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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自 2003年产业化改革之后，长时间保

持总票房三成以上增长，2007年迈入全球第十大市

场，①此后一路赶超，至2012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

二大市场，并一直紧追北美市场。21世纪初的快速

增长让中国电影成为全球有史以来增长速度最快和

扩容规模最大的民族电影，如今中国以全球银幕数

最多、观影人次最多、电影产量第二而成为名副其实

的电影大国，正向电影强国迈进。

中国把电影强国作为发展目标的正式提出是

2010年“国办发9号文件”，其中总体要求提到要“大

力推动我国电影产业跨越式发展，实现由电影大国

向电影强国的历史性转变”。②2014年，财政部等七

部委发布《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

知》，③继续以“推动中国电影在关键时期迈上一个新

的台阶，实现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跨越”为目

的，推出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2017年 3月 1日《电

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为这一进程提供法制上的

保障。2018年，电影管理职责划归中宣部，翌年，在

全国电影工作座谈会上，王晓辉指出，“我们将电影

的发展同国家发展目标对接，坚定不移推进电影强

国建设，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④

迈入电影强国已成为中国电影必须完成的使命，按

理，中国电影的一些数据已经表征着一个国家电影

非常雄厚的实力，但从管理者到学界都一致认为，中

国只是处在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进程中。那

如何才算迈入电影强国，电影强国需要哪些具体的

衡量标尺？

一、历史上及当下的电影强国

电影强国的目标提出多年，也有学者提出了一

些指标，但总体而言，衡量的标准却一直未有清晰尺

度，大多是从定性的角度出发，放眼当下世界也没有

哪个国际组织制定过电影强国的标准。如果从历史

角度出发，也很难有详细的产业数据可供比较，只能

从其历史地位及对世界电影产生的影响去衡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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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电影的诞生国法国，在 19世纪末到 20世纪初，电

影术的传播很多都是源于卢米埃尔兄弟的发明，诗

意现实主义、新浪潮电影运动又为世界提供了影史

佳作，此后创办了至今都影响深远的戛纳国际电影

节，为世界电影提供评价与展示的平台；产生了影响

许多电影人的新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电影的意大

利，创办了最早的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

节；以及诞生了蒙太奇学派电影的苏联；表现主义电

影出色以及有新德国电影运动和柏林国际电影节的

德国。某种程度而言，这些历史上有影响的国家都

曾经是历史上的电影强国，因为它们为世界电影留

下了丰厚的电影文化遗产。因为好莱坞的崛起，美

国自默片开始便一直是电影强国。

从产量而言，1957年，印度以295部位居全球产

量第三，日本以 433部成为第一，美国以 378部屈居

第二，法国以 142部位居第五(中国香港地区以 217
部位居第四)。⑤但长时间以来，在西方视阈内，亚洲

的电影强国此前可能只有日本，因为在欧洲视听组

织每年发布的《世界电影市场趋势》(World Film

Market Trends)中，亚洲长期只有日本电影是以专页

呈现，直到 2003年才出现韩国，2004年出现中国和

印度。

电影强国是世界电影生态金字塔的塔尖，它无

法仅依凭国家的整体实力而获得。放眼当下，能够

为各界所认可的电影大国可能有不少，但公认的电

影强国，可能只有美国。虽然 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严重冲击，北美(美国/加拿大)电影市场票房位

居中国之后(19.95亿美元，2020/11/20)，⑥但在产业基

础数据方面，美国电影的表现都非常亮眼。2019年，

北美 (美国/加拿大)票房为 114 亿美元，数字银幕

43681块[数字 3D银幕 16586块，其中，美国银幕数

41172块(数字3D有15136块，非数字3D有25434块，

胶片602块)]，观影人次为12.4亿(美国11.285亿)，人
均观影人次为3.5次，电影分级488部，市场公映835
部，美国摄制了 814部影片，⑦本土电影票房占比达

92.5%，⑧是当下开放市场中本土电影占比最高的国

家。以上数据显示，美国国内的电影硬件和观众基

数都非常可观。更重要的是，美国电影的海外票房

也是独秀全球，好莱坞电影几乎占领了全球开放市

场中绝大多数的市场，让大部分国家的民族电影票

房在本土未能过半。美国经济、军事实力世界第一，

电影和电视则在全世界推广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在

巩固美国软实力方面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且对

美国的对外贸易也变得越来越重要。⑨

二、世界电影强国评价指标体系

以当今最强的电影大国——美国的一些关键数

据为参照，可以建立电影强国的核心衡量尺度；同

时，我们可以参照其他的评价体系，如强国评价体

系⑩、科技强国评价体系、制造强国评价体系等衡

量方式，来思考如何建构电影强国的评价体系。比

如BAV集团(全球营销传播公司VMLY & R的子公

司)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联合制作的《2020
年最佳国家排名》(2020 Best Countries Rankings)中，其

评价体系是根据与国家实力相关的五项指标来统合

计算的：领导人、经济影响力、政治影响力、强大的国

际联盟和强大的军事实力。根据这些评价指标得出

前五的国家是：美国、俄罗斯、中国、德国、英国。再

比如世界科技强国指标方面，有学者提出的核心评

价指标是：科学发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成果转化

能力、驱动发展能力、世界科技强国评价综合指

数。这些指标体系涉及的指数细节有的非常繁复，

但在一级或二级指标上都是非常扼要而清晰。参照

这些评价体系，尤其是根据电影产业的特殊样态以

及可对比的关键参数，可以制定如下的世界电影强

国评价体系。

(一)国内影响力

国内影响力是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部分，如果

这方面不理想，则无法纳入这一指标体系。这部分

评价指标由产业基础、产业规模、产业影响力、产业

创新力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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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基础，是指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尤其是国

民经济基本状况，如基本保持向上的经济增长，GDP
规模得居世界前列。人口基数不能太低，否则难以

有可观的观影人次。人均GDP也得处于国际平均水

平的中上游，过低的话，其可支配收入必然不高，

难以有理想的电影消费规模。政策环境分为两部

分，一个是整体利好的国家政策，一个是针对电影

的有利政策；电影政策分为对内的电影政策和对

外的电影政策。一般而言，电影大国，其国内电影

政策都是积极的，比如有各种扶持策略、较低甚至

返税的税收政策等。关键是对外的电影政策，比

如是否开放外国电影进入这一条件，即便是保护

的话也必须符合国际贸易规则。1999年，法国确

定非欧电影不能超过 40%；2006年，韩国《电影振

兴法》修订案将“银幕配额制”缩减至每年每家电

影院每块银幕放映国产片 73天。2012年中美达成

协议，中国增加特种影片 14部，进口大片增至 34
部，同时还有数倍于此的批片。电影大国，开放市

场是必须的，在拒绝外国电影进口前提下的本土

票房高占有率已失去意义。

产业规模，这项指标是电影强国评价体系中最

根本的元素，因为影院和银幕数是电影产业发展兴

盛的基础条件。影院和银幕数分属两个子项，但一

般而言，统计银幕数就已能够体现出其产业这一维

度的规模。电影票房体现了该国的市场规模，观影

人次的统计则弥补了因货币汇率比值和票价高低不

同而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横向比较得出真实的观影规

模，人均观影次数可以进一步体现该国国民对电影

的喜好程度。一个电影强国，其观影人次自然得以

亿来计算。国内电影总票房则是电影产业的直接体

现，是一个电影产业的发动机，尤其在那些产业链不

够完善的国家，国内电影总票房是产业可持续发展

表1. 世界电影强国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国内影响力

国际影响力

二级指标

产业基础

产业规模

产业影响力

产业创新力

国际经济竞争力

国际文化影响力

三级指标

基本国情与政策环境

人口基数

GDP总量

人均GDP
影院与银幕数

电影产量

观影人次

国内电影总票房

国产片票房占有率

票房占电影总收入的比重

占GDP的比重

带动的产业规模

带动的从业人员规模

电影技术发明

国际知名电影企业数量

海外票房

海外票房与国内票房比值

海外票房占国际市场比重

国际著名电影节奖项

国际媒体关注度

指标性质

状态，综合，定性

总量，状态，综合，定量

总量，状态，综合，定量

相对，定量

总量，状态，综合，定量

总量，状态，综合，定量

总量，状态，定量

总量，状态，综合，定量

相对，状态，定量

相对，状态，定量

相对，状态，定量

总量，状态，综合，定量

总量，状态，综合，定量

总量，翘楚，定性

总量，翘楚，定量+定性

总量，状态，定量

相对，状态，定量

相对，状态，定量

总量，状态，定量

状态，定量+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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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所在，国产片票房占有率也应是世界电影强

国的根本性指标，但放眼全球，在开放市场的国家

中，本土电影票房过半的国家没有几个。票房占总

收入的比重，自然比率是越低越好，因为这说明产业

链的完善程度。

其实，从表2便能找寻当前世界电影大国的候选

者，最关键的指标便是国产片票房占有率，因为如果

本土电影没有过半的本国观影人次，何谈电影大

国？近些年本土电影票房过半者只有美国、中国、日

本、韩国、印度、土耳其。此外，印度尼西亚本土票房

近半。

产业影响力，电影强国的电影，不止有可观的行

业数据，而且必须在本国总体产业中有存在感，能够

占有一定比例。就美国电影而言，通常影院票房只

占到电影总收入的25%-30%，但其电影产业链的相

关产品和服务提供了超过影片票房好几倍的经济效

益。比如迪斯尼 2019年片厂娱乐内容(Studio Enter⁃
tainment)收入 111.27亿美元，仅占其总收入(695.7亿
美元)的16%左右，而在片厂娱乐中，影院发行收入仅

47.26亿美元(截至 2019年 9月 28日)。电影强国的

产业影响，表现在能够带动相关产业，实实在在地解

决就业问题，比如美国影视行业 2018年贡献了 260
万个工作岗位，工资总额达1770亿美元，制作和发行

的工作岗位92.7万个(直接制片的有34万个，直接发

行的有 58.7万个)；总共 9.3万家企业，87%是雇员少

于 10人的小企业，这个行业向 25万家企业支付了

440亿美元，税额294亿美元。虽然总体而言，电影

产业在一个国家总体产业中比重比较小，但即便微

小，也能够在社会中产生非常大的社会效应，尤其在

文化消费非高的国家。美国2018年的影视行业出口

表2. 2019年世界票房前19国产业规模的各项指标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

国家

美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法国

英国

印度

德国

墨西哥

俄罗斯

澳大利亚

意大利

西班牙

巴西

荷兰

印度尼西亚

波兰

阿联酋

马来西亚

土耳其

银幕数

41172
69787
3583
3079
6114
4395
9527
4961
7493
5597
2310
5385
3695
3509
987
2110
1360
618
1134
2720

电影产量

814
850

689(公映)
502(公映)

301
187
2446
265
216
177
33
325
263

168(公映)

129

48
155(公映)

观影人次(亿)
12.4(含加拿大)

17.2
1.9491
2.267
2.13e
1.761e
15.6e
1.186e
3.42
2.19
0.847
1.044e
1.049
1.764
0.38
1.114
0.606e
0.203
0.778
0.594e

国内电影票房

(亿美元)
113.8
93
24
16.4
16.2
16
16
11.5
9.7
8.6
8.54
7.48
6.88
7.086
3.89
3.26
2.98
2.474
2.60
1.722

本土票房占有率

92.5%
64%
54.4%
51%
34.8%
47.1%
87%

21.5%e

23.1%e
3.3%
21.6%
15.1%
11.8%
11.7%e
46.6%
28.2%

14.9%
56.9%

票房占总收入比重

约30%
2014年约75%

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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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达 172亿美元，顺差为 103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顺

差的 4%。该行业的贸易顺差大于广告、采矿、电

信、法律、信息和卫生相关服务部门的贸易顺差。

这些数据都表现出美国电影产业的影响力。

产业创新力，主要指电影技术的发明，比如胶片

被数字化技术替代，全景立体声，巨幕技术，高帧率、

超高清晰度的摄制和放映技术。电影正在不断向前

发展，以更加惊艳的形式征服银幕前的观众。而能

在电影技术上有所革新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比如

摄影机技术在德国，IMAX在加拿大，声音技术在美

国，数字特效在美国、新西兰。虽然中国电影产业化

较晚，但有些技术也不可小觑，比如中国巨幕、高帧

率CINITY影院系统等，在数字特效方面也在奋起直

追，虽然一些精细程度和规模化方面无法跟好莱坞

相比，但也缩小了落后的差距，已能支撑国产视效大

片和动画大片的生产。

(二)国际影响力

世界电影强国，其电影影响力自然会从本国

溢出，进而在世界产生影响，包括经济和文化两

方面。

国际经济竞争力包含国际知名电影企业数量、

海外票房、海外票房与国内票房比值、海外票房占国

际市场比重。国际知名电影企业数量则意味着电影

生产数量和在世界推广的规模，在这方面自然首推

好莱坞几大公司，如今国际知名企业不仅仅是线下

院线，更是在互联网上也积极开疆扩土。海外票房

是电影强国最具实力的表现，其海外票房的总额、与

国内票房比值、占国际市场比重非常直观地表明其

电影产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这个领域只能首推

美国，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好莱坞几大公司海外票

房平均已经占到其全球收入的35%，1997年，海外票

房收入首次超过北美本土，到 2016年海外票房已经

提升至63%。

电影强国的国际影响力不仅仅是在经济层面上

发生影响，其更深层次的影响自然是在文化层面，比

如在海外能影响多少观众，这可以通过海外票房来

表现，而赢得国际知名电影奖项和媒体关注度也是

比较直观也更容易考察的评价指标。国际知名电影

奖项，包括“戛纳”“威尼斯”“柏林”等主要A类国际

电影节以及奥斯卡国际影片奖。国际主要奖项的获

得，证明影片在内容层面有较优的品质而获得国际

认可，一般获得主要国际奖项，自然也会有更好的国

际推广机会。

《寄生虫》在“戛纳”和奥斯卡所获的奖项，显

然让韩国电影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国际媒体关

注度，包括像《好莱坞报道》《综艺》等电影专业类

媒体和 IMDb、烂番茄等电影评分网站，也包括综

合类媒体的报道，还包括公映所在国的媒体反

应。一般而言，一些有影响的影片，即便在国际

上的票房不高，但国际媒体都会给予关注，比如

《捉妖记》《战狼 2》《流浪地球》都获得了国际媒体

的不少报道。

三、未来能有潜力与好莱坞抗衡的

仅中国电影和印度电影

从表 2可以看出，世界排名前 19的各国电影产

业数据相差是非常大的，以致于根据表 l的世界电影

强国评价体系进行推算，都不需要复杂的权重计算，

仅需简单比较排名，就可以得出当下世界电影大国

的阵营组成以及世界电影的产业格局。

根据本文的评价体系，在表 2中只剩下 19个电

影票房位居全球前列的国家，因此，这19个国家是我

们观照候选的对象。仔细观察这些数据，能够在这图1.1990-2016年好莱坞六大公司海外票房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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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项指标中都取得好成绩的国家只有美国(加拿大

虽然和美国组合成全球第一大的北美市场，但加拿

大的票房仅占其 10%左右)，因此，除美国外，我们只

能去衡量出潜在的未来电影强国，且几乎不用从全

部指标体系衡量，仅用几个关键的数据便可以得出

结果。

年度电影产量 300部以上的国家只有印度、中

国、美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

年度电影票房 16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只有美国、

中国、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印度。

年观影人次 1.5亿以上的国家只有中国、印度、

美国、墨西哥、韩国、俄罗斯、法国、日本、巴西、英国。

银幕数 5000块以上的国家只有中国、美国、印

度、墨西哥、法国、俄罗斯、意大利。

国产片票房占比过半的国家只有美国、印度、中

国、土耳其、日本、韩国。

在以上各项指标均榜上有名的国家只有美国、

中国、印度。如果继续考察最后这项最关键的指标，

国产片票房占比过半的国家还有土耳其、日本、韩

国，但土耳其国内总票房才 1.722亿美元，甚至没有

进入全球 20强；日本的银幕数才 3千多块，人口才

1.26亿，并且老年人占比较高，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已

连续多年减少；韩国虽然总观影人次有2亿多，并保

有全球最高的人均观影人次，达到 4.2次，但是银幕

数才 3079块，人口才 5223万，虽然近年其在国际知

名电影节上斩获不少，有不错的影响力，但如此少的

人口基数难以发展出世界电影强国必须具备的庞大

观影人群。

基于以上数据，当下只有美国可算世界电影强

国，而中国和印度是有潜力发展成世界电影强国的

国家。因为眼下就国内影响力的各项指标而言，两

国都有不错的评价指数，只是在国际影响力方面都

较弱，与美国比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即海外票房都偏

低(中国海外票房 2017年度为 42.53亿元，印度海外

票房 2019年仅 250亿印度卢比)，更遑论世界市场占

有率；国际获奖和获得国际媒体关注的也是凤毛麟

角。但应该看到，未来能发展成在全球范围内具

备和好莱坞抗衡的国家，也只有中国和印度。因

为两国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保证了超过美国本

土的观影人群基数，两国的电影产量都已超过美

国，两国的电影票房都在连续增长，多厅银幕数也

都在增长，国内票房也在增长(见表 3)。更重要的

是，两国是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体，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前 GDP增长率位居全球前列，有研究机构预测

21世纪下半叶，中、印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前两个

经济体。

因此，根据这些衡量指标，中国和印度的电影产

业都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假以时日，能和好莱坞电

影抗衡的，只剩下中国和印度的电影。但这个时程

最少还得数十年甚至更久，才有可能让中印两国电

影产业缩小和美国的整体差距。因为，首先是中印

两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都跟美国相差甚远，尤其是

印度(2019年人均GNI：美国为 6.576万美元，排名世

界第 7，中国 1.041万美元，排名世界第 71名，印度

0.213万美元，排名世界第 145位)；其次，电影产业

的总体实力也相差甚远；最后，在故事生产方面获得

世界的认可度也相差甚远。而除了这些具体可感的

数据外，在国际间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对立方面，中印

都相对处于弱势，尤其是中国，这极大地影响了电影

在海外的推广。

表3. 美、中、印2019年主要电影产业数据比较

国家

美国

中国

印度

人口(亿)
3.28
13.95
13.63

观影人次(亿)
12.4(含加拿大)

17.2
15.6

GDP增长率

2.33%
6.11%
5.02

银幕数

41172
69787
9527

国内票房

113.8亿美元

93亿美元

16亿美元

电影产量

814
850
2447

国产片票房占比

92.5%
6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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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电影的提升

虽然中国电影产业和美国相差甚远，但通过以

上标尺评价和数据比较，其实可以发现，中国已经是

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的电影综合实力第二的国

家。因为中国的电影票房已经在2012年超过日本成

为全球第二，银幕数已经在2017年成为全球第一，观

影人次已经在 2017年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一，故事

片产量 2016年已经超过美国次于印度。还有一个

优势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已经成为第三世界国家

电影的重要目标市场(印度电影和泰国电影先后在

中国取得好成绩)，尤其是成为印度最大的海外票房

市场。

但毋庸讳言，中国离电影强国还有很大距离，

国内市场还不完善，产业链条强烈依赖票房支撑，

叫好叫座的影片数量需要扩容。但就指数而言，

国内影响力的许多方面都非常可观，中国离世界

电影强国最大的短板是其国际影响力，无论是经

济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因此需在国际影响力方面

提升其指数。

(一)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要努力改变中国电影国内外市场际遇严重失衡

的局面。一部电影在国内能够获取五十多亿元的票

房，但在海外的票房只有几百万美元，这说明故事在

海外的接受存在很大障碍。一方面，要努力提升跨

越国界的故事讲述能力，香港电影当初能在亚洲广

为接受，应该从其中吸取经验。我们的电影人眼下

只是把注意力放在国内，但着眼未来，中国电影产业

在国际视野的投资人和创作人才方面要不断养成、

逐渐扩容。

另一方面，便是讲好中国故事。比如让八亿人

口脱贫，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成绩；即便当下中国

抗疫取得的成绩，也是全球独好的风景。但西方还

存在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对抗的势力，应努力寻

找被西方接受的故事内容和叙事技巧，逐渐扩大中

国当下故事在西方的接受度和影响力，提升建构世

界秩序话语的能力，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

权。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中国的国力提升必然

会一直持续下去，要让中国电影产业的能力和经

济实力一起增长，要让中国的软实力随同国力一

起提升。

(二)做大对外合拍的主战场，利用市场优势和好

莱坞合作

不能否认好莱坞电影在全球的垄断地位，而其

地位的取得是依靠成熟的工业体系和商业片的成熟

制作与推广能力。中国电影要成功走出去，需要和

这一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合作，既可以借船出海，也

能从中学习到成功的制片经验和全球发行经验。这

方面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资本输出，可在项目运作

方面“师夷长技”；另一方面是内容创作方面的合作，

其实《巨齿鲨》《功夫梦》《功夫之王》《英雄》都是这方

面的代表，即便《长城》在收益方面不理想，但无疑也

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大片生成经验。

总之，融进世界电影的工业体系，打通发行渠

道，吸纳世界级优秀人才，为我所用，和好莱坞合作

是重要的选择。

(三)提升青年电影扶持力度和质量，加大海外推

广力度

优质的艺术片是各大国际电影节的青睐所在，

也是产生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比如王家卫、王

小帅、贾樟柯、万玛才旦等导演的作品经常在国际电

影节上获奖，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电影的影响力。不

过，在国内市场红火的时候，很多导演都把目光放在

了商业片的摄制上，国际电影节参赛的主力阵营也

一直是青年导演。如果从数字上讲，每年从各大艺

术院校出来的青年导演很多，但能马上进入主流创

作系统的凤毛麟角。在艺术片方面应该加强对青

年导演的扶持力度，按艺术片的规律提升扶持的质

量，提升中国电影在国际知名电影节奖的存在度和

影响力。

加大对国内优质影片的海外推广，包括艺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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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业片，以前国家对影院建设的支持卓有成效，建

成了世界最大的银幕市场；今后助推中国海外发行

应该是国家层面的重要工作，充分调研，建立专门机

构和扩大专项资金支持，就如同美国和韩国一直在

做的一样，努力提升海外市场的影响，毕竟这是中国

软实力输出的重要途径。

几千万的海外华人市场是可以着力的领域。印

度电影的海外收入很多便是因为海外印度人对祖国

文化的依恋共情。如今，除了同根同源外，因为微

信、抖音、微博等社交媒体的作用，海外华人已经能

和国内民众信息同步，中国电影的海外推广可以从

培养对他们的吸引力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做到

海外和国内华人世界文化表述、共情和消费的同

步。其实，电影产业更需做到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

协调发展，这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提升质量的目标

之一，更是途径之一。

(四)扩大非发达国家电影在中国市场的容量

北美是世界第一大市场，全球的电影都希望能

进入其中，但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市场，是世界电

影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不断增长的部分，已经有

足够的容量去容纳更多的世界电影，很多好莱坞电

影在中国取得的票房都超过其本土的票房。而非好

莱坞电影能够进入全球主要市场且非本土的票房前

十，可能就是中国这片市场能够出现，这体现了中国

观众和市场的包容性。这样大的市场对非发达国家

的电影而言，其意义当然不一般。《摔跤吧！爸爸》进

入中国票房前十后，马上改变了印度电影界对中国

市场的认知，此后中国成了印度电影最大的海外市

场，此前是北美。

我们应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加大与沿线国

家的电影交流与合作，寻找更多的《摔跤吧！爸爸》

《天才枪手》《何以为家》这般优秀的影片在国内发

行，发挥庞大市场的优势，让这里成为一个非好莱坞

大片的主要目标市场，让这个市场成为软实力的重

要依凭，让这些国家的民众熟悉我们的文化，进而改

变一些固有认识。因为身处共同的文化圈和拥有一

些共通的东方审美传统，首先要立足亚洲，而后走向

世界，让国内市场的内向力与海外输出的外向力协

调发展，助力提升中国电影的整体实力。

结语

电影强国评价体系，能够清晰衡量出当下世界

电影强国的国家构成，更能描绘出当下世界电影产

业格局的构成，并能了解中国电影处于什么位置，距

离电影强国尚存在哪些短板，进而能有目的地提出

思路，寻求解决办法，提升中国电影的整体实力。自

然这是非短期之功，因为提升海外的影响力，就必须

具备在海外和电影强国的电影较量的能力，但好莱

坞电影雄霸世界已百年左右，海外的经营目前恰恰

是我们的弱项，我们必须有短期的小目标，更需有长

期的规划，努力提升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从而助

力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助力中国由电影大

国向电影强国坚实迈进。

注释：

①尹鸿《2007年中国电影产业备忘》，《电影艺术》2008年
第2期，第20页。

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

见》，http://www.gov.cn/zwgk/2010-01/25/content_1518665.htm，

2010-01-25。
③《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http://www.

gov.cn/xinwen/2014-06/19/content_2704238.htm，2014-06-19。
④2019年，全国电影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2019- 02/28/c_1124177456.htm，2019-
02-28。

⑤ Film Making: No Longer the Privilege of Just a Few
Nations, The Unesco Courier.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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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1959.3.
⑥Domestic Yearly Boxoffice, https://www.boxofficemojo.com/

year/?ref_=bo_nb_di_secondarytab,2020-11-20.
⑦数据来源：THEME Report 2019: A Comprehensive Ana-

lysis and Survey of the Theatrical and Home/Mobile Entertainment
Market Environment for 2019, 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Inc.(MPA).

⑧Focus 2020: World Film Market Trends, European Audi-
ovisual Observatory, P42.

⑨Giuseppe Richeri, Global Film Market, Regional Problems.
Global Media and China, 2016, Vol, I(4)312-330.

⑩Power: These Country Project Their Influence on the World
Stage.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powerrankin
gs,202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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