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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中国 全球播映”活动

中国节目为全球观众带来视听盛宴中国节目为全球观众带来视听盛宴
□朱新梅

记者观察

在今年电影市场中，“撤档”一词频频闯入大众视野，引发

观众对于电影撤档这一现象的持续关注。春节档期间，便有

《我们一起摇太阳》《黄貔：天降财神猫》《红毯先生》《八戒之天

蓬下界》4部影片接连撤档；五一档也有电影《没有一顿火锅解

决不了的事》和动画电影《小倩》先后撤档；今年十一档，电影

《出入平安》和动画电影《皮皮鲁和鲁西西之309暗室》也相继选

择了退出这一档期的角逐。档期对于一部电影而言，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撤档背后，实则是市场竞争、观众预期、影片质量等

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彼此抗衡的复杂博弈。电影应如何选择合

适的时机上映？决定档期内电影票房成败的关键要素有哪

些？面对激烈竞争的电影市场，如何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来提

升影片在档期内的票房表现和影响力？在 10月 9日由中国电

影评论学会、中国电影基金会钟惦棐电影评论发展专项基金等

联合主办的电影《出入平安》专家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围绕影片

的艺术特色、档期选择、营销策略和市场前景等问题展开深入

讨论。

档期“气质”不对口，难以“被点燃”

作为最早定档国庆档的电影之一，《出入平安》早在今年6

月便公开宣布于 9 月 30 日全国公映。影片拥有强大阵容，导

演刘江江曾凭借首部电影《人生大事》获得 17 亿元票房佳绩，

并荣获第 35 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领衔主演包括肖

央、阿云嘎、古力娜扎、黄小蕾等演员。这样的豪华班底无疑

为电影《出入平安》增添了诸多看点，也让观众对这部影片在

国庆档的表现充满了好奇与期待。遗憾的是，影片上映首日

排片占比仅为 8.8%，票房占比为 6.6%。第二天的排片更是降

到6.1%，票房占比直接跌到1.3%。对比同档期其他影片，《出入

平安》与票房前五名的差距显著，累计票房仅1845万元。10月

3日晚，电影《出入平安》在上映4天后宣布决定退出国庆档，上

映档期待定。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赵卫防认为，影片在国庆档遭

遇失利的原因之一在于档期的选择。“国庆档通常在人们的认

知中具有特定的主题倾向，往往被视为爱国主题影片大放异彩

的档期。像《出入平安》这类展现大灾环境下人们面临生死抉

择的电影，与国庆档的契合度相对欠佳。此类影片的题材内涵

和情感基调，更适宜放置在暑期档。”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

会长张卫同样表示，影片遗憾撤档的原因在于其“生不逢时”。

他谈到，在固定档期内，观众的购买力是有限的，会优先选择有

流量、高口碑的影片，由此也就构成了同档期电影几十倍、百倍

的票房差势。而《出入平安》的叙事基础建立在家庭观念之上，

这与当今部分年轻电影观众“不成家、不婚恋”观念形成了对撞

与错位。同时，国庆档需要相对欢庆和振奋的影片，《出入平

安》沉重苦难的气质明显不占优势。

“影片在预售期间未能收获预期的票房收益，那时出品方

和制作方就应重新审视市场策略，尽早做出改档或撤档的安

排。而不应在上映4天后匆匆撤档，如此仓促的决策不仅可能

让前期的宣传投入部分付诸东流，还可能给观众留下不好的印

象。”《中国电影报》副总编辑张晋锋谈到，《“十四五”中国电影

发展规划》提出建设高水平电影市场体系，鼓励开展分线发行、

多轮次发行、区域发行、分众发行等创新业务，促进人民院线、

艺术院线等特色院线发展。“未来伴随着分线发行的逐步实施，

电影的营销策略也要向着分众化、精准化靠拢。”

原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喇培康直言，影片其实不该

撤档，而应坚持到最后。“影片本身充满着蓬勃的正能量，闪耀

着人性的光辉，是对大爱的崇高礼赞。从编剧、导演、演员到美术多方合力，使得影片

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达到高度统一。主创团队应该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不应

贸然放弃。”他谈到，纵观全球电影市场，所有宣布撤档后再度上映的电影，能够取得

成功的凤毛麟角。一部影片就是一根火柴，它只能被点燃一次。当一部电影首次定

档，前期的宣传、制作投入以及观众的期待，都是为其“点燃”准备的。一旦撤档，那股

最初的冲击力和新鲜感便会悄然消逝。

是否以“撤档”论成败

影片导演刘江江坦言，当初官宣定档时，可谓来势汹汹、志在必得，而如今却是兵

荒马乱、状况百出。他将此次拍摄过程比喻为“小马拉大车上陡坡”，面对唐山大地震

这一宏大故事背景，他带领团队花费很长时间去破题，最终决定用公路片的类型结构

和反差式的戏剧前提，来创作一个另类或者有突破性的灾难电影。“肯定是有遗憾的，

影片并非完美之作。作为一名导演，最重要的是在逆境中探寻希望，将阻力转化为动

力，在艰难前行中，不断成长。”

“当下电影市场环境日益严苛，竞争态势愈发激烈，观众的审美需求日益提高。

一部影片想要获得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就需要创作者考虑得更为周全细致，影片的

故事内容要构建得更加扎实稳固，情节的发展要合乎逻辑且富有张力，不断出奇出

新。”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宋智勤表示，《出入平安》从真实真事上汲取

力量，制作精良又富有诚意，歌颂了生死大爱。档期的确是影响影片票房的重要因

素，但并非唯一因素。影片也存在用力稍猛、设计感略重等瑕疵。中国电影制片人协

会理事长焦宏奋认为，电影撤档并不必然意味着失败，不应单纯以是否撤档来判定一

部电影质量的好坏。“中国拥有庞大的电影市场基础，其中包括14亿规模的电影观众

群体以及遍布各地的8万余块银幕。但实际上，每年能够进入影院和观众见面的电

影并不多。撤档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决策行为。我们应以更加全面、客观和发展的眼

光来看待撤档这一现象，给予电影创作者和作品更多的理解与包容，鼓励他们在电影

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共同推动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卷土重来未可知”

“电影想要吸引当下年轻观众，要从‘猎奇’和‘共情’这两方面发力。所谓猎奇，

就是让观众看到一个他之前从没看过的故事，而共情则是使观众能够深入感受到影

片中人物的情感世界，与角色同呼吸共命运。”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好

的电影不应被市场埋没，还是要千方百计实现电影与观众的双向奔赴。“电影《出入平

安》应寻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发现其目标观众群体，让这部电影的特质、亮点以及

动情之处皆能被观众所看到，赢得更多受众的认可，得以更好发展。”

针对影片当前所面临的难题，影评人、“四味毒叔”创始人谭飞谈到，在当下环境

中，一部电影的类型化标签显得尤为关键。要尽快找到影片与观众之间能够相互契

合的情绪点，如此方能迅速切入市场、拓展市场。“对于《出入平安》这样一部极具深

度、质感与力度的影片而言，后续的发展之路依旧漫长，团队需重新明确目标受众群

体，精准探寻观众的共情之处。”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产业评论专委会副会长、聚影汇

创始人朱玉卿提议，要紧密结合市场风向，实现策略的有效转换，更多地倾听观众的

内心声音，深入挖掘口碑层面的建设性意见。

毋庸置疑，伴随时代的变迁，历经线上娱乐生活模式的迅猛崛起，电影行业吸

引观众的方式也需要不断推陈出新。专家建议，一方面，电影行业需要更加努力地

挖掘自身独特的魅力，坚守艺术创新的追求。这不仅要求电影在内容创作上更加

精益求精，注重故事的创新性、情感的共鸣性以及视觉效果的震撼性，还需要在营

销宣传方式上与时俱进，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等渠道进行精准推广，提高影片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另一方面，电影行业要努力朝着规模化、专业化、成熟化的方向发

展。积极拓展延伸产业链，提高资源整合能力，实现从制作到发行放映的全流程优

化。对于中小成本投资的影片，要深入研究不同受众群体的喜好和需求，通过细分

市场来精准定位目标观众，让这些影片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观众群体，实现真正的双

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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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开幕式上，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共同启动庆祝新

中国成立75周年“视听中国 全球播映”活动，聚焦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五大主题，精

选电视剧《三体》《欢迎来到麦乐村》《我的阿勒泰》

《不完美受害人》《莲花楼》《长相思》《玫瑰的故事》、

纪录片《中国》《丝路探源》、理论节目《中国智慧中国

行》、综艺节目《歌手2024》《乘风2024》《中餐厅8》等

优秀视听节目，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法国全球法语

电视网、俄罗斯数字电视频道、哥伦比亚国家电视台

等全球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展播。截至目前，活

动已推动约300部次多语种视听作品在100多个海

外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播出，在许多国家和地区

引发观看热潮、收获观众赞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

周年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实施系列国际传播工程项目，中国视听节目全
球播映。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中宣部支持

指导下，国家广电总局持续实施节目译配工程项目、

海外播出平台建设项目、国际营销推广项目，为“视

听中国 全球播映”提供节目内容和播出渠道支撑。

截至目前，国家广电总局共将1240部次各类优

秀视听节目，译制为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斯瓦希里

语等50种语言。今年，还将短视频、微短剧等类别

纳入译制扶持项目，不断丰富优质节目内容供给。

共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开办80多个剧场，形成

覆盖全球的多语种矩阵传播网。今年1-9月，“电视

中国剧场”共播出100多部中国视听节目，10月17

日,塞尔维亚还将开办“东方剧场”，播出电视剧《三

体》《做自己的光》《时光正好》等一系列优质作品。

2024年以来，共组织130余家视听传媒机构参

加美洲电视节、法国春季戛纳电视节等8个国际影视

节展，举办10余场“视听中国”优秀节目推介交流活

动，展示推广400余部中国优秀视听作品，促进中国

视听节目国际贸易。

弘扬人类共同价值观，中国剧集引领全球市场
新潮流。中国电视剧不仅是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载

体，更是传播中国精神、弘扬人类共同价值观的重

要载体。近年来，中国电视剧题材不断推陈出新，

叙事更加从容自信，制作更为精良，被越来越多生

活在不同文明体系中的全球观众所接受，成为守卫

人类文明、凝聚人类共识、促进中外民心相通的重

要媒介。

中国现实题材剧集以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为全

球观众带来温暖和力量，引领国际电视剧创作新潮

流。当地时间 2024 年 4月 7日，现实题材迷你剧

《我的阿勒泰》在第7届戛纳电视剧节全球首映，剧

集以治愈人心的生态之美、松弛浪漫的生活方式、

细腻质朴的生命探索过程，为全球观众带来一股

清新之风，获得国际同行的高度赞誉。戛纳国际

电影节组委会评论称“这部剧镜头之美、天真的幽

默、变幻的节奏以及诗意的内核会令你感到惊

喜”；美国《综艺》杂志称其“刻画了令人震撼的自

然之美以及多民族文化的浪漫共舞”。该剧先后在

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等国主流电视频道播出，在

爱奇艺国际版以 10个语种播出，还在法国航空航

线播出。

今年7月，中非合拍电视剧《欢迎来到麦乐村》斯

瓦希里语版，陆续在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多国主流电

视频道播出，该剧呈现的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受到

非洲观众的欢迎和肯定。肯尼亚公民电视台官方统

计数据显示，该剧单日时段平均收视人数较此前同

时段节目收视人数增长约135.5%。不少非洲观众

表示，很开心也非常自豪自己国家出现在中国电视

剧中。

腾讯版《三体》以与美式科幻剧完全不同的现实

主义风格，刷新全球观众的视听体验，成为全球热议

话题。今年2月，《三体》在美国NBCU流媒体平台

Peacock上线播出，路透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

欧美主流媒体报道称，“中国版《三体》更接近原著，

部分观众认为比美国版好看”。俄罗斯排名前三的

流媒体平台OKKO引进《三体》并自行配音播出，反

响热烈，用户评分8.1。5月，《三体》在孟加拉国新媒

体平台Bongo播出，引发社交媒体大讨论，作家阿卜

杜拉·伊本·马哈茂德在脸书上发表评论说，“《三体》

成了我最喜欢的电视剧之一，看到孟加拉语译制版

太激动了。”截至目前，该剧发行至全球20多个主流

媒体平台，在YouTube平台播放次数超千万，观看

时长超过1亿分钟，在北美OTT平台VIKI上获9.2

的高分评价。

中国古装剧融合华夏历史记忆和视听表达艺

术，故事新颖奇特，题材多样翻新，画面唯美，制作精

良，不断圈粉海外新观众，是中国视听节目拓展国际

市场的重要类型。《琅琊榜》《长安十二时辰》《三生

三世十里桃花》《梦华录》《玉骨遥》《雪中悍刀行》

《墨雨云间》等众多古装剧，不断在海外掀起新的观

剧热潮。

寓教于乐，中国动画陪伴全球儿童成长。中国

动画寓教于乐，内容健康安全，受到世界各国家长

和孩子们的欢迎，是中国第二大出口节目类型。

《无敌鹿战队》《呼叫超级土豆》《熊出没》《百变校

巴》《猪猪侠》《喜羊羊》《天天成长记》《超级飞侠》等

动画IP在国际上已经具有一定影响力和传播力，甚

至带动大电影、玩具、主题公园走出去，其中奥飞

娱乐 IP授权零售总额超过 6亿美元，排名全球第

47位。

优秀的中国动画节目进入美国维亚康姆尼克儿

童频道、BBC儿童频道等国际主流儿童频道播出。

在非洲、东南亚、阿拉伯地区、俄罗斯和中亚地区、拉

美地区，中国动画节目通过商业发行和在“电视中国

剧场”播出等方式，成为伴随全球儿童成长的“荧屏

小伙伴”。现实题材动画《天天成长记》在巴西付费

电视台BOX BRAZIL MEDIA GROUP播出，该

台总裁表示，节目制作精良，有深度的教育内涵，深

受巴西家长和孩子们的喜爱，并希望与中国开展儿

童动画内容方面的长期交流合作。

真实立体多元，纪录片是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
窗口。中国纪录片题材多元，内容丰富，技术先进，

制作精良，真实立体全面反映中国历史和现代社会

发展的方方面面，是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记录展示中国独特地理地貌、生态和物种的纪

录片深受国际市场的欢迎和喜爱，中英合拍生态环

保题材纪录片《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王国》商业化发

行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文历史题材纪录

片内容丰富，垂直细分题材众多，是中国纪录片国际

传播主要题材类型，《故宫》《如果国宝会说话》《紫禁

城》等纪录片商业化发行到众多国家和地区，《重返

刺桐城》助力福建泉州成为世界遗产城市；《舌尖上

的中国》《风味人间》《寻味顺德》等美食纪录片风靡

全球；现实题材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生动展现了

当代中国人勤劳敬业、诚信友善、自强不息的精神品

质，折射出中国社会巨大变化，获第十二届芝加哥独

立电影节最佳纪录短片奖。

连接全球青年，短视频成为国际传播新势能。
短视频短而不浅、微而不弱，充分适应现代人的生活

节奏与阅读方式，通过接地气的平民视角，将可感可

亲的身边人、身边事搬上中小屏，以优质内容收获了

世界网民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和喜爱。在国际互联

网平台，中国短视频已成为全球网友了解中国的重

要媒介，美食、影视解说、知识分享、宠物等短视频吸

引了规模庞大的海外粉丝。中国短视频在全球处于

领先地位，各类国际短视频大赛吸引了世界各国青

年的参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

组织开展的“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项目自

2011年创办以来已持续举办14届，先后邀请了102

个国家的1100名外国青年，完成1041部纪录短片，

斩获191项国际性奖项，成为将中国与世界、东方与

西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桥梁纽带。今年10月

12日公布的2023年“视听中国 全球播映”优秀作品

评选结果中，“看中国·北京行”作品《寻龙记》等5部

作品获短视频优秀作品表彰。其中，《寻龙记》由马

达加斯加青年导演 BOTOSON Alain Patrick 创

作，他用镜头记录下在中国文化中寻觅龙之踪迹的

过程；《“一席一果”云南无花果——跨越整个春夏的

甜蜜》由B站UP主“滇西小哥”拍摄，用美食征服外

国观众的味蕾……越来越多年轻人参与到短视频创

作和传播中，精彩呈现中国不同地区的自然风光、民

俗风情与历史文化，海外网友在互联网平台上的点

赞、评论、转发、二次创作等，更是激发海外观众特别

是“Z世代”了解中国的兴趣，进一步增进了他们在情

感与思想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技术与艺术交融，原创综艺拓展国际传播新空
间。中国综艺节目实现从引进到原创综艺节目模式

输出的转型升级。优秀中国原创综艺节目不仅引领

国内视听消费潮流，也成功走向国际市场，为全球观

众提供令人惊艳的视听体验。

《乘风破浪的姐姐》《这！就是街舞》《我们的歌》

实现模式输出；《歌手》《中餐厅》《花儿与少年》等节

目成功提高国际传播力、影响力。《中国节日》系列节

目凭借美轮美奂的视觉奇观成为全球现象级IP，通

过增强现实新技术开辟国际传播新空间。今年9月，

《唐宫夜宴》沉浸剧惊艳亮相俄罗斯，刷新俄罗斯观

众的视听体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

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予以极高的评价并希望他的孙

子也有机会看看。目前，《唐宫夜宴》沉浸剧正在加

快国际传播步伐，拓展西班牙、沙特阿拉伯、阿联酋、

美国等市场。

坚守人类文明，坚持中华审美，坚持守正创新，

更多高品质的中国视听节目正在加快走进国际市

场，为全球观众提供独具中国审美和精神气质的视

听盛宴。

（作者系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国际传播

研究所所长）

本报讯 “穿越”“重生”设定在古装剧创作中屡

见不鲜，这种设定的流行，一方面源于其为观众提供

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

了观众对逆袭、复仇情节的“爽”感需求。这种设定能

够帮助观众实现短暂的情绪宣泄，可是仅仅依靠模

式化设定也容易让观众感到审美疲劳，如何在奇谲

形式之外开掘出更深人性思考？近日，由晋江“大神”

级作家墨书白的金榜小说《长公主》改编的古装情感

剧《度华年》热播，该剧讲述了大夏朝监国长公主李

蓉与当朝首辅裴文宣因误会而相爱相杀，而后携手

重启人生、双双改写命运的故事。10月9日，由中国

电视艺委会主办的网络剧《度华年》研讨会上，与会

专家共同探讨该剧的创作理念和精神价值。

本剧总制片人、艺术总监袁玉梅坦言，许多观众

认为《度华年》故事设定新颖，开创了首个三重人生

的古装剧，但是她认为，设定其实只是制定了一种游

戏规则，其成功密码在于本质上符合了“一切古装

戏，亦是现代戏”。对此有专家谈到，剧中特别植入了

一些现代价值观，特别是对女性独立自主、女性情感

追求、女性事业作为等都有精彩呈现。专家指出，古

装剧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讲纯情、纯爱，而《度华年》

要讲的是真情和真爱，剧中李蓉、裴文宣、苏容卿三

人之间的感情中有爱、有责任、有义务、有家国……

这种真情真爱更有价值。在《度华年》里，“穿越”和

“重生”不再是一种噱头、一种卖弄、一种技巧，而是

对有缺憾的生命的弥补。让剧中人物对过去的错误

进行改正，误解能得以释怀，让其能够抓住自己错失

的人生机遇，在这个意义上，《度华年》具有较强的人

心抚慰作用。也有专家谈到，剧中男主角色设定过于

完美，人物角色还可以更加适度、立体。（许 莹）

古装之下尽显当代价值
专家研讨网络剧《度华年》

动画片动画片《《无敌鹿战队无敌鹿战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