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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装剧到现代都市剧
国产影视剧加快“出海”的背后

近年来，国产影视剧的海外表现亮眼。在
内容题材上，由古装剧独大转变为形式更加多
元，尤其是现实题材作品表现突出；在销售渠
道上，由海外电视台为主转变为以海外流媒体
为主。未来，国产影视剧“出海”还需要各方面
共同努力，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近期，国产影视剧“出海”捷报频传。2022
年开年爆款剧集《人世间》早在拍摄阶段就被
迪士尼看中，并预购了其海外独家发行权；聚
焦脱贫攻坚的《山海情》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
地区播出……国产影视剧“出海”焕发出新的
面貌，驶向更广阔的蓝海，中国文化在海外的
影响力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题材多样化
类型多元化

长期以来，国产
影视剧“出海”的主
角一直是古装剧，从
《甄嬛传》《琅琊榜》
到《长安十二时辰》，
海外市场上中国古
装剧的热度不减。
但这一局面正在被
一系列优秀现实题
材剧作的海外表现
打破，现实题材剧分
量逐年增加，呈现出
题材多样化、类型多
元化的趋势。

东阳正午阳光
影视有限公司董事
长侯鸿亮回忆，这一
改变始于 2009 年播
出的《媳妇的美好时代》，该剧当年在海
外表现亮眼。而去年以来，正午阳光出
品的《山海情》和《开端》在海外的表现
则带来更多惊喜。

“《山海情》是一部典型的脱贫攻坚
题材的主旋律作品，在海外表现不错，
说明这部反映中国人民对更美好生活
向往的剧集展现了中国的人文特色，获
得了海外观众的共鸣共情。”侯鸿亮说：

“《开端》的叙事模式其实对于一些海外
观众来说算不上新鲜，但由于品质上
乘，也在海外取得了很好的销售成绩。”

和正午阳光一样，近年来柠萌影业
的海外销售成绩也很亮眼，其出品的
《小别离》《小舍得》《小敏家》《三十而
已》等剧集都取得了很好的海外市场表
现。柠萌影业董事长苏晓表示，剧集的
销售价格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其在海
外的受欢迎程度。他举例说，过去，古
装剧的海外平均销售价格大约为8万美
元一集，当代都市题材大概只有五六千
美元一集，但近年来，优秀的都市题材
剧也能卖到5万到8万美元一集了。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
鸿认为，近年来国产剧集在海外表现越
来越好，最重要的原因是创作生产提质
增效。“过去古装剧的投入成本比较高，
商业性更强，品质更好。但近年来，现
实题材作品的品质上去了，这就给市场
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他还指出，从政策

引导上来看，近年来，主管部门鼓励现
实题材电视剧的拍摄，尤其是一些由优
秀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
这也使创作品质得到了有效保障。

苏晓发现，过去在国产影视剧“出
海”的过程中，海外华人观众占绝大多
数。但最近几年，外国观众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的观众，也越来越青睐我们的国
产剧集。他认为，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社会各方面的
巨变，引发了海外观众的普遍关注。

从销售播映权到多样化合作

过去，销售播映权是国产影视剧走
出去最主要的方式，而最近几年，国产
影视剧和海外市场机构合作的方式也
在悄然发生变化。

《三十而已》相继登陆全球百余国家
和地区，上线20多个海外播出平台，成为
马来西亚2020年新媒体点播率最高的中
国电视剧。与此同时，该剧还向海外实现
了模式输出，韩国、越南等国的影视机构
纷纷购买了翻拍权。“韩国本身是电视剧
制作能力很强的国家，向国外购买模式
翻拍的情况比较少，但现在与中国的这
种合作方式也开始多了起来。”苏晓说。

一系列政策出台也进一步推动了
国产影视剧走出去。据了解，国家广电
总局近年来鼓励国产剧集翻译配音工
作，实施了一系列配套工程予以支持，

如“丝绸之路视听工程”“中国当代作品
翻译工程”“中非影视合作创新提升工
程”等，积极开展海外本土化译配推广。

同时，国产影视剧海外销售渠道日
益拓宽。国家广电总局牵头的“中国联
合展台”在线平台推出近两年来，助推
不少热播国产剧在海外亮相，如《在一
起》《光荣与梦想》等在第十七届东京国
际影视节展上重点推介，《山海情》参与
2021年春季戛纳电视节的在线推广活
动。影视机构积极拓展海外传播渠道，
为国产影视剧搭建更多海外传播平台。

一些发展较为成熟的企业也搭建
了较为成熟的销售路径，有的还成立了
专门的国际业务部门。“过去我们一般
都外包给一个中间商，由他们负责销
售。但近几年我们成立了专门的部门，
打通各个国家的渠道，针对不同的市场
特点进行销售。”苏晓说。

销售对象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过
去，国产影视剧主要销售给其他国家的
电视台，各个国家电视台播出机制的不
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在海外的销量。

“但最近几年，国产影视剧的主要销售
对象由电视台转向流媒体，越来越多的
海外流媒体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流媒体
的播出机制更灵活，播出的内容更加多
样化，这也为国产影视剧‘走出去’提供
了更好的机会。”尹鸿说。

苏晓还指出，随着这一系列变化的

产生，海外买家对国产影视剧购买的时
间也提前了。“以前要等到一部剧在中
国播完，看看播出效果，海外买家才有
购买意向。现在他们的购买意向越来
越提前，一般在了解剧集的题材类型、
主创阵容、制作公司后就会提前介入，
比较早地锁定希望购买的剧集。”

必须进一步提升剧集质量

尽管国产影视剧“出海”的表现较
过去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业内人士
也指出，国产影视剧在国际传播中仍然
没有产生真正的爆款，引起全球的普遍
关注。另外，虽然国产影视剧在不少海
外媒体和流媒体平台上都有所曝光，但
观众还是以海外华人为主。侯鸿亮认
为，严格地说，目前国产影视剧“出海”
还处于市场培育的阶段，面临客观存在
的困难，要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
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国产影视剧“出
海”要更进一步，首先必须在提升剧集质
量上下大功夫。“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爱看，
怎么能希望海外观众爱看呢？”侯鸿亮
说。与此同时，不少从业者表示，在创作
过程中要适当考虑海外观众的接受度，创
作观念不能是以本土为主，顺便卖出去，
而应当提前考虑国际市场的反应。《人世
间》导演李路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曾提
到，迪士尼的预购，对剧组创作来说是一
种新的压力和动力，“我们希望，每一个镜
头、每一句台词、每一场戏都要有国际视
野，要思考外国观众看了会怎么样。”

苏晓表示，国产影视剧“出海”还需
要各方面共同努力。他认为，目前并不
是每家企业都具备了独立对外销售的
能力，因此需要行业内大家一块搭建一
个平台来统筹这些事务。

“下一步的重点可能是研究‘走出去’
的作品在哪些市场上的用户会更多，什么
样的用户会更多，”尹鸿说，“我们已经‘走
出去’了，但是对市场和用户的研究并没有
跟上。观众分布在哪、谁在看，是什么样的
文化背景，都需要进行分析研究，才能在未
来的创作和推广中更具有针对性。”

“虽然现在还没有爆款，但是我们
相信，随着作品质量的提升，海外观众
对中国现实生活的认知增加，我们的国
产影视剧也能够成为他们日常精神文
化生活的一部分。”侯鸿亮说。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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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情》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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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