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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电影院线产业发展分析 

—以时代院线和横店院线为例 

余源伟 

【摘 要】电影院线制是我国电影发行放映的主要体制，近年来我国电影票房飙升，院线产业也随之快速发展。

本文关注浙江省电影院线产业的发展，在梳理整体市场现状的基础上，以翔实的最新数据，深入剖析具有代表性的

时代院线和横店院线，通过对企业发展中的优势和不足的针对性分析，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激发关于浙江电影院

线产业发展的深入思考。 

【关键词】电影院线；浙江；时代院线；横店院线 

从 2001 年 12 月国家广电总局和文化部颁发的《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试行）》明确提出院线制建设的

要求开始，逐步成为我国电影发行放映的主要体制。2014 年，全国电影总票房 296.39 亿元，同比增长 36.15%，其中城市院线

票房占 95% 以上。全年城市影院观众达到 8.3亿人次，同比增长 34.52% ；全年新增影院 1015 家，新增银幕 5397 块，日均

增长 15 块银幕，目前全国已有城市院线 46 条，银幕总数 2.36 万块。
①
在全国电影产业快速发展的当下，2014 年浙江全省

实现电影票房 23.68 亿元，同比增长 31.26%，总观影人次达到 6431 万。浙江省票房收入首次超越北京市，跃居全国第三。

截至 2014 年底，浙江全省已建成数字影院 320 家、1800 块银幕。其中 4K 影厅 23个，2K 影 厅 1577个，1.3K 影 厅 100 

余个，3D 影 厅 1219个，IMAX 影厅 16个，座位数 224517个。
②
 

浙江电影市场的繁荣增长吸引了全国院线前来发展，进入浙江市场的城市院线逐年递增，截至 2014 年底，全国 46 条城市

院线中已有 23 条进入浙江市场，形成了激烈的市场竞争态势。浙江本土四条电影院线正是在如此繁荣而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中

生存和发展。 

浙江省电影公司（时代院线的前身）在 1999 年建设了省内第一家多厅影城——内设 12个放映厅的庆春电影大世界，在国

内最早提出了电影超市的概念，将电影院视为一个时尚聚会的场所，12 个厅每天可以放映四五十场电影，满足观众多样化的观

影需求，这在当时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电影观念，
③
也是对院线建设的自发探索。2002 年，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和文化部院线制

建设的要求，浙江时代、浙江星光和温州雁荡三家国有院线成立了。2009 年初，民营资本控股的浙江横店院线成立，目前浙江

省共拥有浙江时代、浙江星光、横店院线、温州雁荡等四条城市院线。以总部归属地来划分，浙江省拥有的院线数量以 9% 的

比例与广东省并列第二，虽然排名靠前，但离占据 29% 绝对优势比例的北京差距很大。在 2014 年全国 46 条城市院线电影票

房排名中，浙江时代以 11.9 亿元的票房排名第 7，浙江横店以 10.6 亿元的票房排名第 9，浙江星光以 2.22 亿元的票房排

名第 21，温州雁荡以 1.77亿元的票房排名第 24。不管是在全国院线中的影响力还是在浙江本土电影市场中的表现，抑或国有

及民营的不同体制构成，浙江时代院线和浙江横店院线都是研究浙江本土电影院线产业发展较为理想的标本。 

一、时代院线和横店院线的发展过程与现状 

1.本土国有院线代表——时代院线 

时代院线作为 2002 年成立的浙江省三条院线中规模最大的一条院线，成立之初共有 66 家影院，其中多厅影院 7 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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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块银幕。2006 年，院线制改革逐年深入，传统电影公司发行放映业务日趋弱化，浙江省电影公司实行改制，以 90% 的国

有资本、10% 职工参股的形式成立了浙江省电影有限公司，浙江时代院线成为浙江省电影有限公司的全资控股公司。
④
时代院线

的发展路线，是我国电影发行放映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个缩影——从早期中影公司“统购

统销”+“层级发行”，到 1993 年打破中影公司的垄断转变为 32个省级电影发行公司，到 2002 年打破原有四级发行模式，开

始转变为以院线制为发行放映核心制度。在发展初期，时代院线积极拓展省会杭州市场，积极改造庆春路和延安路等传统商业

核心区域的影厅，同时率先将眼光投向当时商业尚不发达的城市新兴区域，建设了众安电影大世界、华元电影大世界等一批分

布在杭州各个区域的多厅影城。时代院线积极探索营销方式，利用渠道的影响力，整合各类资源，开展了新片发布会、电影同

名小说签售、谢晋电影纪念周等活动，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益，也扩大了“时代”这一品牌的影响力。在省会杭州一级市场一直

占据绝对领先优势的情况下，时代院线看到浙江省地方经济发达但是影院建设落后的现实，面对电影发行放映数字化还没有普

及、拷贝供应十分紧张的困难，在全国院线中积极发掘二三级市场，把县市级影院建设作为发展重点，较早尝试在县市开发建

设多厅影院。2007 年 8 月，时代院线在萧山开发建设了恒隆电影大世界，到 2009 年就已经在慈溪、富阳、永康、诸暨等二三

级市场建成多厅影院，
⑤
积累了发展县市级多厅影院的领先经验，获得了理想的票房回报。 

不过，在院线成立初期，我国电影产业尚不成熟，无法在短时间内迅速实施电影院线制度。所以类似时代院线的第一批 11 

家院线公司本质上是国家主管部门利用行政手段帮助成立的，难免带有一定的行政属性。但院线制度的实现终于打破了行政区

域垄断，开始建立合理的市场秩序，院线经营者平等地在电影发行放映市场开展竞争，促使他们在影院建设、制度完善、内部

管理、品牌建设、营销宣传等各方面积极提升，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才能推动我国电影发行放映业品质的全面

提升。 

2.本土民营院线代表——横店院线 

相较于时代院线这样的老牌国有电影院线，横店院线走的是不同的发展路径。与同为民营的万达院线依托地产做院线不同，

横店影视则是依托影视做院线。作为一家以经营影视拍摄基地为主的民营企业，横店影视一直在努力将经营范围拓展到影视作

品投资、拍摄、发行、院线等产业链的各个环节。2009 年初，浙江横店院线成立，当时仅有 3 家影院。虽然起步较晚起点很

低，但随后便在金华、义乌等省内城市和长沙、南京等省外城市快速扩张，两年后便已拥有 80 多家影院，500 多块银幕。能

有如此快速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横店影视在电影行业的经验积累，另外一方面也得益于母公司横店集团强大的资金支持。横

店院线对所属影院实行的是与万达院线一样的“统一品牌，统一经营，统一供片，统一管理”的方式，这种标准化的管理方式

能保证院线经营的稳定性和高效的执行力，便于快速复制扩张。院线规模的快速增长又可以带来规模优势，不仅能够摊薄各项

运营成本，合理配置资源，提升利润率，还便于统一开展品牌建设。电影院线本质上是影院的联合体，是规模经济的一种表现

形式，因此横店院线这种标准化、规模化的运作思路，易于推动院线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在全国大范围复制，这些优势让横店

院线与时代院线的差距迅速缩小，短短五年发展就在全国院线票房榜上位居第九。 

二、影响时代院线与横店院线的发展因素对比分析 

影响院线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资金实力、管理模式、硬件提升、品牌建设、营销宣传等方面是主要的内部因素。 

资金实力不仅关系到院线建设速度，更重要的是决定了能否通过重组并购实现几何级增长，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较，中

国电影院线数量过多，势必会有多轮兼并风潮，最终形成占据绝对领先地位的少数几家院线。横店院线由于有中国民营企业第

三强的母公司横店集团作为后盾，因此在资金实力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北京万达院线和广州金逸珠江院线的发展过程已经充分

说明了这一优势的重要性，也是横店院线发展的重要参照系。作为成立较晚的院线，横店院线在管理模式与硬件条件上具备后

发优势，便于借鉴成功经验，也没有老院线的历史包袱，不仅能更合理地按需配置人员，还能根据当下技术热点开展影院建设，

因此在 3D 银幕和 IMAX/ 巨幕这两项最能提升观影体验吸引观众的技术应用上，横店院线都领先于时代院线。
⑥
在品牌建设和营

销宣传方面，横店院线能受益于横店集团的总体品牌价值和影视产业链，这也是横店院线在短时间内迅速被人们所熟知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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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但“横店”品牌目前定位还不够清晰，既没有类似“万达”有 IMAX 为其背书，也没有“中影”这样的历史积淀，因此，

在具备了一定品牌积累的基础上，如何更精准地进行品牌定位，提升内涵，是横店院线接下来的品牌提升方向。 

而对于从国有电影公司转型而来的时代院线来说，不可避免地背负人事、体制、老影院等方面的发展包袱。作为国内老牌

院线的区域领跑者，除了自身资金积累， 2010 年联手华策影视成立了时代金球影院投资公司，保障影院建设的规范化、规模

化和常态化。在品牌建设方面，时代院线早期着力打造“电影大世界”品牌，这在院线发展初期大型多厅影院不多的情况下，

能让观众意识到“电影大世界”能提供更多样化的选择，符合当时行业特点。但随着多厅影院成为绝对主流，“电影大世界”已

经无法给观众传递直接有效的品牌内涵，甚至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在杭州知名度最高的庆春、翠苑、奥斯卡三家“电影大世

界”，都已经建成多年，整体环境差强人意，让一些消费者感觉“电影大世界”就是过时的，品牌改造工作迫在眉睫。同时由于

目前时代院线采取的是“时代”和“电影大世界”双品牌运行的模式，对品牌定位的清晰化方面容易产生负面影响。随着省内

影院日趋饱和，时代院线从 2011 年开始将投资建设重点转移到省外，但目前仅覆盖了江苏、江西等 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不仅落后于横店院线，而且在 2014 年全国票房前十的院线中是覆盖区域最少的。2014 年浙江时代院线票房前五名影院中，除

一家位于上海，其余四家都在本省省会杭州，而横店院线票房前五名影院分布在五个省份，
⑦
优势影院的分布范围更广，说明模

式更容易复制。在硬件提升方面，时代院线对新技术的应用还不够，3D 银幕的比例在前十位院线中排名靠后，截至 2014 年底， 

IMAX/ 巨幕只有 4 块，仅占 1014 块银幕中的 0.4%，在 2014 年全国票房前十的院线中是比例最低的。而现阶段观众喜欢看

高概念影片，硬件技术不相匹配，多少会影响票房业绩。参考广东大地院线的发展路径对时代院线可以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

大地院线由广东省电影公司与中国数码集团共同投资兴建，是一条以二级市场为主要目标区域的数字电影院线。它以 2K 数字

影院和明确的二三级城市定位为主要特征，结合现代的连锁品牌影院经营模式，从 2006 年成立以来，票房排名逐年上升，2014 

年已经打败诸多老牌院线，位居全国第三位。同样位于国内重要的票仓省份，同样看重二三线城市市场，大地院线在品牌和市

场定位、经营模式可复制性、与购物中心的结合度、全国市场的开拓能力等方面，都有时代院线可借鉴之处。时代院线内部的

探索经验也需要及时总结、推广运用，如旗下的联合时代影城尽管地处城郊，但因为位于大型购物中心内，而且拥有巨幕影厅，

因此在开业一年多后，即成为 2014 年时代院线的票房冠军影院。 

从表 1 和表 2 中 2014 年的数据来看，时代院线在总票房收入和观影人次上领先于横店院线，但优势不大。横店院线在

影院数量、银幕数量、座位数量、票房增长速度等项目上反超，尤其是在新增影院、新增银幕数量、覆盖范围、观影人次增长

等方面较大幅度领先于时代院线。由于决定后续票房增长能力的因素主要是新增影院和银幕的数量，因此可以预期横店院线将

来会在总票房上超越时代院线，成为浙江第一大院线。 

随着电影院线制在中国的不断发展成熟，电影院线公司在中国电影市场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作为电影产业最为重要的利润

实现环节，国内外各种资本在院线市场博弈。面对激烈的市场，在全国电影院线“一超多强”的局面下，虽然每家院线企业具

体情况不同，但我们希望通过对国有的时代院线和民营的横店院线这两条代表性院线的分析，能够推及浙江的其他电影院线企

业，保持好固有优势，积极整合资源，提升品牌建设能力，加大二三线市场的开发力度，以更科学有效的经营管理模式共同做

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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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截至 2014 年，浙江时代 1014 块银幕中，有 3D 银幕 667 块，IMAX/巨幕 4 块；浙江横店 1130 块银幕中，有 3D 银幕 877 

块，IMAX/ 巨幕 60 块。数据来源于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⑦数据来源于《2014年度院线市场信息》，《中国电影报》2015 年 1 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