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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影视文化产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詹成大 

浙江传媒学院科研处 

【摘 要】中国影视文化的出现几乎与世界同步，1895年 12月世界电影诞生，1896年 8月就传入了中国。1905

年《定军山》的拍摄标志着中国电影的正式诞生。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发展一波三折，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呈

现了其发展的特色。中国民营影视企业于 20世纪 80年代出现在中国影视文化的舞台，并随着中国影视产业改革步

伐的加快，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逐渐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影视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不

可忽视的推动力。 

【关键词】民营影视文化产业，过去，现在，趋势 

一、中国民营影视文化产业的过去 

这一时期，是指我国电影产生至 1978年这一时期，我们将其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前。这一阶段，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紧跟电影业发展步伐。1895 年 12 月世界电影一

诞生就于 1896 年 8 月传入中国。1905 年，《定军山》拍摄，标志着中国电影的正式诞生；二是发展速度快。1907 年，中国第

一家影院（平安电影公司）在北京诞生，1908 年，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在上海建立。它是由美国电影

商宾杰门·布拉斯基投资创办的，因而也是外商投资中国最早的电影制片机构。1913 年，中国人首个自组的电影公司（新民公

司）在上海成立。据资料显示，1937 年 11 月上海失守到 1941 年度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租界如孤岛成立了 20 家左右的

电影公司；三是拍摄的影片数量不少，且质量不差。1937年 11月上海失守到 1941年度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制作了近 200

部电影歌唱片、古装片等商业类型影片。1931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问世。新民公司先后拍摄了《难夫难妻》、

《脚踏车闯祸》、《活无常》、《店伙失票》、《一夜不安》等近 20部短故事片，是中国人第一次成规模地拍摄故事片；四是

影片多为歌唱片、古装片等商业类型影片，而且基本上都是民营（私营）的，无论是“一片公司”，甚至一片未拍或者是“明

星”、“天一”、“大中华”等较有影响的大公司。 

第二阶段，1945 年至 1953 年。1945 年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通过接收“敌伪”产业，建立和重组了“中国电

影制片”、“中央电影摄影场”、“上实”等“官营”或者“官办民营”的电影制作机构，所以出现了“官私兼营”的局面。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公私并存的方针，大力发展影视产业，并率先在影视业中实现了国有化。1951 年 6

—7 月，文化部与主要的私有电影公司座谈，提出了整体国有化的建议。1951 年 9 月，公私合营的长江影业公司和文化局代管

的昆仑影片公司合并，成立长江昆仑联合电影制片厂（简称“长昆”）。以“长昆”为基础，吸收了在沪其他 6 大电影公司，

成立了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简称“联影”），“上影”厂厂长于伶兼任该厂厂长。1953年 2月，“联影”进一步并入“上影”，

彻底实现公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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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1953—1978 年，中国大陆民营影视业处于低潮，基本销声匿迹。在大陆，电影产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

国电影史上存在 48年的民营影视业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电影的拍摄、制作、发行和放映都是通过政府指令办事。但在台湾、香

港、澳门，民营电影公司依然异常活跃。 

二、中国民营影视文化产业的现在 

这一时期，是指 1978年至当前，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复苏阶段，二是高潮阶段。 

第一，复苏阶段。这一阶段表现出两方面特征，一是民营资本“曲线进入”影视业，时间跨度大约为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的早期。 

1978 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中国的影视业也悄然发

生了变化。先是 1979年 1月，上海电视台播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商业广告“参桂补酒”，下半年播出了第一天外国产

品广告“瑞士雷达表”，影视业的商业性受到正视。80 年代中期，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为核心的传媒业变革，调控模

式发生了变化。嗅觉敏锐的民营资本开始打着各种旗号潜入影视业，开始创办电影和电视制作公司。1983 年陕西渭南影视制作

公司成立，可能是在中国大陆影视业新崛起中最早的民营影视企业。1985 年民营性质的“江西南昌电影研究所”拍摄了“阿满

系列喜剧”，随后又出现了“金岛影视公司”、“谢晋-恒通影视公司”和“创世纪影视公司”等。 

20世纪 90年代，中国大陆更多民营企业开始与国有电影电视机构合作，投资电影和电视剧、电视节目，并出现从独立拍摄

向规模化生存经营发展的趋向。 

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时期进入影视业的民营资本是隐蔽的、曲线的，甚至还没有获得“名分”（没有署名权），基本都

是“幕后英雄”。 

二是民营影视文化产业“小步前进”。时间跨度为 20世纪 90年代中期至 21世纪的早期。主要是历经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国家关于电影体制改革出台的各种管理规定非常密集，而且几乎每一个都有利于电影行业产业化、商业化的进程。”但是这

一时期，民营资本进入影视业并没有完全“解禁”，伴随着政策变化的节奏，民营影视文化产业取得了“小步前进”的成绩。 

1994 年底，中国大陆第一家民营电视制作机构——嘉实广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打破了影视界的沉寂，标志着中国民

营电视传媒公司正式走向前台。嘉实公司以“专业电视节目制作及其销售代理”为目标，有着明确的产业发展定位，因此被认

为是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营电视机构”。一时期内，民营影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光线传媒、欢乐传媒、唐龙国际传

媒、海润影视、银汉传播等优秀民营影视企业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成果。 

第二，中国民营影视文化产业发展高潮阶段。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为 2003年至今，它的特点表现为： 

一是民营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政策越来越宽松。2002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大，首次正式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其后又将此写入国家宪法。在其后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

下，国家影视管理部门也出台了新规积极鼓励民营影视文化产业发展。 

从 2003 年国务院颁发“105 号”文件规定“鼓励、支持、引导社会资本以股份制、民营等形式，兴办影视制作„„并销售

同国有文化企业同等待遇”以来，国家对民营影视产业发展是鼓励和扶持的，因此迎来了蓬勃发展。横店影视城、华谊兄弟、

华策影视等优秀民营影视企业都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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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民营影视文化产业是中国影视文化产业的主角。2010年 4月 28日第 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4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中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民营电视节目制作企业 2800余家，民营电影制片发行公司近 400家。而目前我国民营影视企业

已经达到四千多家，占影视企业总量的 85%以上，浙江的比重甚至超过了 98%；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官方公布数字显示，

2013年全国影视企业 6574家（注册 6175家，倒闭 399家），民营资本占全国电视剧生产资本的 60%～70%。 

民营影视机构独立制作或参与制作的电视剧占全国总量的 80%；电影数量早在 2003年就已经占到全国总量的 68.5%。 

三是民营影视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快。从生产数量看，2003年我国影视产量首次突破 100部，2010 年影视故事片产量达到 526

部，进入了世界前三甲，2011年近 800部，2012年影视故事片产量达到 800多部，2013年故事片产量 638部，都居世界首位。 

从电影票房收入看，2002年全国票房收入不到 10亿元，而 2011年票房收入 131.15亿，2012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达 170.73

亿元，跃居世界第二，连续 5年保持近 30%的年增长率。2013年全国票房收入达到 217亿元，首次突破 200亿大关。 

而观影人数、影院和银幕增加也神速，仅 2012年新增影院就近 700座，银幕 1000多块，银幕总数超过 1000万块。3D影厅

7000多个。全国观影人数从 2007年的 1.1亿人次，2012年则突破 4亿人次，几乎翻了两番，城市观影上座率不断提高。 

四是民营影视文化产业实力逐渐增强，竞争力和市场赢利能力不断提升。首先，票房过亿影片越来越多，2001 年国产过亿

票房为 0部，而 2010年达到 17部，2011、2012年则均超过 20部。其次，在国外市场崭露头角，国产影片越来越多地占据国外

市场，并且还有不少在北美市场赚取了不俗的票房。再次，影视企业上市方兴未艾，目前在各地上市的中国影视企业大概有十

余家。如横店影视城、华谊兄弟、华策影视、新画面、海润影视等。 

三、中国民营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未来 

拥有诸多优越性和灵活性的我国民营影视文化企业，在影视市场化的改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为将

来发展积蓄了强劲的动力。在当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并努力将其建设成为支柱性国民经济产业的背景下，中国民营影视文化产

业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新特点： 

（一）产业增长速度快，空间大，企业开始注重品牌效应 

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我国电影票房收入 217.69亿元，2012年 170亿元，2011年 131亿元，2010年则刚刚过百亿。美国

的文化产业，实际上他们叫版权产业，占到 GDP 的 10%，我们现在不到 3%，未来增长的空间很大。不仅如此，随着文化市场竞

争的加剧，民营影视公司也开始注重品牌的长期建设，通过企业或作品品牌效应和名人效应，提高在行业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

权。 

（二）资本的力量介入越来越多，影视上游制作和下游院线的并购更频繁 

资料显示，近十年来，我国影视行业的投资回报率高达 17%—50%，吸引了私募基金、民营资本大量投资影视产业。而另一

方面，中国资金紧缺的媒体机构高达 82%。民企在影视市场的博弈中，深感势单力薄，开始寻求资本合作，希望通过并购、重组、

联和等多种途径实现资本有效运作和品牌资源的开发利用。比如，万达并购美国 AMC，小马奔腾并购好莱坞特效公司数字王国。

通过并购，未来 3—5年将形成为第一梯队的大公司。而股权投资基金的介入，会加快这个行业并购的速度和规模。 

（三）全产业链的发展模式成为影视企业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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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表明，我国 2012 年的电影票房总收入为 27 亿美元，约合 170 亿元人民币，已超越了世界第二的日本，而位居世界第

一名的美国，2012年电影票房总收入为 108亿美元，是中国的 4倍。同时，从电影产业规模看，2012年美国为 900亿美元，中

国仅 34 亿美元，两国的差距还是比较大。原因主要是中国电影产业收入结构单一，票房是其主要收入，占 81%，而美国国内票

房仅占 12%份额，其他收入来源多元化，主要是海外收入（53%）、电视授权（8%）、付费电视（5%）、PPV/VOD点播（10%）和

DVD（12%）。我国的电影产业链还不完善，拓展票房之外的全产业链成为中国电影公司发展的新方向。 

（四）影视与多媒体融合发展，视频传播开始崛起 

当下，影视与多媒体之间的融合已经成为必然。2011年“创意香港”和香港电影发展局推出了《香港电影 NEWACCTION─电

影业与多媒体产业跨平台合作》，推动了电影业与多媒体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了影视业的多元化发展。而 2013年电影《我爱的

是你爱我》与风行网联手“台网融合”，用户实现包括手机、Pad、PC、电视在内多屏体验，这一创新尝试获得业界的高度认同。

PPTV、乐视网、爱奇艺等视频传播的兴起，让影视制作的版权费用增长很快，冲击电影院线的议价能力。中国目前 2000多家电

影院，每年的增长速度是 30%—40%。从电视剧的角度，目前视频行业对电视剧版权的贡献 2012 年已经做到 20 亿的规模，很多

电视剧的制作已经依靠视频网站作为一个利润的增长点。 

（五）整合内容、整合渠道、整合平台 

互联网的介入，从根本上改变了电视剧的制作，线上线下互动，制作公司可以随时按照已经掌握的观众喜好和倾向性，在

下一集里调整角色、剧情，完全是“市场行为”。目前一些互联网公司通过版权价格和投入产出比的估算，投资拍摄仅用于网

络传播的都市轻喜剧、微电视剧等等。反之，专业的内容制作公司则希望能拥有对渠道的控制。投资院线，深度介入视频网络

是大的趋势。比如 PPTV目前就有几种可供创业者选择的合作模式。综艺节目类的真人秀，比赛歌手可在网络上和观众现场互动，

点投的方式，参与的年轻人越多，节目本身才具有红火的资本。PPTV本身也有投资院线，用院线打品牌。 

四、结语 

从中国民营影视文化企业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民营影视产业发展到何种规模、何种程度、今后将何去何从完

全取决于国家政策环境和市场的发育程度。未来中国民营影视文化产业跨媒体和跨平台交互将越来越频繁，跨媒体经营是民营

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全产业链的开发、民营影视企业的集团化将促使民营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必将使民营影视文化

产业成为中国经济支柱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