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产电影市场如何走稳下半场
中国故事受到更多中国观众喜爱、现

象级剧集对国产电影冲击较大、中小影片
拿不到排片多是影院“一日游”……在近
日开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众多影视圈
业内人士展开分享和交流，共话中国电影
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故事受欢迎

经历了三年的沉寂后，2023年中国电
影市场迎来了全面复苏时刻。据灯塔专业
版实时数据， 截至6月11日15时，2023年
暑期档（6月1日-8月31日） 档期总票房
（含预售）突破10亿元。

三年疫情过后， 中国电影市场也迎来
了新现象。 有数据表明，2020-2022年，国
产片的市场份额一直保持着较高比重。据
中国电影公布的2023年1-4月主要经营情
况， 中国电影主导或参与出品并投放市场
的影片共19部，累计实现票房128.48亿元，
同比增逾70%。今年以来，全国票房前十的
国产与进口影片均为公司发行，呈现出“稳
中向好、加快复苏”的良好态势。其中，最
近，“520”单日票房突破3亿元，刷新中国
影史纪录；而“五一档”取得同档期影史第
二位的票房成绩。

对此，中影集团董事长傅若清从观众
和进口片两个角度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
成因。“从中国电影产业化起步到现在，主
流观众长大了大概20岁，再加上新观众的
进入，他们对电影共情、共鸣上的需求更
大，因此本土化故事更受欢迎。另一方面，
海外影片， 特别是好莱坞电影走向系列
化，一直在延续原来的故事结构、 人物和

特效，没有太大变化和提升。而国产片在
情感上有更大共鸣，技术和导演创作能力
手法都在不断提升，所以得到了观众的积
极回响。”

尽快实现分线放映

国产片市场份额提高的同时，电影类
型结构也在发生转变。光线传媒集团董事
长王长田观察到，近几年主流大片、动画
电影的市场份额大幅提升。 王长田透露，
目前他们集结了20多家公司一起做动画，
希望每年能有三部动画电影上映，“我们
现在已经规划的影片大概有二三十部，希
望未来动画片在中国电影票房中能稳定
地达到15%-20%左右”。

王长田还强烈呼吁尽快实现分线发
行。“正常年景下我们一年有八九百部影片
拿到发行放映许可证， 但是能上映的大概
只有四五百部。很多中小影片都是影院‘一
日游’，拿不到排片，就是我们大一统的放
映方式出了问题。分线放映说了好些年，操
作起来也并不难。 我觉得今年就可以做起
来，也许年底就会成为现实。到时候观众选
择空间大大提升，影院的上座率增长，探索
性、艺术性的影片获得空间。”

推动内容生产应对冲击

今年《狂飙》《漫长的季节》等现象级
剧集热播，其背后平台方获利颇丰，这让
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看到了精品剧集的
巨大潜力。他指出，面对剧集的冲击，国产
电影不能像好莱坞那样拍续集、 拼特效，

而是要“拍人文、拍故事、拍人物”，以此来
推动内容生产。

“现在主流观众对于中国故事， 对于
身边的人和事进行共情和共鸣的需求增
大了。” 傅若清表示，“再加上国产影片的
技术表达和导演的创作能力也都在提升，
就可以满足很大一部分观众的需求。所以
我们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来说，国产电影也
更能吸引主流观众。”

虽然国产电影的比例在最近三年大
幅度提高，单片票房纪录节节攀升，人们
对于好莱坞影片的兴趣似乎不再高涨，但
这种市场的形成是处于疫情这个特殊的
情境下，其基础并不牢固。

同时，由于在全球电影市场中崭露头
角并日渐壮大的中国市场，越来越多优质
的国外影片也正在入驻。这些佳作既可以
满足国内观众多样化的需求，也对提高产
业水平和营收收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观众流失正是疫情三年之后影视行业
面临的巨大挑战。 疫情不仅给电影产业带
来冲击，也让观众的观影习惯发生改变，如
何让习惯小屏观影的观众再度走进电影
院，更多的优质内容影片仍然是核心。

“但故事总是有限的，好不容易有个
好故事， 如何才能真正发挥IP的长尾效
应？” 上影集团董事长王健儿坚定认为，
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还是要走IP开发的
道路。

AI时代的到来让电影行业也迎来新
的风口。如何用技术为故事赋能，让故事
的生命力延续下去，或许是未来电影发展
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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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的进与退

6月11日，“大叔地铁上自证未偷拍仍
遭曝光”事件涉事女子正式道歉，称自己在
地铁上明明已经确认对方清白， 依然在网
络上随意散播视频， 由此给对方带来极大
伤害，并对此表示歉意。

事件之所以引发极大的舆论关注，在
于该女子让对方证实清白后， 还利用网络
发布“小作文”，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
对大叔进行网络曝光， 随意给他人贴上侮
辱性标签，让一场莫须有式网暴凭空生成。

“高高举起的拳头”不是“还没开打”，
而是通过网络以另一种形式重重打在人身
上了。凭极大主观感觉代入，该女子随意
曝光视频，这些操作看似简单，却因为关
联“偷拍”“猥琐老头”等字眼在网络上兴风
作浪。

这些风浪中夹杂着不怀好意的猜测
谩骂， 甚至还激起了一些性别对立情绪。
随随便便一篇不负责任的“小作文”，给当
事人带来的伤害常常是不可逆的，流量的
漩涡一旦扭曲了事物的原貌，就失去了逻
辑和理性，对普通人来说，即使还原真相也
不足以抵抗。

那些贴上敏感词条的个体遭遇、 个人
诉求，很容易在网络上寻得群体共鸣，但未
经验证的一家之言一旦脱离了真实的底
线，变成了随意编故事博眼球、蹭流量、搞
事情，就会透支网络社会的公信力。

没有底线的网络曝光， 更会极大地增

加诱发网络暴力的可能性。 网暴虽表现为
一种语言“软暴力”，同样可以侵犯当事人
隐私权、名誉权、财产权，对人造成极大精
神伤害，还可能加剧社会冲突与群体撕裂，
让整个舆论场乌烟瘴气。

网络给了人人麦克风， 但手握麦克风
不代表可以口无遮拦。造谣的成本太低、代
价太小，才会一直有人置若罔闻，任凭围观
者听风就是雨，吃瓜信谣。

整治网暴，必须为网络曝光扎紧围墙。
网络曝光不能触法律的红线， 更不能任意
侵害公民的基本权益，公民的隐私权、肖像
权、名誉权以及个人信息权益都在列其中，
要依法处理好公民自由表达和合法权利保
护之间的关系。

今年，治理网暴首次写入“两高”报告。
上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发文严惩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表达有边界，流量有底线。治理网暴，需
从立法、监管、技术等层面综合发力。从现阶
段的立法看，《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处
罚法》等综合立法，都对治理网暴作了相关
规定。

不少法律界学者专家一直呼吁应当及
早对网络暴力立法，包括实名制注册、平台
管理和约束、责任追究和法律适用等。

不管线上线下、大屏小屏，都不是法外
之地。法治社会的肌理，应该是每个公民一
以贯之，解决问题应以法为先、以法为大。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莫须有式网暴，道歉不是罚酒三杯
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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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底

平均身边4个人就

拥有1辆“小电驴”

2024年 全国范围内非标电动自行车将面临全面淘汰

7月1日，《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

（以下简称《要求》）将正式实施，为电动自行车充电问

题带来安全之解。不过，电动车的规范化不仅仅涉及

到充电问题，车辆产品不合规、交通行为不规范等种

种问题都亟待解决，在这一进程中，电动自行车也有

进有退，在沿着更加规范化路径前进的同时，不规范

的产品与行为也将逐步退场。

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已达3.5亿辆

年产量超过3500万辆，均位居世界第一{
2019年 新国标正式发布并实施

7月1日，GB42296-2022《电动自行车
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将正式实施2023年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发布《电动自行车充电设
施运营管理服务规范》。

新规对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运营的一般要求、运营与
服务管理要求、评价改进等方面进行规范，着力提升充电
设施在选址、验收、运营、维护等各环节的安全水平。

新规实施后，将为北京近500万辆电动自行车提供安
全可靠的充电服务。该规范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

充电之惑

“在电动车的规范化过程中，充电问题是
最为核心的问题。”北京社科院研究员王鹏对
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在家里、 走廊充电的事
件时有发生，容易造成火灾，影响人身安全、
带来经济损失。”有统计数据显示，约80%的
电动自行车火灾发生在充电过程中。

《要求》的实施将大大提升电动自行车充
电器的安全性。此前，大多数电动自行车充电
器生产企业采用的都是行业标准、 团体标准
或者推荐性国家标准等。 南京质检院国家智
能电网质检中心高级工程师技术主管吴仕平
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各个标准之间参
数不统一，有些关键安全项目并未覆盖到，再
加上过去的很多标准是在2008年起草的，随
着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的技术不断发展， 有一
些项目已经不能满足现在充电器产品安全性
的监管要求。

据悉， 针对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的安全现
状，《要求》 规定了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的机械
安全及结构、 发热与热失控、 输出接口安全
性、耐热及防火阻燃、电磁兼容等项目。比如
电气安全中非正常工作项目包含错接、短路、
风扇堵转、元件失效；耐热及防火阻燃项目中
包含耐热、灼热丝、垂直燃烧、针焰等，这些项
目与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安全紧密相关。

据吴仕平介绍， 文件要求所有生产电动
自行车充电器的企业必须按照强制性的标准

来执行，发热与热失控这一块，降低充电过程
当中如果发生过充情况、电池鼓包情况，能降
低对电池的损害， 火灾发生的概率有助于降
低一些。

在对电动车加强治理的同时，关于电动车
充电等服务措施的布局也在提速。据中国铁塔
董事长张志勇在上周举办的第31届中国国际
信息通信展览会及“ICT中国·高层论坛”上
介绍，其公司依托遍布城乡的分布式电力网
络、 蓄电池储能系统以及专业化的运维能
力，向社会提供换电、充电、备电、保电、梯
次电池利用等新能源综合利用服务， 每天
为近百万外卖骑手和快递小哥、超千万居民
提供轻型电动车换电充电服务。 在新基建方
面，九年来，公司的站址规模从最初的140万
到超过210万，新建站址共享率从最初的14%
达到了83%。

问题丛生

目前， 关于电动车充电的治理与服务均
在逐步完善中， 但也有许多新问题正与之并
行。在北京，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北京
各个街道、 社区都在想方设法开辟新的电动
车充电点位。北京商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北
京很多小区在楼下都安装了电池充电安全
柜，使用者只需通过微信扫码选端口、选择充
电时间再付款后， 便可在弹开的对应柜门中
插上充电器进行充电。

不过， 目前各小区内安装的电动车充电

柜利用率还有待提高。 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
时发现，在朝阳区某小区一个楼口安装的“小
绿人”6个充电柜中，只有一个处于充电状态，
而在另一个楼口，“驴充充”设置的16个充电
柜中， 也只有3个在进行充电。“晚上这些充
电柜利用率会高些，我们都是晚上下班后充
上，第二天一早把充满电的电池装在电动车
上开始工作。”一位美团骑手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

电动车的规范化不仅仅涉及到充电问
题， 其他方面的完善也在推进当中。 例如，
2022年12月，《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
国家强制性标准发布， 这是电动自行车乘员
头盔领域的第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 将于
2023年7月1日实施，对固定装置稳定性、佩戴
装置强度、吸收碰撞能量、耐穿透、护目镜等
方面进行了严格规定。

不过，王鹏介绍，很多电动车主会存在一
些违法违规操作， 比如速度过快、 不戴护具

等， 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还有乱停乱放的情
况，扰乱市容，容易影响交通效率。

这些不规范的情况， 正在对市民生活产
生实际的负面影响。 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数据
显示，2022年， 仅北京就发生违规电动三、四
轮车交通事故131起，死亡逾百人。另据工信
部在2017年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 当时
全国五年内发生低速电动车交通事故83万
起，造成1.8万人死亡、18.6万人受伤。

刹住乱象

电动自行车已成不少人短途出行的重要
工具。目前，全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超过3
亿辆，并且每年以3000万辆以上的速度在增
长。这意味着，电动车市场正在快速膨胀，而
与之同步暴增的各种乱象也亟待退场。

对此，部分地区已给出自己的答卷。6月6
日， 广州交警就广州市电动自行车通行管理

调整政策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前，广
州曾将电动自行车的全市禁行调整为市中心
区区域限行，并公开征求意见。而这次意见进
一步做出调整，在限行范围上，将“中心区域
限行”调整为“部分路段限行”；在限行时间
上，将“全天候限行”调整为“全天、白天、高峰
分层次、分时段限行”。

之所以做出如此调整， 广州交警方面认
为，因为市中心区早晚高峰交通拥堵、非机动
车基础设施不完善、道路资源不均衡，对中心
区电动自行车应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

不过， 基于道路与电动自行车的不平衡
关系所进行的“限行” 措施或许并非最为关
键。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向北京商
报记者指出，涉及到电动车的各种情况中，交
通行为规范和产销行业规范是最亟待解决
的。“具体的比如设计速度、驾驶规则、充电制
式与标准不规范所容易引发的火灾、 报废电
动车电池造成的环境污染等，这些都需要从
生产环节的行业标准和使用环节的规范管
理来加以明确和监管，这样才能保证其未来
实现有利于行业可持续的正向发展。” 柏文
喜表示。

目前，在产销行业规范方面，北京商报记
者了解到，其实自2019年《电动自行车安全技
术规范》正式发布并实施以来，国家多部门联
合出台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监
督的意见， 随后包括江苏省在内的多省市纷
纷发布实施非标电动自行车过渡期管理政
策，规定了非标电动自行车过渡期限，通常约
为3-5年，即最晚到2024年，全国范围内非标
电动自行车将面临全面淘汰。

此外，在行为规范方面，北京商报记者在
上周末调查走访时发现， 部分北京小区已经
发出通知， 将在近期电梯轿厢内启用电动车
阻车器，从而阻止电动车上楼。像6月9日，朝
阳区太阳宫地区办事处就张贴了《关于芍药
居北里小区电梯轿厢内启用电动车阻车器通
知》， 提出于6月14日启用电梯轿厢内的电动
车阻车器。 开启后当系统检测到电动车进入
电梯时， 电梯门将无法关闭， 使电梯不能运
行，达到阻止电动车上楼的目的。

北京商报记者 金朝力 冉黎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