度假区一期2020年将竣

工，2021年春季将正式开园。

目前，7号线东延的地铁车厢内，已经张

贴上了最新的地铁线路图，7号线东延和八通

线南延各站均已出现在线路图上。

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开通后，7号

线工作日最小间隔与既有最小运营间隔保

持不变，为3分半；首末车时间保持既有时间

不变。7号线东延配备的车辆与既有7号线车

辆相同，为8节编组B型车，车辆可运输2800

人左右。东延配备33组车辆，上线车组增加

至40组。

八通线工作日最小间隔2分50秒组织行

车。八通线南延车辆采取既有车辆改造及新

购车的方式，为6节编组B型车，车辆可运输

1900人左右。

“7号线东延、八通线南延开通后，我市轨

道交通的运营里程将增长至699.3公里，轨道

交通的大规模网络化运营效应将进一步显

现，将为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提供更大的

便利。”该负责人介绍。

其中，7号线东延工程是地铁7号线的延

长线，全长16.6公里，辐射朝阳、通州两区，是

南城东西向重要骨干线路7号线的东部延伸

线，全线共设置地下车站9座，西起7号线一

期焦化厂站，向东延伸依次为黄厂站、郎辛庄

站、黑庄户站、万盛西站、万盛东站、群芳站、

高楼金站、花庄站、环球度假区站，其中设置

建设张家湾车辆段一座。

7号线东延是继6号线之后第二条直接

服务于城市副中心的地铁线路，将构建起北

京中心城区与通州新城南部地区交通走廊，

并服务于通州文化旅游区发展建设。开通后

可在花庄站与八通线南延换乘，构建起北京

中心城区与通州新城南部地区交通走廊。

八通线南延工程是北京地铁八通线的延

长线，通过拨线的方式，将出入段线调整为正

线并延伸，出入段线由土桥站站后出岔，再与

段内线连接，线路全长约4.5公里。

全线新设地下站2座，分别是花庄站和

环球度假区站，本工程通过改造既有土桥车

辆段的方式来实现电客车的日常存放及检

修工作。

八通线南延计划于2019年底运营通车，

与八通线一期贯通运营，届时将构建起北京

中心城区与通州新城南部地区交通走廊，开

通后花庄站可与7号线东延换乘。

7号线东延、八通线南延年底开通试运营

12月24日6部新片上映首日表现

上映首日6部新片累计票房为28.7万元

12月新上映电影市场表现

单部影片排片占比最高为1.4%

其余5部影片排片占比不足0.1%

单部影片单日票房最高为21.9万元
3部影片暂无票房数据

（截至12月24日17时） （截至12月24日17时）

57部
中外电影上映

票房在5000万元以上

10部电影，

其中6部电影票房过亿元

票房在5000万元以下

约5/ 6上映电影，

其中24部票房不足百万元

尽管不少电影作品陆续加入了贺岁档战局，不过，战绩却并不理想。12月24日，全国电影市场共有6部中外新片上

映，共同竞逐贺岁档，然而新片的排片占比最高仅为1.4%，其余大多不足1%，票房数字也难言乐观。纵观12月以来已上

映的数十部电影，共有约5/6的作品票房不足5000万元。如火如荼的战局中，作品恐难逃炮灰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