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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生群体观影行为的形成和发展分析 

——以蚌埠大学城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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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影视传媒产业的发展，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取得了极大成就。纵览国内电影市场表现，各种纪录

不断刷新。2015年观影人次突破 11.4亿，票房突破 400亿，其中“大学本科及大专”人数占 81%,如今传统影视巨

头纷纷在“互联网+用户”的模式上进行多线布局，“网生代''逐渐成为电影观众的主体，线上线下高校大学生已

然成为一个比较庞大的独立观影群体。以安徽省蚌埠市大学城为例，基于经济学视角针对现代大学生群体观影行为，

分析其形成和发展。从而，对互联网企业和传统电影企业跨界融合背景下大学生观影市场的发展问题，以期促进我

国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的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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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业余生活时间越来越多，休闲娱乐的内容变得丰富多彩。其中，电影在众多娱乐活动中扮

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2009年到 2015年，影院行业的发展一直呈上升趋势，票房收入持续增加。这不仅是因为居民收入在不断

增加，而且是因为人们的整体素质的提高，文化追求的增加。而在观影群体中大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研究现代大学生的观影

倾向和审美需求，能够更好地了解目前众多电影观众的特性。这对电影业的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既可以实现电影艺术的探索，

又可以获得商业盈利。对大学生群体而言,对观影行为产生影响的电影产品因素包括票房、类型、内容、评分、明星和产地等。

因此,本次选取了蚌埠大学城的几所大学，即安徽财经大学、蚌埠医学院、蚌埠学院、蚌埠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针对观影行

为发放调查问卷。此次研究的目的在于调查大学生群体观看电影的具体情况，并且加以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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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文献回顾 

针对大学生观影行为，国内学者也纷纷展开过一定的研究。崔凝凝(2013)通过大量阅读和整理国外文献,将大学生群体作为

选择的研究对象，根据营销的 4P理论以及大学生的群体特殊性，提出创新性的影响电影票价的七个因素。通过网络发布在线问

卷的方式收集样本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法,探讨影响大学生群体观影行为的电影产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根据研究的结果显示,企

业与影院需要共同考虑合理制定针对大 

学生群体的电影票价，既要保持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也不要让大学生群体由于无法承担电影票价而放弃观影，亦或是转

向在互联网上看电影，将非常不利于电影企业竞争力的培养。何镇飕,卢林琪(2014)通过对在校大学生的问卷抽样调查，重点考

察了大学生的观影习惯与媒介依赖情况，从票价、电影类型、国产电影偏好、观影效果等多个角度，以华莱坞的视角，考察了

大学生对华莱坞电影的认知和态度，探索了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和反思。唐海(2015)基于 2014年 10月至 12月间

面向西南大学、重庆大学、重庆邮电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8 所大学在校 500 名就读大学生的调查，主要从观影频率、观影动机、观影方式、观影内容四个维度，

了解重庆地区大学生在观影行为上的具体情况。研究显示，大学生观影总量还是相当可观，其中影院观影数量远高于重庆地区

平均水平,但由于目前票价过高,使得大学生主要通过网络了解电影资讯和观看电影。因此,也导致影院观影数量远低于线下观影

数量,在决定大学生影院观影的因素之中，明星起到绝对的左右作用。在观影内容方面，大学生最喜欢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喜欢

的主要电影类型分别为喜剧片、爱情片和科幻片。覃川，王一帆和吴雪菲(2016)通过对北京部分高校的问卷调查，就其观看电

影的基本心态和行为、对电影的认知和所受到的影响、对电影市场及管理政策的理解、对影视教育的看法等展开实证研究，并

对发展我国电影业和提高大学生观影素养，媒介素养养成等提出了相关建议。 

虽然学者针对大学生观影行为因素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但是从经济学的视角进行观影行为分析的却相对较少。本文对大学

生群体的观影次数、偏好、地点、方式等进行调查，分析事实现象并得出相应结论。 

3 观影行为调查及经济分析 

通过对安徽财经大学、蚌埠医学院、蚌埠学院和蚌埠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部分大学生，进行观影行为问卷调查。根据

调查结果，从票价对大学生观影的影响来看，学生证半价接近 30 元的电影票价基本是最低的,然而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普遍介

于 800至 1500元左右。从观影方式来看，互联网成为大学生的首要选择。互联网使得各种媒介的界线变得模糊，当一个大学生

在看线上电影的时候，已经无法分清到底是在消费电影还是消费互联网。发展迅猛的网络科技，渐渐替代了影院的地位。从观

影需求来看，大学生们普盅不能满览观影期待。一般而言,学生对喜剧片、爱情片、文艺片和动作片的兴趣处于相对高的水平。

此外，通过国产电影和国外电影的对比分析，突出国产电影的商业化过头、娱乐化过头等特点，以及国外电影的创新性和艺术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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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上，影响需求的因素，包括电影消费者的日常收入、个性偏好、与电影有关的商品的价格、对电影未来价格的预

期、大学生的年龄结构和观影习惯等。从电影消费者的日常收入来看，电影这类奢侈品价格弹性比较大。当收入变化时，电影

的需求变化会很大,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减少而减少。大学生的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只能从生活费中分出一部分进行休闲娱

乐。从消费者的偏好来看，随着影视技术的不断发展,3D 电影和特效成为学生选择影院观影的一大重要理由。从商品价格来看,

在对当前电影票价的接受程度中，给出大学生“NG”、“全价太贵,半价能接受”、“半价也太贵”和“说不清楚”四个选项。

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现有票价折半出售的价位是比较合理的,是自己可以接受的。可见，激发主流观影人群和潜在观

影人群走进电影院的愿望,鼓励不去影院的人掏钱看电影，鼓励进影院的人去消费更多次，电影票价依然是个制约。依然有 20%

的受访大学生表示半价的电影票也太贵了。大学生的生活费普遍偏低,家境困难的学生还要低得多。即使电影票已经便宜至半价，

仍然占据了大学生生活费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大部分的大学生会选择互联网观影,这样在宿舍或者无线网的地方就可以享受影

视。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大学生群体大多 20岁左右，喜欢新鲜事物、聚会娱乐，而且模仿性比较强，紧随时代潮流。在调查

的大学生群体中,63%的大学生偏爱国外电影,37%的大学生偏爱国产电影。一般国外电影会导致大学生更多走进电影院，而国产

电影会促使大学生偏向手机下载和影碟等。 

 

4 政策建议 

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为了促进电影行业的迅速发展,必须针对现有的大学生观影行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在

电影产业缺乏满足大学生观影诉求的市场，创立专门针对大学生人群的观影模式，同时满足观众文化消费的需求和中国电影市

场化的需求，实现一定的创新并达到双赢的目的。 

第一，积极鼓励电影创作，不断推进市场繁荣发展。大学生的审美紧跟时代潮流，如果电影行业停滞不前不肯更新，市场

空间就会大大缩减，利润也会降低。因此，国家应该积极鼓励新人导演、编剧和创作，在观影科技上不断创新，在政策上支持

电影行业,从而激发更多的年轻人热衷于创作，营造良好的电影创作氛围。 

第二，打击侵权行为,对电影创作成果进行保护。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少未经授权的电影作品在网络上肆意横行,不论

是从观影需求还是从便捷的角度,大学生选择线上观影都是明智之举。但是，这对创作者来说，确实严重破坏了创作的心血和付

出,严重打击了创作的积极性。因此，国家制定完善的法律约束违法行为,包括电影作品和知识产权。 

第三，提升电影的质量，提高影院的服务水平。减少制片方的急功近利和盲目追求票房、高科技等，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

而且打击观众观影激情。面对互联网的竞争，实体影院只有进行服务创新，才能吸引更多大学生观影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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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适当调整观影票价，适应大学生的消费水平,增加相应优惠政策。在工作日影院的观影率普遍偏低,为此可在非周末

时段开设大学生观影专场,控制票价以吸引大学生在闲暇时间观影。当电影成为大学生的习惯，不再是随收入弹性变化的奢侈品，

便会为电影行业带来一笔不小的固定收入。 

第五，倡导大学生进行网络购票，减少电影票价压力，提高入院观影率。目前，各类团购和在线购买软件如云，美团、淘

宝、百度糯米、淘票票等,通过这些软件购买电影票能够得到相当优惠的价格,从而更好地提高大学生的影院观影机会。 

5 总结 

本文通过调查蚌埠大学城的大学生观影行为，得出绝大多数大学生喜欢看电影，而且首要重视的是影片的质量、剧情、口

碑、明星和导演等。在被调查大学生中，对当前影院的票价大部分学生是在可接受范围内。部分大学生有能力去影院观影，但

是之所以选择不去观影的原因主要是时间原因以及自身因素，经济方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学生不选择到影院观影的很大一

部分原因是时间，他们一般会比较忙或者是没有人陪伴。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在网络上看电影相比去影院观影更加快捷和方

便。对于大学生说以后选择到影院观影，实则影院消费的潜在消费群体。 

现代的生活节奏已经渐渐变快，大学生所处的环境压力也比较大。大部分的学生在毕业的同时也面临这就业的社会压力，

这样就造成了大学生严重的精神负担。如果能够进行一些适当的休闲活动，可以缓解学习上的压力。相比较其他的活动方式，

看电影属于相当便捷的一种。特别地，通过电影文化的艺术渲染,大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途径拓宽了。大学生作为一个独立

的庞大的观影群体，在现如今的电影市场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合理定价大学生观影，在结合互联网观影的同时，鼓励

学生进入影院，从而增加电影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盈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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