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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协议的核心内容包 括 三 项：第 一，中 国 将 在 原 来 每 年 引 进 美 国 电 影 配 额 约２０部 的 基 础 上 增 加１４部３Ｄ或

ＩＭＡＸ电影；第二，美方票房分账从原来的１３％升至２５％；第三，增加中国民营企业发布进口片的机会，打破过去国营公

司独大的局面。参见武文 静：《中 美 电 影 新 政 引 发 中 国 影 业 变 局》，载《中 国 产 经 新 闻 报》，ｈｔｔｐ：／／ｍｏｎｅｙ．１６３．ｃｏｍ／１２／

０２２２／２３／７ＱＴＤＪＮＫ２００２５２６Ｏ３．ｈｔｍｌ。

② 曾剑：《解 读 中 美 电 影 新 政 国 产 电 影 头 上 有 把 保 护 伞》，资 料 来 源：腾 讯 娱 乐，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
ｍｔｉｍｅ．ｃｏｍ／２０１２／０２／２１／１４８２４４７．ｈｔｍｌ。

③ 《人再囧途之泰囧》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上映，受到观众极力热捧，一度掀起观影热潮，被称为“现象级”影片。上映５天

票房突破３亿，创造华语片首周票房纪录。最终累计票房１２．６亿元人民币，成为当年中国电影市场华语片票房冠军。影

院观影人次突破３９００万人，超越《变形金刚３》和《阿凡达》。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ｌｉｎｋ？ｕｒｌ＝Ｍｓ＿６ｑｐＴｄＥｍＦ
７４１ｃＥＨＢＲｅＰ９ＭｍｏＨＬＤａ４Ｄ１Ｒ９ｎＴｗｇ８ｉＺ３ｈ８ＲＡＫ２ｙ２ｌＸＴＬ２ＥＵｄｕ２８ｘ７ｖｚＥＧＳｚｘ４５Ｅ２ｂ６ＳＫｅｙｉｐＷｕ３ｑ＃ｓｕｂ９２２９６９８。

【文化产业研究】

电影类型与受众接受
———２０１２年电影受众接受实证研究

向　勇１，刘　静２

（１．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２．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新阶段，意 味 着 开 拓 与 建 构 层 次 更 为 丰 富 且 具 有 中 国 特 色、符 合 本 土 文 化

与受众接受特色的类型片体系。文章立足于２０１２年对北京地区电影受众的问卷调研，研究发现：电影消费作

为都市生活融入的方式，具有促进社会流动与融合的重要功能。电影受众的学历、户籍、年龄、婚恋状况、性别

因素都对其营销评价有明显的影响，对口碑 影 响 差 异 不 大。电 影 受 众 存 在 明 显 的“学 历 断 层”、“代 际 偏 废”等

特征，因而需要特别关照低 学 历 群 体、中 老 年 群 体。国 产 电 影 与 进 口 电 影 相 较，普 遍 存 在 差 距，尤 其 在“故 事

类”、“动作类”影片的口碑评价与“动画类”影片的市场营销方面差距更为显著。

关键词：电影类型；受众接受；营销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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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　景

　　２０１２年是自２００２年中国电影体制深化改革

以来的第十个年头，纵观国内全年的电影市场动

向，在整体 产 业 高 速 发 展、中 外 票 房 对 抗 升 级 的

背后，是对 更 深 层 国 内 创 作 群 体 状 态、商 业 电 影

特性与市场规则的探索与思考。

２０１２年初，中美双方就解决 ＷＴＯ电影相关

问题的谅解 备 忘 录 达 成 协 议，①“中 美 电 影 新 政”

给高速发 展 但 远 不 足 以 与 好 莱 坞 抗 衡 的 中 国 电

影业带来巨 大 震 撼，成 为２０１２年 乃 至 今 后 一 个

时期内中 国 电 影 产 业 发 展 的 基 础 张 力。也 有 深

层分析认为，２０１２“中美电影新政”未触及发行领

域，对中国电 影 影 响 有 限；② 然 而，好 莱 坞 的 绝 对

强势存在，对于任何民族或区域电影产业的发展

而言都是无可回避的现实语境，相关政策的保护

与应变不可或缺，终究电影产品的品质才是本质

所在。２０１２年贺 岁 档 之 前，当 我 们 还 在 为“中 美

电影新政”的冲击及上半年国产影片惨淡的市场

表现 连 连 叫 苦、倍 感 压 力 之 时，一 部 投 资 不 过

３０００万的国产喜剧影片冲出贺岁档大片重围，创

下多项国产电影票房纪录，③ 终将２０１２年国产影

片全年票房份额提升至４８．４６％，开启了 新 一 轮

关于国产商业电影类型片定位的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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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国产电影与 进 口 电 影 票 房 对 抗 的 戏 剧

化起伏，国 产 电 影 内 部 各 类 型 电 影 间 的 发 展 变

化更加丰富 和 复 杂。国 产“大 片”纷 纷 折 戟，同

时又不乏“黑 马”为 中 国 电 影 带 来 亮 色 与 惊 喜，
是２０１２年中国电影业最鲜明的特征。“２０１２年

中国电影 的 引 人 瞩 目 之 处，是 原 有 的 以 大 片 为

中 心 的 电 影 架 构 在 这 十 年 中 形 成 的 传 统 似 乎 遭

遇了市场 变 化 和 社 会 潮 流 变 化 的 巨 大 冲 击。”①

全年除了《画皮Ⅱ》和《十 二 生 肖》之 外，《一 九 四

二》、《危 险 关 系》、《太 极２英 雄 崛 起》、《大 上

海》、《王的盛宴》、《血滴 子》等 高 投 入、全 明 星 阵

容的国产“高 概 念”电 影 相 继 折 戟 市 场，并 没 有

出现片方所期待的“高 产 出”。观 众 对 古 装 动 作

影片 已 经 出 现 审 美 疲 劳；爱 情 类 型 影 片，如

《ｌｏｖｅ》、《我愿意》、《春娇与志明》，市 场 表 现 可 圈

可点；《人 再 囧 途 之 泰 囧》和《十 二 生 肖》的 大 卖

让喜剧片成为类型新宠，据统计，２０１２年共上 映

喜剧类型片５０余部，累计 票 房 约２５亿 元，占 国

产片总票房３０％以 上；惊 悚 片 和 动 画 电 影 在 产

量与品质上也均有所突破。②

电影类型此起彼伏的消长背后，是中国电影

主创群体的成长、分化、调整与重新定位。“原来

支撑中国 电 影 工 业 的 第 五 代 的 几 位 重 要 人 物 张

艺谋、冯小刚和陈凯歌已经在新的状况下开始复

杂而微妙的 变 化”③，其 一 统 天 下 的 局 面 被 打 破。

“一群出生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后期的‘第六代’
导演和７０年代出生的新锐导演作品在本年度高

密度亮相”④，“２１部票房过亿元国产影片中，有乌

尔善、徐 峥、冯 德 伦、梁 乐 民、陆 剑 青、钮 承 泽、李

玉、宁浩、赵 林 山 等 九 位 新 生 代 导 演，其 中 徐 峥、
梁乐民、陆 剑 青、赵 林 山 等 人 均 是 第 一 次 执 导 影

片。大批青年导演被制片公司起用，且票房成绩

优良”⑤。此外，香港导演陈嘉上、庄文强、麦兆辉

等以近两 年 的 优 异 表 现，“融 入 合 拍 大 军 且 站 稳

脚跟”⑥；台湾年轻导演魏德圣、九把刀、钮承泽也

以不同的 影 像 风 格 呈 现 出 台 湾 电 影 新 生 力 量 的

创作状态和勃勃生机。
中国电影 产 业 行 将 完 成 新 时 期 发 展 的 起 步

阶段，告别三大导演一统天下的时代，２０１２年 的

变局，意味着中国电影产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从类型片的角度看，古装动作“大片”是

起步阶段的中国商业电影的主体类型，而新的发

展阶段，即 意 味 着 开 拓 与 建 构 层 次 更 为 丰 富，且

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本土文化与受众接受特色的

类型 片 体 系。文 章 即 在 此 背 景 下，立 足２０１２年

在北京地区所做的电影受众调研数据，以电影类

型片为概念 基 础，结 合２０１２年 国 内 商 业 电 影 的

类型特点，对国内受众类型片接受情况进行系统

呈现与分析，以 期 与 中 国 电 影 发 展 相 应 和，推 进

电影产业受众领域的专业化研究。

二、理论与方法

　　１．类型电影

类型（Ｇｅｎｒｅ），原系法语词汇，泛指艺术作品

的某一流派或某一风格，当将其引入与现代产业

生产 方 式 交 织 甚 深 的 电 影 工 业 时，类 型 电 影

（Ｇｅｎｒｅ　Ｆｉｌｍ，又称“类型片”）成 为 一 个 相 对 固 定

的概念。学 者 尹 鸿 在 其 著 作《当 代 电 影 艺 术 导

论》中，对类型电影有如下界定：
“一般认为，类型电影（Ｇｅｎｒｅ　Ｆｉｌｍ）是在电影

工业，特别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中形成的具有

题材、人物设置、叙事模式、叙事元素和价值体系

的相对一致性的影片。因此，类型电影通常都具

有一套相对稳定的系统，而具体影片则既有着类

９４

①

②

④

⑤

⑥

③ 张颐武：《全球化的全国化：２０１２年的中国电影图景》，载《当代电影》，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１２－１４页。

朱玉卿、李璇：《产业规模再次升级　经营模式悄然转型———２０１２年国内电影业发展评析（上）》，载《中国电影市

场》，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１４－１６页。

尹鸿、李媛媛：《从重制作向重创作的美学转向———２０１２年中国电影创作》，载《当代电影》，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４
－１２页。

刘汉文、张林明：《２０１２年度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分析报告》，载《当代电影》，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１９－２６页。

袁梦倩、冯凝：《２０１２年香港电影产业备忘录》，载《当代电影》，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９３－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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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基本特征又有着某些局部的变奏。”①

饶曙光先 生 对 于 类 型 电 影 及 其 产 业 特 征 有

如下阐述：
“类型电影（Ｆｉｌｍ　Ｇｅｎｒｅ）产生于美国好莱坞大

制片厂制度及其明星制，同时又有特殊的消费意识

形态机制，在本质上是电影工业化及商品化的产

物，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娱乐消遣需要而创造出来的

具有某种可复制性，甚至批量化生产的电影系列产

品。它作为一种典型的商业化电影样式，具有重复

的情节动机、循环的类型形象、标准化的叙事模式

和特定的表达内涵，‘追求的主要还是娱乐性’②，
因而能够给观众提供‘有保证的快感’③。它往往

根据主流观众的心理变化和愿望，在一定时期内以

某一类型作为制作重点，即所谓‘热潮更替’。”④

陈旭光先生结合美国类型电影产业实践，指

出类型电 影 与 电 影 工 业 化 生 产 模 式 之 间 的 本 质

联系：
“在２０世 纪 初 期，美 国 出 现 了 在 主 题 情 节 模

式、人物类型、视觉造型和影像风格等方面相类似

的类型电影现象如西部片、侦探片、喜剧片、歌舞

片等。因为某类影片受到欢迎，电影制作者开始

反复实验，保留观众认可的因素，进行标准化的生

产。标准化成为电影工业的基本规范，也成为电

影制片商降低成本并获得最大收益的保证。”⑤

电影类型的讨论，就是承认其工业化生产模

式，以求在 有 效 的 重 复 再 生 产 过 程 中 规 避 风 险，
实现利润。

对于各个具体的电影类型而言，往往具有一

定的生命周期，即形成、发展、遭遇瓶颈、瓦解、变

异为新的类型：
“与其他 时 尚 工 业 一 样，电 影 的 生 产 也 是 循

环的，总是力图复制它最近的商业成功。从规律

　　

上看，商业成功的影片总是会带来不少成功的模

仿者，然后成功开始衰落，产生大量对原创的不成

功的复制。导致本轮该类型走向低谷。……类型

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在各种不同变体的多样变化

中保持自己才能发展。确实，类型的框架有一个

不能突破的极限，如果这个框架极限被打破了，这
种类型就瓦解了。但同时，类型又是具有可塑性

和延展性的，各种类型之间是能够相互渗透与交

融的，各个模式具有有限的伸缩性、弹性，它会随

着不同时期的文化需求而不断演变。类型的一致

性既允许成规与惯例的简单表达，但也允许固定

期望与新奇事物之间形成一种张力。”⑥

类型作为电影的一种策略，在实践中却往往

是“含糊”、“杂糅”、灵活不拘泥于概念的：
“不少类 型 电 影 创 作 采 取 了 类 型 融 合 的 策

略，事实上，我们研究商业电影，已经不可能从某

个单纯的 电 影 类 型 或 某 种 固 化 的 类 型 模 式 谈 起

了，它更多 地 体 现 为 以 一 种 主 类 型 为 主，并 在 类

型融合之上加入诸多新兴元素。”⑦

“于是类 型 电 影 大 量 产 生，理 论 界 也 开 始 确

认这一能 够 有 效 阐 释 美 国 电 影 的 重 要 术 语。但

是，‘类型’其 实 是 一 个 非 常 宽 泛 的、伸 缩 性 很 强

的术语。正如罗伯特·考克尔认为的：‘类型可以

是非常具有 伸 缩 性 的、有 弹 性 的，是 随 着 不 同 时

期的文 化 需 求 而 不 断 演 变 的。’⑧大 卫·波 德 维 尔

也认为：‘类 型 片 最 好 被 认 为 是 观 众 和 电 影 制 作

者凭直觉 进 行 的 粗 略 分 类。这 一 分 类 既 包 括 无

可争辩的 影 片，也 包 括 一 些 较 含 糊 的 影 片。’⑨因

此，一部影片归属于某一种类型具有相对性。对

类型电影的辨识只能从整体意义上进行，只能在

精确与模 糊 的 辩 证 统 一 中 求 同 别 异。只 要 总 体

而言体现出某种类型特征，就可以认为是某种类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⑧

⑨

⑥ 尹鸿：《当代电影艺术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１５页。

转引自［美］查·阿尔特曼：《类型片刍议》，宫竺峰译，载《世界电影》，１９８５年第６期，第７４－８６页。

⑦ 转引自［美］达德利·安德鲁：《评价———对于类型和作者的评价》，彬华译，载《当代电影》，１９８８年第３期，第１４９－
１６１页。

饶曙光、鲜佳：《当下国产类型电影创作的结构性发展特征及其前景》，载《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 第２期，

第５０－５９页。

陈旭光：《“类型性”的艰难生长：产业、美学与文化———论“华语（古装）电影大片”十年的“类型性”及启示》，载《文

艺争鸣》，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２６－３１页。

转引自［美］罗伯特·考克尔：《电影的形式与文化》，郭青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２２页。

转引自［美］大卫·波德维尔、克莉丝汀·汤普森：《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彭吉象 译，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３年，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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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片。说到底，关 于 电 影 的 类 型 研 究，不 必 太 认

真，不必也 不 可 能 唯 其 最 初 意 义 为 准 绳，其 含 义

早就在理论实践中泛化了。”①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就类型电影的概念

特征做如下归纳：
第一，类型电影的产生，源自电影工业以产业

化生产为基础的逐利本质，是电影的艺术属性之于

其商品属性的平衡与妥协，艺术崇尚作品的独创性

与不可复制性，而作为商品就意味着在相当程度上

要以标准化、程式化的生产来规避风险、实现利润，
如尹鸿先生所言：“对于电影工业来说，类型规则大

于美学规则，类型胜过艺术家。”②

第二，具体到某一类型电影，通常由一整套相

对稳定、相互关联的“文本叙事体系”与“产业运作

模式”构成（如下图所示）。“文本叙事体系”，即建

构电影内容认同与观影快感的基础文本体系，由影

片的题材、主题／价值体系、人物设置、情节设置、叙
事模式、视觉造型和影像风格（电影语言／修辞）等

要素构成。“产业运作模式”，指从影片制作到相关

市场营销的整个产业过程，建构受众观影意愿并实

现影院观影的市场运作体系，包括电影的成本规模

定位、主创团队组建、受众需求分析与营销策略制

定等各产业操作环节。

图１　类型电影内涵结构示意图

第三，类型电影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寻求稳

健、遵守成规与寻找新意、有所突破间寻求平衡，在
伴随社会生活与观众期待而有所变化发展中往复

轮回。一方面，就某一类型电影的内在发展而言，
其中各具体影片“既有着类型的基本特征又有着某

些局部的变奏”③。另一方面，各类型之间也存在

　　

消长更迭的潮流周期，即所谓“热潮更替”。电影制

片方“往往根据主流观众的心理变化和愿望，在一

定时期内以某一类型作为制作重点”④。
第四，从学理看，类型电影是一个依附于产业

实践的归纳性概念；从实践看，不同时期类型电影

的澄清与特征归纳，又切实地影响并深化了电影主

创们对时代与受众的认知，切实地对产业实践发生

了效力。从对类型电影的归纳看，某一具体类型电

影的边界是宽泛甚至含糊的，类型之间相互渗透、
杂糅，同时，也总是存在那些难以归入典型类型的

商业电影。在商业电影的庞大体系中，类型片、跨
类型片、非类型片往往彼此共存且相互影响，并伴

随不同时代、社会文化氛围与观影需求而调整变

化，也是在此过程中，对于类型程式与社会需求的

进一步思考方才如此真实却又并非一目了然地参

与到电影实践之中，使作为文化工业产品的商业电

影作品有可能跳出商品的窠臼，获得更深广的社会

层面的品性与价值。
第五，类 型 电 影 是 商 业 电 影 体 系 的 主 体 架

构，就当下的中国电影产业实践看，“类型电影观

念的深入 人 心 表 征 了 电 影 观 念 和 电 影 体 制 的 革

新，表征了中国电影产业化、市场化的进程”⑤。

２．实证调研与研究问题

（１）２０１２年电影受众接受调研（北京）
本研究分析所涉及到的受众接受基础数据，

来源于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２０１２年度在北

京地区进行的“文化消费专项调研”中有关“电影

消费”的部分。
调研采取 了 线 上 与 线 下 问 卷 填 答 相 结 合 的

方式，对北京地区城乡居民、外来务工者、大学生

进行问卷邀访，共回收有效问卷２３１４份，具体样

本基础信息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案例处理摘要

性别 年龄
婚姻

状况

身份

（教育 ＆户籍）
信息有效 ２３１４　 ２３０５　 １３２９　 ２２５０
信息缺失 ０　 ９　 ９８５　 ６４

有效百分比 １００　 ９９．６　 ５７．４　 ９７．２

１５

①

②

④

⑤ 陈旭光：《“类型性”的艰难生长：产业、美学与文化———论“华语（古 装）电 影 大 片”十 年 的“类 型 性”及 启 示》，载

《文艺争鸣》，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２６－３１页。

③ 尹鸿：《当代电影艺术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１５页。

饶曙光、鲜佳：《当下国产类型电影创作的结构性发展特征及其前景》，载《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

５０－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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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２年电影受众调研样本基本信息

分类标准 有效百分比

性

别

男 ４９．７

女 ５０．３

年

龄

＜２０岁 １１．０

２０～３０岁 ６３．１

３１～４０岁 １１．８

４１～５０岁 ６．２

＜５０岁 ７．９

婚恋

单身 ２７．６

已婚 ５１．９

未婚，有男／女朋友 １８．４

其他 ２．０

职业身份

大学生 ４０．７

大专及以上学历北京当地务工者 １５．５

大专及以上学历外来务工者 １８．０

大专以下学历北京当地务工者 ６．３

大专以下学历外来务工者 １９．６

　　（２）研究问题与变量设计

本研究旨在以电影类型要素为观察点，以描

述性统计为基础，就当前国内（北京）受众电影接

受的特征进 行 测 量、呈 现 与 分 析，研 究 的 问 题 主

要集中在两个层面：
第一，国产与进口各电影类型受众接受的情

况与差异。
第二，性别、年 龄、婚 恋、职 业 身 份 等 因 素 对

于受众电影类型选择的影响。
本次调研 中，我 们 以 票 房 成 绩 为 主 要 标 准，

选取了２０１１年第四季度至２０１２年第三季度在京

上映的２９部 中 外 商 业 电 影。① 考 虑 到 国 产 电 影

类型发展的现状，以下分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类

型电影，仅仅是为了集中反映各主体电影类型最

核心的特征 及 其 受 众 接 受 情 况，我 们 将 这２９部

影片分为“故事类”、“动作类”及“动画类”三个类

别（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１年第四季度至

２０１２年第三季度热门影片分类情况

类型 影片

国
　
产

故事类
《ＬＯＶＥ》、《画皮２》、《失恋３３天》、《黄金大劫案》、
《金陵十三钗》、《听风者》

动作类 《龙门飞甲》、《逆战》

动画类

《海鲜陆战 队》、《麦 兜 当 当 伴 我 心》、《摩 尔 庄 园

２》、《赛尔号２：雷 伊 与 迈 尔 斯》、《我 爱 灰 太 狼》、
《我 是 大 熊 猫》、《喜 羊 羊 与 灰 太 狼 之 开 心 闯 龙

年》、《猪猪侠之囧囧危机３Ｄ》、《大闹天宫３Ｄ》

进
　
口

故事类 《泰坦尼克号３Ｄ》

动作类

《蝙蝠侠》、《超 凡 蜘 蛛 侠》、《超 级 战 舰》、《复 仇 者

联盟》、《敢死队》、《黑衣人３》、《异形大战》、《地心

历险记２：神秘岛》、《碟中谍４》

动画类 《冰川时代４：大陆漂移》、《丁丁历险记》

　　故事类电影　较之动作片的炫丽生动场面，
故事类电影以故事情节设计为影片的基础卖点，
中小成本的居多，本次调研界定为故事类的影片

包括爱情片、喜剧片、谍战片、历史片等类型。从

票房表现看，以中小成本为主的故事类电影是当

前国产电影支持票房的主力。
动作类电影　从电影文本看，该类电影突显

感官吸引力，以精彩的格斗画面、新颖的特技、恢

弘的场 面 与 绮 丽 的 想 象 为 观 众 带 来 视 听 盛 宴。
就本调研所考察时段的电影市场看，动作类电影

是好莱坞“高概念”电影的天下；动作片曾一度是

华语电影的中流砥柱，开创了中国商业“大片”类

型②，而在近两年的市场中已渐现颓势。
动画类及以 动 画 技 术 制 作 的 电 影　尽 管 当

下国产动 画 电 影 在 票 房 排 行 榜 上 的 表 现 尚 待 提

升，但其 近 期 发 展 却 显 示 出 了 巨 大 的 能 量 与 潜

力③。又因为动画电影是好莱坞雄霸全球市场的

重要类型，于是本研究对于动画电影在票房标准

之外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我们以“营 销”与“口 碑”两 个 维 度 对 电 影 受

众接受情况进行了测量。问卷中分别对以上２９

２５

①

②

③

本调研为２０１２年底进行，故文章副标题定为“２０１２年电影受众接受实证研究”。

新世纪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可以说以动作／武侠为类型基础的中国式“大片”是支撑本土票房的主力，是中

国电影主创群体实践商业电影的一个阶段性类型。而 其 内 在 缺 陷 也 十 分 突 出，尹 鸿 老 师 将 之 概 括 为“大 同 小 异 的 古 装

题材、花拳绣腿的武打动作、恩怨情仇的老套故事、三地明星的模板配方、漂浮空洞的视听风格、司空见惯的空间设计”，
“大投资、大导演、大明 星、大 场 面 的 优 势 组 合”的“商 业 拼 盘”。见 尹 鸿、李 媛 媛：《从 重 制 作 向 重 创 作 的 美 学 转 向———

２０１２年中国电影创作》，载《当代电影》，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４－１２页。

近期国产动画电影的集体发力，“实际是一次整体动漫产业产品形态的选择性尝试与路径探索，即原动漫相关多

种产品业态不约而同转战动画电影”。参见向勇、刘静、郭月华：《“营销”与“口碑”———２０１１－２０１２中国受众动画电影消

费实证研究》，载《现代传播》，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第１０４－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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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外电 影 进 行 设 问，选 项 分 别 设 置 为“没 听 说

过”、“听说过，但没看过”、“看过，觉得不好”、“看

过，觉得一般”以及“看过，觉得不错”。研究过程

中将针对每 部 电 影 的 量 表 得 分 转 变 为“营 销”与

“口碑”两个分值（见 表４）。转 换 后，销 售 打 分 与

口碑打 分 均 为０～２分 的 变 量。其 中，“营 销”衡

量的是观众是否知道并观看过这部电影，代表着

影片的市场宣传和推广程度，即衡量影片的市场

营销成功 与 否。“口 碑”则 代 表 着 观 影 群 体 对 影

片的整体评价，反映动画电影的综合品质。

表４　动画电影评价变量转换

选项

转换
没听说过 听说过，但没看过 看过，觉得不好 看过，觉得一般 看过，觉得不错

“营销”

得分

信息未到达 信息到达，未影响消费 信息到达，影响消费

０　 １　 ２　 ２　 ２

“口碑”

得分

－ － 差评 中评 好评

－ － ０　 １　 ２

　　分析过程中，我们将性别、年龄、婚恋情况、职

业身份作为受众分类的控制变量。其中，此次调研

样本年龄最大值为９３岁，最小值为１２岁，均值为

２８．３８岁（详见表５）。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将样本划

分为五个梯度年龄群体（详见表２）；其中，“＜５０岁”
年龄段因样本数量过少，在下文考察类型电影的

表５　描述统计量

样本数量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年龄 ２３０５　 １２　 ９３　 ２８．３８　 １２．６１９

有效样本数量 ２３０５

口碑与受众年龄之间的关系时，将省略相关讨论。
受众婚恋情况，主要考察的是对电影及其类

型的喜好与样本是否恋爱或是否婚配有无关系。
其中的“其 他”类 型 因 样 本 数 量 极 少 在 之 后 的 讨

论中省略。
受众职业身份，以“学历”、“户籍”及“是否参

加工作”为标准，将样本划分为五类身份群体（详

见表２）。
本文使用 的 分 析 软 件 为ＳＰＳＳ１９．０，对 样 本

进行了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三、数据呈现与分析

　　１．整体受众接受

总体上看，国内受众对于国产与进口电影的

接受还是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的，市场呈现出以

下几个突出特点（见图２）：
第一，无论营销还是口碑，国产各类电影的得

分都低于同类进口影片，分差为０．１～０．４，说明国

产商业电影较进口影片而言尚存在较大差距。
第二，国产“故事类”、“动作类”电影的口碑得

分以及“动画类”电影的营销得分与进口电影差距

尤为突出，分别相差０．４２、０．３５、０．３６分。说明国

产“故事类”、“动作类”影片在内容品质上需要提

升，而市场营销则是国产“动画类”电影的软肋。
第三，国 产“动 画 类”电 影 口 碑 评 分 达 到

１．２６，几乎追平电影市场中最讨巧的“故事类”电

影，表明了 国 产 动 画 电 影 的 巨 大 潜 力。同 时，进

口“动画类”电 影 的 口 碑 明 显 高 于 进 口“动 作 类”

影片，说明 动 画 电 影 普 遍 受 到 观 众 的 肯 定，是 当

下电影受众重要的影片选择类型之一。

图２　２０１２年度电影类型营销与口碑对比

２．性别与电影接受

未来中国 电 影 是 否 需 要 分 别 给 男 女 两 性 市

场以不同 的 营 销 对 策 和 内 容 支 撑？ 要 回 答 这 一

问题，首先需要考察两性在观影兴趣与体验上的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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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综合观察图３、图４，男女两性对于各类型

影片的评价走势均基本相同，影片的类型因素较

受众的性别因素而言，对于电影营销效果与口碑

评价的影响更为显著。
在营销方面（见 图３），男 女 观 众 对 于 不 同 类

型电影 的 营 销 评 价 存 在 差 异，与 女 性 更 为 关 注

“故事类”影片相比，男性观众对“动作类”影片更

为青睐；而 就“动 画 类”影 片 而 言，男 性 更 关 注 和

了解进口动画影片的市场动向，而对国产动画电

影的关注度则低于女性。

图３　２０１２年度类型电影营销与受众性别关系

从口碑评分上 看（见 图４），女 性 观 众 较 男 性

观众更为宽容。如图中数据显示，女性观众在对

各类电影 进 行 口 碑 评 分 时，除“动 作 类”影 片 外，
评分均达 到１．３以 上（即 良 好 水 平）。而 男 性 观

众评分整体偏低，对“动作类”及进口“动画类”影

片相较女性观众有更高的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男性受众更为偏好现代科技与离奇的想象

力为电影带来的感官冲击。

图４　２０１２年度类型电影口碑与受众性别关系

３．年龄与电影接受

由于 社 会 变 迁 速 度 较 快，代 际 间 的 兴 趣、口

味、关 注 点 往 往 存 在 较 大 差 异。具 体 到 电 影 当

中，不同年龄层的观影群体对电影的接受存在较

为明显的差异。

年龄差异 对 各 类 电 影 营 销 评 价 的 影 响 是 较

为明显的（见图５）。各类型影片在不同年龄群中

的营销评分在图表中的趋势反映类似，均呈现略

偏的倒“Ｕ”字 形。其 中“２０～３０岁”年 龄 群 给 出

了口碑评价的峰值，而“４０～５０岁”段则出现了明

显的断裂，打分较低。这说明当前电影市场的受

众主体为４０岁 以 下 的 青 年 人，该 群 体 是 电 影 制

作与营销的主要目标群体；而中老年观众对电影

营销给出的低分评价，一方面反映了其在电影市

场遭冷遇的处境，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内电影市场

就目标受众的年龄层次而言产品结构单一，分众

市场发展滞后。

图５　２０１２年度类型电影营销与受众年龄关系

就年龄对各类影片口碑评价的影响来看（见

图６），除国产“动画类”影片外，基本呈现“随年龄

递增而口碑递减”的趋势，这说明当下电影更迎合

青年群体的趣味。各年龄群体对于国产动画电影

的评价普遍较高，微呈“Ｕ”形 分 布，即 青 少 年（２０
岁以下受众）及其父母（４０～５０岁）相较２０～４０岁

电影主流 受 众 群 体 对 国 产 动 画 电 影 有 更 好 的 评

价，对比各年龄群对进口动画电影的口碑评价，可
以发现，除整体评价偏低外，赢得２０～４０岁电影

主流受众群体的认同应该是国产动画电影努力的

方向。

图６　２０１２年度类型电影口碑与受众年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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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婚恋状况与电影接受

近年来，国内爱情片数量激增，中式、西式情

人节以及“光棍节”都成为电影市场热炒的档期，
片方为撬动“情侣观影”联动效应可谓用尽心机。
因此，本节我们特别对受众的婚恋状况对电影接

受的影响进行考察。
从营销评价 看，除 国 产“动 画 类”电 影 外，均

呈现“未婚，有 情 侣”评 价 最 高、“单 身”居 中，“已

婚”群体评价最低且与前两个群体的评价存在较

大落差的状况。如此数据分布显示，“未婚，有情

侣”群体确 实 对 电 影 动 态 保 持 更 高 的 关 注，影 院

观影作为恋爱生活的内容选项，是电影供求双方

的高度默契。而与此同时，国内电影市场对于开

发“家庭观影模式”却明显乏力。
在口碑 评 价 方 面，特 别 是 对 于 国 产 各 类 影

片，“已婚”群 体 显 得 更 为 宽 容；电 影 营 销 虽 然 在

“未婚群体”中更显成效，但该群体对电影的内容

品质有更高的期待。联系图７、图８可以看出，赢

得票房不等于赢得口碑，“叫座不叫好”的现象在

“未婚群体”这 个 电 影 市 场 核 心 目 标 受 众 群 体 中

尤为凸显。

５．身份与电影受众接受

我们以 学 历、户 籍 作 为 划 分 职 业 身 份 的 变

量，观察其 对 电 影 接 受 的 影 响。其 中，身 份 因 素

对于各类电影口碑评价的影响无明显的规律（见

图９），对电影 营 销 效 果 影 响 显 著，其 背 后 的 可 能

原因有趣且非常重要（见图８）：

首先，职业身份对电影营销的影响存在明显

的“学历断层”。除 受 众 对 国 产“动 画 类”电 影 的

了解程度普遍较低外，前三类“高学历群体”对其

他各类影片的了解程度明显高于后两类“大专以

下学历”人群，分 差 最 大 为０．６；受 众 学 历 是 影 响

其电影营销评价的重要因素。
其次，户籍因素对于电影营销存在较为显著

的影响。外来务工群体，无论学历高低，都较同等

学力的北京市民更为关注和了解电影信息；在低学

历务工者中，此特点更为突出。可以看出，外来人

群对电影这一文化消费形态所持的积极接受的姿

态，是主动融入都市文化生活的显著表征。
最后，大学生对各类影片的营销评价普遍高

于其他 群 体，其 关 注 与 获 取 电 影 信 息 的 能 力 最

强，对当下电影市场具有特殊的意义。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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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与建议

　　综合以上梳理与分析，我们认为高速发展的

中国电影产业正面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

的核心使命即全面建构中国商业类型片体系。
本研究 就２０１２年 上 映 的 国 内 外 电 影 类 型

特征与受 众 接 受 关 系 进 行 了 测 量 与 分 析，就 电

影类型整体受众 接 受 情 况 得 出 以 下 结 论：首 先，
国 产 电 影 无 论 在 营 销 效 果 还 是 内 容 口 碑 上 都 较

进口 电 影 存 在 较 大 差 距。其 次，从 类 型 来 看，
“故事类”影 片 目 前 仍 是 国 产 电 影 的 主 体，但 根

据２０１２年 的 口 碑 评 分 来 看，很 显 然２０１２年 度

故事片 的 总 体 质 量 没 有 达 到 观 众 的 期 望。“动

作类”电影在２０１２年 的 电 影 市 场 中 占 据 份 额 较

大，进口电影优势 明 显。在“动 画 类”电 影 方 面，
进口“动 画 类”电 影 的 口 碑 明 显 高 于 进 口“动 作

类”影片，国产“动画类”电 影 的 口 碑 也 几 乎 追 平

国产“故事类”电影，而 进 口“动 作 类”与 国 产“故

事类”影 片 都 分 别 是 进 口 与 国 产 影 片 各 自 的 重

点所在，这 说 明 了 动 画 电 影 作 为 重 要 商 业 类 型

片的巨大市场潜 力。最 后，国 产 电 影“故 事 类”、
“动作类”的口碑得分以 及“动 画 类”的 营 销 得 分

与进口电影差距尤为突出，需着重补足。
就受众 特 征 对 类 型 电 影 接 受 的 影 响 而 言，

我们发 现：首 先，受 众 的 学 历、户 籍、年 龄、婚 恋

状况、性别 等 因 素 特 征 对 电 影 营 销 评 价 有 较 为

明显的影 响，而 在 对 口 碑 方 面 的 影 响 上 整 体 差

异不大。即当前国 内 电 影 观 众 在 关 注 并 获 取 电

影市场信 息 方 面，因 为 不 同 的 身 份 特 征 存 在 较

大差异；在有过观 影 经 验 的 受 众 群 体 中，对 不 同

类型的 影 片 评 价 差 异 不 大。其 次，受 众 特 征 对

营销评价 的 影 响 表 现 为：高 学 历、非 本 市 居 民、
青 年 群 体 及 未 婚 群 体 相 较 更 为 关 注 并 能 获 取 电

影营销信息。女 性 更 为 关 注“故 事 类”影 片，男

性观众对“动作类”影片更为青睐。
进一步分析电影受众的接受差异，可得出如

下针对性建议：
第一，电 影 消 费 作 为 积 极 融 入 都 市 生 活 的

表现，外来 务 工 群 体，无 论 学 历 高 低，都 较 同 等

学力的北 京 市 民 更 为 关 注 和 了 解 电 影 信 息，这

一现象在低学历 务 工 者 中 更 为 突 出。电 影 作 为

一种大众 文 化 形 式 和 现 代 时 尚 生 活 方 式，超 越

了户籍的 藩 篱，显 示 出 其 促 进 社 会 流 动 与 融 合

的强大功能，其社 会 意 义 应 该 得 到 肯 定 与 关 注。
与此同时，相 关 电 影 内 容 创 意 也 可 以 更 有 针 对

性 地 关 注 与 满 足 当 代 中 国 社 会 更 多 阶 层 与 群 体

的需求。
第二，电影 受 众 存 在 明 显 的“学 历 断 层”，需

特别关照低学历群体，并对大学生群体展开针对

性研究。低 学 历 人 群 对 电 影 的 了 解 程 度 以 及 对

电影信息的获取程度都明显低于高学历群体，文

化产品分 享 不 均 衡 有 可 能 造 成 更 为 严 重 的 社 会

断裂。只要社会多一些关注，对低学历群体进行

更多有针对 性 的 推 介、引 导，电 影 营 销 能 够 考 虑

到该群体的信息渠道特征而有所帮扶，在当前网

络信息普及的时代，将会以较低的操作成本换来

经济与社 会 多 层 面 的 巨 大 收 益。在 我 们 考 察 的

各类社 会 群 体 中，大 学 生 对 观 影 持 有 最 高 的 热

情，无论从影讯获取、观影评价，还是制作口碑传

播、营造观 影 氛 围 来 说，都 对 电 影 产 业 具 有 特 殊

的意义，值 得 展 开 更 为 深 入 的 专 项 研 究，以 小 搏

大，建构电影产业的良性生态。
第三，当前绝大部分商业电影创作与营销都

没有照顾到中老年观众的观影需求，整体产业存

在“代际偏废”。国内电影市场现状，与其说青年

群体是电影消费的主体目标受众，不如说青年群

体是单一的目标群体。针对受众年龄层次而言，
电影产业产品结构单一、分众市场发展滞后是其

产业发展 初 级 的 体 现。以 细 分 市 场 的 针 对 性 策

略赢得最大化的市场收益，是面向大众的文化产

业的重要内在逻辑，也是中国电影产业在新的发

展阶段需要着意提升的环节。
第四，需进一步 开 拓 观 影 模 式，“家 庭 观 影”

应作为重点倡导 的 方 向。我 国 电 影 目 标 受 众 群

体相对 单 一，与 之 相 应，适 合 青 年 未 婚 群 体 的

“情侣观影”是近年来市 场 追 捧 的 模 式。电 影 产

业 的 发 展 需 探 索 和 开 拓 更 为 广 泛 与 多 元 的 观 影

模式，例如，以 家 庭 为 单 元 的 观 影 模 式，是 美 国

电影市场 的 成 功 经 验，其 市 场 策 略 值 得 我 们 研

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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