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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

逆市增店247家 院线巨头冒险扩张

万达新建162家影院

据万达电影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显示，

此次该公司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不超43.5亿元，

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主要用

于新建影院项目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

借款。其中，新建影院项目将投入30.45亿元，

用于2020-2022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

城市新建162家影院。

在万达电影谋划着扩大市场规模的同

时，另外两家上市院线公司横店影视与金逸

影视也早就蠢蠢欲动。

在2019年年报中，横店影视方面就曾披

露，2020年计划新开影院数量在60家左右，新

增银幕约390块，增加特色厅、主题厅、点播厅

等的建设，且该公司表示，不排除通过并购方

式优化战略布局。

金逸影视方面则表示，2020年，公司拟新

增影城25家，并将根据既定的年度市场拓展

计划和网点战略分布规划，按照季度、月度进

行分解落实，完善公司市场布局定位及网点

开拓。

北京商报记者由此进行计算，以上3家

院线计划新建的影院数量已累计达247家，

且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新建影院已经开工建

设，甚至已进入到等待开业的状态。以万达

电影为例，该公司已就162家新建影院和出

租方签署租赁协议或意向性协议，而截至7

月20日，52家已处于在建状态（其中9家影院

已建设完毕，具备开业条件），110家尚未开

始建设。

整合集中成大势

并购也好、新建也罢，院线大佬们无非都

看中了正在“回血”中的市场空白。此前，由于

疫情的冲击，不少小的单体影院被迫倒闭。而

如今，随着电影业的复工，影院的需求也陆续

重回。

公开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电影票房保

持增长，但相较于北美地区的男性人均观影

次数3.7次、女性人均观影次数3.4次，我国的

人均年度观影次数仅为1.2次，是北美地区的

1/3左右。若后期持续带动人均观影次数的提

升，整体票房也将进一步扩展，拥有较大的增

长潜力。

金逸影视就表示，受客观因素影响，电影

市场将继续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考验及挑

战，但长期向好、稳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

变。同时，市场规模仍保持增量发展，一些经

营效益差、抗风险能力低的公司纷纷退出市

场，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有些公司缺现金流，此时大公司可能会

看准这个时机去抄底，以进一步整合市场资

源。”中国传媒大学协同创新中心教授齐勇锋

认为，“虽然当下经济形势欠佳，大家投入都

会很谨慎，但反而也会带来新机会。一方面从

市场角度来看，电影内容上出现新的题材并

进一步挖掘，可能使电影市场更加繁荣；另一

方面政府接下来对影院的支持力度可能会更

大，或许会出台一些新政策来支持影院的进

一步发展。”

事实上，相较于北美等市场，目前国内的

院线集中度并不算高。公开数据显示，北美市

场的前三大影院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合计超

过50%，与之相比，国内前三大公司在2019年

所占的市场份额仅为21.5%。而华泰证券研究

所在研报中指出，中小影院经营风险加大，面

临倒闭风险，潜在并购价格有望降低，这也为

龙头公司提供了并购整合机会，带动行业集

中度提升。

性价比高吗

在看准市场整合契机的同时，影视大佬

们要想逆市扩张，背后的风险也不容小觑。北

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表示，

电影院也面临着两难的处境。今年上半年，有

一些影院倒闭，大的院线公司可以去收购，但

从目前形势来看，除非倒闭的影院很多，否则

影院供过于求，选择在当下扩张影院并没有

太大机会。

智研咨询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电

影院线银幕行业市场供需规模及发展前景预

测报告》显示，2015年以来，电影市场单银幕

产出便出现下滑，并从2015年的139万元降至

2019年的92.09万元，整个市场的票房增速也

有所下降，并减缓至10%以下。

与此同时，成本和经营的压力也是重担，

毕竟上半年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据2020年

半年度业绩预报显示，万达电影、金逸影视均

预计亏损亿元以上，其中万达电影的亏损规

模则预计在15亿-16亿元之间。

而新建影院的投入并不小。根据万达电

影对每一家影院的投入金额来看，处于1500

万-3000万元之间，其中大多数在2000万元

左右。据悉，该投入金额是万达电影参考往期

建设影院的成本，每个影厅建设的平均成本

约为250万元，单个影城的投资额为影厅数乘

以250万元测算而成。

此外，陈少峰还指出，现在影院扩张的成

本如人工方面，比以前有所增加，且目前电影

院数量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如果再扩张可能

供过于求，接下来影院的集中度会更高。

齐勇锋表示，在影视寒冬中会有很多公

司倒闭，但优质的公司不一定会倒闭，可能还

会有进一步的发展，熬过低迷时期就有机会

翻身。当下扩张影院可能会有损失，但在别人

不看好的时候抓住机遇，可能会产生逆势而

上的效果。而院线公司要在把握好机会的同

时创新思维，市场给了重新整合的机会，院线

公司就需要好好考虑如何整合资源以及如何

实现整个产业的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院线公司除了新建影院，

也在衡量旗下已开业影院的经营情况并进行

自我更新。以横店影视为例，该公司便计划在

2020年对旗下经营压力较大、经营效益较差

的影院进行关停处理，关停影院的数量大约

在10家（银幕60块）左右。

在新建影院方面，院线公司对地理位置

以及影院业务的设置也有仔细的考量。其

中，万达电影的新建影院便选择开设在商业

广场内，不仅依托于万达广场的发展扩张，

也拓展优质的非万达广场商业项目，双方互

相提供稳定的客流。金逸影视则计划通过增

加第三方异业合作、丰富会员权益等组合措

施，增强顾客黏性，同时强化情侣厅、儿童影

厅等特色主题影厅的布局，并开发影城卖品

综合业务。

“传统影视的经营模式已不再完全适合

于当下的市场，影院经营也需应时而变。”在

影评人刘贺看来，如果只是单纯提供电影内

容，线下电影院虽然能提供比视频网站更强

的沉浸感，但随着各种互联网技术的提升，电

影院无法长期只凭这一个优势来抓住观众，

因此业务上的创新与优化势在必行。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郑蕊 实习记者 杨菲

时隔一年再发律师函

由广东小雅斋拍卖有限公司主办的

“2020新春拍卖会暨《小雅撷珍》第11期书画

拍卖会”中，0001号拍品自称为韩美林《三只

老鼠》，该拍品最终在当日以17250元成交；其

0002号拍品亦自称为韩美林《小猪》，并在当

日以46000元成交。

随后，韩美林发布律师声明表示，“上述

两幅拍品均非韩美林本人所作，作品上署名

系假冒，亦不知赝品如何得以上拍”。对于艺

术家要求的撤拍上述两幅拍品，截至记者发

稿前，该公司暂未回应。

北京商报记者就此联系了韩美林艺术基

金会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伪作的事宜目前

还有后续需要处理。如律师函中所言，韩美林

先生保留追究相关机构及人员法律责任的权

利。记者同时尝试与小雅斋拍卖公司联系，但

官网电话一直处于忙音。

在该拍卖公司6月通过官微发布的《小

雅撷珍》专场预览可见，简介为“大货靓，小

货精，生货多”。在“精品导览”中，标榜韩美

林作品的《三只老鼠》《小猪》位列最前端，并

未注明作品出版物及来源。通过该拍卖公司

网站拍品查询系统搜索，两件涉事作品已未

见显示。

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本次打假距离韩

美林上一次打假仅一年多时间。2019年4月，

韩美林委托律师发声明称，出版物《雅廉居收

藏》收录的韩美林的部分书法、绘画、雕塑、陶

艺及印染作品，均为赝品。

韩美林多年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

示，“北京有家拍卖公司卖了800多张‘韩美

林’，都是假画。我们做的大雕塑都要上千万，

所以根本不用卖画”。艺术家还在多个场合表

示，市场上流通的韩美林作品99%都是假的。

北京商报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韩美

林作品“入门假”的现象也很普遍。标价数十

元到100元左右的“韩美林作品”随处可见，商

品详情页的艺术家与作品合照也多有猫腻。

店主表示有微喷、有临摹仿制，可以看到这样

的作品月销量有数十件。

本人鉴定并非“尚方宝剑”

“随着艺术市场中赝品问题的日渐突出，

艺术家群体维权意识明显提高，除了被动地

帮藏家鉴定，也越来越多地主动走上法庭。”

艺评人王晶晶坦言。

北京商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进行不完全

统计，从2000年至今，知名艺术家现身指认伪

作的案例有10余次。而盘点往年艺术家“现身

说法”的多起案件，分为拍卖交易及个人交易

两种情形，维权成败各有不一。

在诸多艺术家亲自打假的案例中，最著

名的要数吴冠中的“池塘案”。买家于2005年

在北京翰海拍卖公司的秋拍会上竞拍下一幅

署名为吴冠中的油画《池塘》。2008年买家在

找到吴冠中本人求鉴定时，吴冠中写下“系伪

作”的鉴定结论。当年底，法院判决称，翰海公

司并未对拍品“保真”，不构成虚假宣传。依据

《合同法》和《拍卖法》相关规定，驳回原告全

部诉讼请求。

在艺术家本人的鉴定结论影响司法判决

的案例中，胜诉且有影响力的是2012年在北

京审结的“霍春阳画作真伪案”。原告许某在

被告赵某处花14万元买得一幅标榜为霍春阳

真迹的《早报春阳》。霍春阳自称“从没画过这

幅画”。法院终审认定画家对作品真伪有决定

权，判决被告赵某返还原告徐某14万元。同

年，“画家赵建成打假案”中，也有艺术家告赢

拍卖委托人的例证。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艺术家本人的鉴定

并非是“尚方宝剑”。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

授、副院长刘双舟表示：“鉴定其实是一种民

事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是否认可。”

刘双舟同时也指出，对艺术家鉴定权持

反对态度的声音也不少：“收藏家马未都就认

为，按照‘主动回避’的司法常识分析，画家本

人和亲属都无法判定作品。作品一旦离开艺

术家本人走进社会，其性质就变了。社会公物

的鉴定不应掌握在一个个体手中，它必须遵

循社会公物的鉴定标准。”

谈及在世艺术家的打假，北京市中闻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律师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没有艺术家‘鉴定权’这种说法，鉴定是

一种资质，艺术品真伪的鉴定是比较复杂的。

对于市面上一些有问题的作品，在世艺术家

也有权发表声明，指出被侵犯姓名权的问题，

有权澄清作品是不是本人所作”。

多方努力打破造假链

对于韩美林此次公开指证广州小雅斋拍

卖公司拍品，在业界人士看来，名人字画被公

认为造假的重灾区。在国内知名拍卖公司任

职的周先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名气、价格

与造假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艺评家齐建秋也

表示，有知名度和市场的画家，就是造假者的

目标所在。

有业界人士指出，部分拍卖公司可能存

在着知假售假的情况：“假画往往是通过拍卖

来‘洗白’。拍卖行的运作一手托两家，造假者

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在这种隐蔽关系中，拍卖

公司两边都能看得清楚。现在的拍卖公司，特

别是规模小一点的，被假画充斥着，大家都心

知肚明，有着内在的利益分配。”

对于艺术家打假的效果，有人认为大多

是徒劳无功。收藏家朱绍良的观点就代表了

艺术圈一部分人的心声：艺术家高调“打假”，

似乎也没什么用，假货反而有越打越多的趋

势。“书画自从诞生之日起，假货就和真品如

影随形。对于这样一种‘传统’，画家本人的力

量也的确非常微小。”

值得庆幸的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与

“花式造假”相对，“花式维权”的方式也越来

越多。早在2013年，韩美林艺术基金会维权中

心就已经成立。在韩美林官网专门设有“版权

保护”页面。据介绍，网站通过鉴定、维权等程

序，记录着已查证部分假冒韩美林署名的赝

品。艺术家史国良也与线上平台方合作，举办

作品鉴定备案活动。

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机构标榜利用大

数据为艺术品鉴定备案。据北京商报记者不

完全统计，国内相关平台约有近10家，与艺术

类媒体、高校、律师事务所等机构联合介入成

为特点。王晶晶指出：“打假可能是艺术家的

个人行为，但假画问题是复杂的社会问题，长

远来看还是艺术品交易市场的规范问题。公

权力需要积极作为，有关部门需要有专业性

和技术要求，同时也需要有效监管。”

北京商报记者 胡晓钰

韩美林指认拍场伪作 艺术家亲自打假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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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院重开才过了一周，院线大佬们就将扩张提上了日程。经过3个月的筹划，万达电影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终于

在7月27日晚间获得审核通过，其中，投入超30亿元在2020-2022年新建162家影院的计划颇引人注目。选择逆市扩张

的院线不止万达电影，北京商报记者发现，横店影视与金逸影视也已计划在2020年分别新建60家和25家影院。经历了

半年的停业后，影院基本都处于低谷，此时抄底或者扩张或许不失为一个好时机，但潜在的供过于求、单银幕产出下滑

也将是“大佬们”头顶的风险。

7月中旬，著名艺术家韩美林打假维权再添一例。近日，韩美林通过律师发

布声明称， 今年6月广东小雅斋拍卖有限公司的某场拍卖会中， 标榜韩美林创

作、上拍并成交的两幅画作均是赝品，韩美林要求小雅斋公司撤拍上述两幅拍

品，但该公司暂未回应。在亲自打假艺术品上，韩美林并非个例，随着市场的发

展，艺术家群体的维权意识也明显提高。但亲自打假的效果却并不好说，艺术家

有无鉴定权、拍卖公司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等，都是打假过程中的争议焦点。

前三大公司在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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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大影院公司的
市场份额合计超过 50%

21.5%

2020年一季度不同“年龄”影院平均亏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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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7年以上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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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后开业的影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