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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电影票为何消失？

“19.9元一张的电影票怎么不见

了？”有网友表示，曾经花一杯奶茶的

钱就可以看一场电影，而现在这种价

格的电影票没有了。

“之前的低票价其实是一种‘假象’，

实际上影院的发行价在前几年也没有那

么低。”资深院线经理文生（化名）表

示，前几年电影市场火热，吸引大量资

本入驻，各大票务平台开启激烈的票

补竞争，寻求低价占领市场。

有媒体统计，2015年 440亿元的

票房当中，大约有30亿元至50亿元的

票房是来自补贴。

记者注意到，资深电影人吴思远

2018年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票补”帮

了电影，也损害了电影。“电商与片方

烧钱补贴，让观众觉得电影票就应该

是低廉的。”

中国电影资料馆策展人沙丹则认

为，消费经济复苏时期，相比吃穿住

行，电影消费其实属于性价比相对较

高的娱乐方式。

他同时认为，定价不能用高低一

概而论。虽然疫情后整体定价相较之

前贵了20%左右，杜比影院票价甚至更
高，但电影票定价应根据整个电影院
情况来定。“有的观众宁愿花贵一点的
钱，去欣赏、去获得更好的视听效果。”

电影票价是如何确定的？

“目前，电影票定价主要是票价、

服务费、平台费三者相加。”文生表示，

影院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票价和服务

费，且有很多影院是没有服务费的。

“疫情后，电影发行价普遍提升。”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2023年平

均票价为42.7元。对比历年数据，电

影票价总体呈小幅上涨趋势。2021年

平均票价为40.29元，进入40元区间，

2022年涨幅在2元左右。此外，相较

于二三线城市，一线城市票价普遍偏

高。2023年，一线城市平均票价51.9

元，二三线城市则分别为 41.6 元和

40.7元。

文生表示，影片的市场发行价会

根据城市等级不同作出区分，一线城

市发行成本价普遍更高，大概在40元。

“目前来看，院线电影的整体时长

较前几年有所增加。”文生介绍，电影

时长的增长会导致排片量减少，进而

使票价有所增长。运营成本、上座率、

票房走势、影院基础设施等也会不同

程度影响各影院票价定价。

记者注意到，根据2015年中国电

影发行放映协会下发的《电影票务营

销销售规范》第八条以及相关监管要

求，电影院只有VIP厅、4D厅可收取服

务费，5个厅及以下影院不得设置VIP

厅，不得收取VIP厅服务费，服务费不

能超过票价10%上限。

“如果一些电影院收取的各项服

务费远超票价10%上限，这样的收费缺

乏依据，是不合规的。”北京京师律师

事务所律师许浩说。他同时表示，电

影院的影厅服务费还涉及电影院与片

方的分成结算

关系及缴税部

分。如果电影

院在约定或票

房收入统计之

外不合理收取

影厅服务费等

费用，就独占了

票面价格之外的收入，涉嫌“偷票房”、

偷费，涉嫌侵犯片方合法权益。

如何判断电影票定价是否合理？

“明码标价是经营者的法定强制

性义务，也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必要

手段。”许浩表示，一些电影院在售票

时，未标明电影价格、影厅服务费等信

息，或各分项费用之和与实付总价格

不符等情况是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等权益的。

影院如果刻意设置规则，在低价区没

有售卖出去的情况下，锁定只出售高

价区的票，就会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选择权等权利。对这些问题，可向消

协和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关于电影票定价，他建议，从切实

保护消费者权益角度出发，加大电影

市场监管力度，同时兼顾电影市场的

良性发展，因地制宜，引导片方和电影

院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地区差

异、影院差异、设施差异、服务差异，制

定更加精准、合理的定价模式。理顺

票务制度和票务系统，引导电影院确

定合理的票房计算、结算方式，落实公

开、透明、合理的票务制度和票务系

统，保障电影票房、票价数据的真实、

合法、有效。

文生认为，暑期档票房证明观众

会为优秀片子“买单”，他们更愿意看

制作精良的优秀电影，而不是花19.9

元看一个赶时间拍出的“流量片”。

“经过沉淀，中国电影市场涌现出

大量青年导演人才，片子整体不像前

几年浮躁了。”文生表示，良好的市场

生态可以更好地反哺中国电影创作，

扩大华语电影市场影响力。

“我个人还是非常乐观的。”沙丹

认为，从新年档和暑期档势头看，观众

对影片较好的反馈也有利于提升对未

来电影消费的信心。

沙丹还对未来电影市场提出几点

建议：一是优秀头部影片可以更好带

动电影上座率，二是要丰富影片类型，

提升大银幕文化多样性，三是补充日

常档期优秀影片量，让观众无论是暑

期档还是周末都能随时找到喜欢看的

电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何金蓝
记者 粟裕

日前，我国首部反家暴题材电影

《我经过风暴》剧组来到成都路演，导

演秦海燕、主演佟丽娅亮相，与成都的

观众分享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

影片主要讲述了看似事业有成、

儿女双全的徐敏长期被丈夫陈均家

暴，在与律师李小萌一同艰难抗争，试

图离婚、摆脱丈夫控制并争夺孩子抚

养权的过程中，面临舆论环境和社会

等多重困难，经历了一段充满爱情、暴

力和女性困境的故事。

路演现场，有观众分享了自己或

身边的家暴案例，主创团队听后眼含

泪水，鼓励观众勇敢寻求帮助，让这场

路演更像朋友间的互帮互助。还有观

众就影片最后徐敏出狱再见孩子向佟

丽娅提问：“在演这场戏时是否有想到

自己的孩子？”佟丽娅随即分享了自己

作为母亲与饰演角色徐敏共同成长的

心路历程。她说，看到剧本后，就被徐

敏所经历的事情震撼，自己也是母亲，

因而更容易走近徐敏，在拍摄的细节

处理上也更细腻，自然而然地代入自

己跟孩子的相处方式，比如哄孩子睡

觉时轻摸鼻子的动作。

在与徐敏共同挣扎、努力、徘徊甚

至撕裂的过程中，佟丽娅坦言自己也

在成长，并最终找到答案：“一个妈妈

一定会奋力反抗，一定会尽最大努力

去保护孩子。”

导演秦海燕也在现场呼吁观众从

不同角度来探讨这部影片，像剥洋葱

一样看到背后更多的命题，它不仅仅

是反家暴，更有两性关系如何相处、代

际传递等。她说，影片中的每个角色

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都有着自己的困

境，“可能每个人都活在社会或他人的

定义和标签之下，所以我们才痛苦。”

因此，只有活出自己的价值，才能获得

更多自由。秦海燕希望《我经过风暴》

能给尚处于爱的启蒙阶段的女生更多

思考和启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琴
实习生 邓情摄影报道

导演秦海燕（右）与主演佟丽娅在
路演现场。

《我经过风暴》海报。

主演《我经过风暴》佟丽娅跟随角色成长

截至目前，在暑期档票房榜中《消失的她》位列首位。

专家解析：
低价电影票为何不见了？

暑期档平均票价 40.8 元创 10 年新高

近日，一则“一家人看场电影花掉400多元”的报道引发关注。与此同时，诸如“19.9元一张
的电影票怎么不见了？”“现在电影票为何这么贵？”等关于电影票价的讨论也引发热议。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8月26日21时，2023年暑期档（6月1日至8月31日）总票房（含预
售）突破200亿元，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最高票房纪录，总出票数4.83亿张。据统计，暑期档平均票
价40.8元，创10年来最高。

热议“高票价”现象背后，电影票价如何定价、是否合理？暑期档票房是否意味着电影市场
复苏？

8月2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某资深影院院线经理、中国电影资料馆策展
人沙丹、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浩，三位专业人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