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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电影有了突飞猛进的变革和拓展。这种

变革和拓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电影生态环境：从封闭到开放，电影创作生产：从单一到多

元，电影管理机制：从计划到市场，电影营销市场：从国内到国外。正是通过这样的变革和拓展，

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大国。但是，中国若要成为真正的电影强国，还有不少问题有待于解

决，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电影强国”的梦想就不可能很快实现。当下，中国各个领域

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之中，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也正在加速形成。处于这样

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语境中，中国电影只有适应新时代的新变化，通过进一步贯彻落实〈电影产业促

进法〉，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建设电影强国的步伐，才能在

各方面有更快、更好的发展，并顺利完成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转换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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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改革

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既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和总政

策，也是中国的强国之路和基本国策。通过40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变革，中国各方面的面貌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说：“中

国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

世界。”1)中国电影也在这场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有了突飞猛进的变革和拓展，具体而

言，这种变革和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电影生态环境：从封闭到开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电影的创作发

展基本上处于一种较封闭的生态环境中，除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与前苏联及一些社会主义国

家有电影文化方面的合作交流之外，与西方其他国家基本上处于一种隔绝状态。在这样封闭的文化

生态环境中，再加上各种政治运动的不断冲击和影响，电影工作者的思想观念较为守旧，艺术视野

也较为狭窄；“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成为当时一种较普遍的创作心态。为此，电影创作

中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较为明显，而艺术创新则十分罕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以及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调

整，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从封闭到开放，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电影工作者的思想

观念、艺术创新和创作生产的发展以及电影市场的扩展，从而给电影界带来了一系列新面貌、新风

气和新气象。

首先，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里，广大电影工作者不断解放思想，努力转变社会观念和电影

观念，创作个性的凸显和艺术创新的追求已不再是个别现象，电影创作力求与变革的时代同发展、

共进步。正如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所说：“我们的电影处此社会伟大变革时期，必须把社会观的

更新作为首要问题来看待。电影是否具有时代精神，不在于它是否写了改革，而在于它能否用改革

者的眼光看待社会生活中的一切。”2)为此，许多电影创作者打破了各种清规戒律和条条框框的束

缚，努力通过影片或深入反思历史，探讨和总结历史教训；或勇敢面对时代和社会，表现和揭示现

实改革中的阵痛与问题，努力反映人民大众的诉求与心声；或在电影语言和表现形式上大胆突破创

新，使影片呈现出新的美学风貌和个性风格。于是，一方面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创作实践中

得以传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电影也不断向域外各国的电影学习借鉴，丰富拓展了艺术形式和表

现技巧。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在此期间虽然也有一些波折和坎坷，但由于坚持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

针，所以在各个历史阶段都相继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各类题材样式和美学风格的成功之作，既有效提

升了中国电影的美学品质，也不断满足了广大观众审美娱乐的需要；既通过银幕生动地讲述了中国

1) 见2018年4月10日中国新闻网。

2) 钟惦裴，《钟惦棐文集（下）》，华夏出版社，1994，p.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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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也形象地向海外各国观众传播了中国文化。

同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也直接影响和推动了电影行业的改革发展，电影工作者的电影观

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各种外来的电影思潮、电影理论和电影作品的影响下，艺术创新蔚然成

风。例如，以谢晋、谢铁骊为代表的第三代导演创作拍摄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今夜

星光灿烂》等影片，均因为显示了艺术创新的追求而受到好评。特别是相继出现的第四代导演、第

五代导演、第六代导演以及此后的新生代导演，以积极探索创新的精神，分别从自身的人生经历和

对电影的认识理解出发，从各个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用电影作品表达了他们对历史、社会与人生的

不同体验和不同看法，使其影片呈现出不同的电影形态和美学风格，不仅促使中国电影较快地走向

世界影坛，而且也向海外广大观众充分展现了中国电影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其中无论是第四代

导演的《沙鸥》、《邻居》、《城南旧事》、《人鬼情》、《老井》、《香魂女》等影片，还是第

五代导演的《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红高粱》、《霸王别姬》、《秋菊打官司》、《让子

弹飞》、《芳华》等影片，抑或是第六代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过年回家》、《站台》、

《青红》、《三峡好人》、《老炮儿》、《冈仁波齐》等影片，以及新生代导演的《师父》、《绣

春刀》、《乘风破浪》、《无问西东》、《老兽》、《我不是药神》等影片，均体现了独到的美学

风格和艺术追求，较充分地显示了中国电影的进步与发展。

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中国加入世贸双边协议以后，中国国内电影市场实行了更大程度的

开放，国产电影也面临着与好莱坞大片的激烈竞争。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

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中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为此，政府主管部

门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政策措施，较成功地应对了加入WTO以后中国电影面临的各

种难题和风险；而电影工作者也学习借鉴了美国好莱坞大片的创作理念和制片模式，于是通过大胆

尝试，国产大片也应运而生，《英雄》、《十面埋伏》、《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等一批不同

题材和不同风格的国产大片相继问世，从而为国产大片的创作拍摄积累了经验。至于2017年上映的

《战狼2》则创造了56.83亿的票房奇迹，成为最卖座的华语电影；而2018年春节档上映的《红海行

动》也赢得了36.49亿的票房，获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赢。由此可见，国产大片不仅增强了国产电

影的市场竞争力，而且也促进了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并进一步加快了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步

伐。与此同时，诸如《疯狂的石头》、《人在囧途》、《失恋33天》、《白日焰火》、《推拿》、

《十八洞村》、《八月》、《村戏》、《我不是药神》等一些中小成本投资的影片，也因其各具特

色的艺术创新而赢得了多方好评。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生态环境里，中国电影的发展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它汲取了多方面的营

养，借鉴了多方面的经验，既经历了波折和低谷，也迎来了突破和繁荣，其在不断的变革发展中日

益强盛，在各方面都有了显著开拓。

二、电影创作生产：从单一到多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的创作生产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既调动

了多方面的积极性，也有效地解放了生产力；由此不仅使每年拍摄生产的影片数量快速增长，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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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更加丰富多样，而且也拓展了电影市场，促进了电影产业日趋繁荣发展。

众所周知，在中国此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国产影片的创作生产主体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

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等一批国营电影制片厂；每年各

个制片厂拍摄生产多少影片由国家文化部电影局下达任务，这些影片的题材、主题和剧本都要经过

电影局的批准，生产拍摄的影片通过审查后则由国家统购统销，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安排到各

地影院放映。例如，1955年10月国家文化部颁发了〈关于批准影片生产主题计划和电影剧本的规

定〉，该规定明文要求“故事片剧本创作的制片年度主题计划，科教片、纪录片的年度主题计划等

均由电影局审查后报文化部批准；主题政治意义特别重大的送中共中央审查；新闻素材、舞台纪录

片和短片的年度主题计划由电影局审查后报文化部备案。”3)由此可见，政府主管部门对电影创作

的管理和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显然，这种高度集中的单一的电影创作生产和发行放映模式，虽然有

利于加强领导管理，但却不利于调动基层制片厂、创作人员和各地影院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国产电影的创作生产和发

行放映也注重面向市场、面向观众，开始走多元化、市场化的创作生产发展道路，从而使国产电影

的整体面貌、创作生产格局和发行放映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电影创作、制作的多元化趋向十分明显。就创作方法而言，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各

种创作方法并存，创作者的个人表达和公众诉求得以较好地相结合。就电影制片而言，大投入、大

制作的国产大片和中小成本投资的影片并存，各自拥有不同的观众群体，由此则出现了各种不同题

材、不同类型、不同样式、不同形态和不同风格的影片。这种多样化的电影产品结构不仅丰富了电

影市场，改变了过去那种单一品种和单调形象的状况，而且也较好地满足了广大观众日益增长的审

美娱乐需求和文化建设发展的需要。同时，正是在多元化的创作生产实践中，主旋律电影、艺术电

影和商业类型电影都找到了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它们既经历了各自的成长发展历程，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逐步成熟起来；其创作者又能根据影片题材内容的需要，采取类型样式有机融合的方式，

使影片更符合艺术表达和观众审美娱乐的需要。另外，多元化的创作生产方式也使电影产量有了显

著增长。例如，1978年国产故事片只有46部，而2018年国产故事片产量已达到902部，其增速非常

明显。其中有44部国产影片票房收入超过亿元人民币。

其次，电影产业发展也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各类电影企业在竞争和互补中共同携手发展。

以中影、上影、长影、西影等为代表的国营电影企业，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后获得了新生，在面向市

场的新机制下独立运作，其中中影、上影已成为上市企业；而以万达集团、华谊兄弟、博纳影业、

华策影视、光线传媒、乐视等为代表的众多民营影视企业，在国产电影创作生产和电影产业发展中

则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例如，2017年万达参与出品影片25部，总票房为143.87亿元；博纳参

与出品影片13部，总票房为84.68亿元；华谊兄弟参与出品影片8部，总票房为54.19亿元，民营影

视企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则由此可见一斑。而独立电影制片的创作也很活跃，先后有不少影片问

世，其中有的影片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18年，全国由48条电影院线、9504家影院和60079块银

幕（含3D银幕49190块）组成的电影发行放映网，不仅使中国国内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广大观

众能及时观赏到各类影片，而且也很大程度地满足了四线、五线城市广大观众的观影需求，使看电

3)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总纲卷·上）》，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5，p.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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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成为普通民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并使电影市场迅速扩容。

另外，合拍片的日益增多也成为一种独特现象。新中国成立后17年中国只有两部中外合作拍

摄的故事片，即1958年中法合作拍摄的《风筝》和1959年中苏合作拍摄的《风从东方来》。1979

年，为了更好地开展中国与国外合作拍片业务，成立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此后与港台地区和

其他国家较广泛地开展了各种合作拍片业务，合拍片数量日益增多。其中由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

出品的中美合拍片《卧虎藏龙》影响最大，曾荣获第73届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4项大奖，是华

语电影历史上第一部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影片。截至2017年12月，我国已与20个国家签

署了政府间的电影合拍协议，该年度中国内地与2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合作制片，合拍公司获国家

电影局批准立项的合拍片84部，协拍片2部；审查通过了合拍片60部。该年度内地与香港合作拍摄

的影片在合拍片中仍占很大比重，其中如获得4.04亿票房的《建军大业》进行了主旋律题材港式类

型化的新探索，而获得了16.5亿票房的《西游·伏妖篇》等影片也显示了两地合拍片的创作生产实

绩。其他如中印合拍片《功夫瑜伽》获得了17.48亿的票房，中港日合拍片《妖猫传》获得了4.68

亿的票房，均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此外，大陆与台湾的合拍片《相爱相亲》也因其独具艺术特

色而广受好评。2018年中港合拍片《红海行动》不仅获得了36.49亿的票房，而且观众口碑很好，

并在多种评奖活动中获奖。总之，在多元化的电影创作生产格局中，合拍片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制作

模式，其所占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

再有，作为电影市场的补充力量，中国网络大电影发展迅速，2018年网络大电影总量为1562

部，其中通过申请获得“电影公映许可证”的影片有146部，其数量是2017年的4.5倍；同时，许多

网络大电影的质量也有明显提高。

三、电影管理机制：从计划到市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电影管理体制机制学习借鉴了前苏联的管理模式，电影创作生产具

体体现了计划经济的特点。但长期的艺术创作实践证明，这样的体制机制存在着许多弊端，不利于

电影创作生产的快速发展，急需进行改革。早在1979年10月，著名电影家夏衍在中国电影工作者第

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现在我们要坚持改革不符合艺术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电影生产

体制。”4)1980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了电影体制改革座谈会，此后，电影管理体制

机制的改革便逐步开始推行。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立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目

标，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便加快了步伐。1993年1月，政府主管部门出台了

〈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国电影在转向市场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

步；1994年8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又提出了一些电影行业进行

机制改革的具体意见和措施。自此，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独家经营、统购统销及电影产品统一分

4) 夏衍，〈在电影导演会议上的讲话〉，《电影艺术》，中国电影家协会，19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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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计划经济之生产流通模式被打破了，这就促使各个电影企业更快地走向适应市场经济的改革发

展之路。为了进一步激活国内的电影市场，推动电影创作生产的发展，1994年1月，政府主管部门

授权中影公司每年引进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并

以分账方式由中影公司在国内发行，以美国好莱坞影片为主的海外大片的引进刺激了中国电影市场

的竞争发展。与此同时，在竞争中诞生的国产大片也在1995年开始以票房分账的形式发行放映。面

向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了促使国产影片多出精品佳作，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1996年3月政府主管

部门在长沙召开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正式启动了创作拍摄国产电影精品的“九五五零”工程5)，并

采取了多项举措从经济上对电影精品的创作生产予以扶持和支持。于是，《鸦片战争》、《那山、

那人、那狗》、《一个都不能少》、《横空出世》、《相伴永远》、《生死抉择》等一批各具特色

的高质量影片相继问世。而影片《甲方乙方》则首次在国内电影市场提出了“贺岁片”的概念，并

使“贺岁档”成为市场上最热门、竞争最激烈的放映档期，从而有效地推动了电影市场的繁荣发

展。

2004年11月，政府主管部门又出台了〈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在放开电影制

作、发行、放映领域主体准入资格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扩大了投融资主体开放的

范围，并用法规形式巩固了电影产业改革的成果。正因为这一系列促进电影产业化改革政策措施的

出台，便快速推进并形成了电影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格局，一批民营影视企业迅速崛起。在中国电影

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民营资本及其他社会资本显示出了越来越强的创作生产活力和市场竞争力，

为国产影片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和拓展市场作出了显著贡献。

2012年2月，中美双方就解决中国加入WTO后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根据〈中

美电影新协议〉的有关规定，中国每年将增加进口14部美国大片，以IMAX和3D影片为主；美方票房

分账比例从原来的13%提升至25%等。由此中国的电影市场更加开放了，与美国好莱坞影片的竞争更

加激烈了，中国电影产业和电影创作所受到的冲击和面临的挑战也更加明显了。但是，中国电影经

受住了这样的冲击和挑战，在经历了阵痛和挫折之后，通过多题材、多品种、多类型、多风格的创

作生产和对电影市场的不断拓展，以及广大观众对国产影片的支持，终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能给艺术电影的创作发展和市场生存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上海艺术电影

联盟和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相继成立，由此既为艺术电影进入市场创造了良好条件，也满足了那

些喜爱艺术电影的观众之审美需求，并使电影市场在生态平衡中健康有序的发展。

201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施行，从而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提供

了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它将电影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国家制订了电影产

业发展的各项政策，使电影产业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政府主

管部门从行政管理层面简政放权、减少审批项目、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程序、规范审查标准，

通过各种政策措施进一步激发了电影市场的活力。同时，政府主管部门也采取多种措施大力支持影

视企业创作拍摄各类优秀国产影片，为电影创作生产提供各种便利和帮助，在财政、税收、土地、

金融、用汇等方面对电影产业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并鼓励社会资本投入电影产业，努力降低运作成

本等。〈电影产业促进法〉实施后，各级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如2017年12月，上海

市及时出台了〈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上海文创50条），其中影视产

5) 在“九五”计划期间，每年创作拍摄10部精品影片，共计50部，称之为“九五五零”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的变革与拓展 / 周斌 ․ 7

业被列为八大重点发展领域的首位，作为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着力点，由此力图焕发上海这一

中国电影发祥地的新活力，进一步振兴上海影视产业，构建现代电影工业体系，推进全球影视创制

中心建设。其他省市也相继制订和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来具体贯彻落实〈电影产业促进法〉，以更

好地推动电影创作生产和电影产业的繁荣发展。无疑，一系列政策法规和具体措施的出台，既充分

体现了政府主管部门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维护电影行业秩序、推动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发展的决

心，同时，也对保证电影市场的稳定、持续和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电影产业促进法〉实施以后，有力地促进了国产影片的创作生产和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2018

年中国共创作生产故事片902部，动画片51部，科教片61部，纪录片57部，特种电影11部，总计108

2部；其中故事片数量和影片总数量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3%和11.54%。全年电影票房609.76亿元，同

比增长9.06%；其中国产影片票房378.97亿元，占票房总额的62.15%；观影人次则达到了17.16亿，

比上年增长了5.93%。显然，如此快的发展速度是十分令人惊喜的。

四、电影营销市场：从国内到国外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电影的发行放映和营销市场主要在国内，每年除了有少数影片参加一些

国际电影节或在某些国家举行电影展映之外，很少有影片进入国外的电影市场进行商业放映，海外

广大观众对中国电影的了解仍十分有限。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影对外合作交流日益频繁，不仅相继在意大利、葡萄牙等国举办了大

型的“中国电影回顾展”，而且有不少优秀影片陆续在各类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另外，也先

后有一批国产影片进入海外商业影院放映，从而有效地提高了中国电影的声誉，扩大了中国电影在

海外的影响。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电影的发行放映

和营销市场从国内较快地扩展到国外，不仅电影市场有了很大拓展，而且国产影片的海外票房和销

售收入也有了快速增长。例如，在北美电影市场有较好票房收入的《卧虎藏龙》（1.28亿美元）、

《英雄》（5371万美元）、《霍元甲》（2463万美元）、《功夫》（1711万美元）、《十面埋伏》

（1105万美元）、《一代宗师》（659.5万美元）、《满城尽带黄金甲》（656万美元）、《唐人街

探案2》（198.3万美元）、《红海行动》、（154.3万美元）、《老炮儿》（139.5万美元）等影

片，既在海外进行了较好的跨文化传播，也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收益。2018年2月，《妖猫传》在日

本上映后，最终获得了超过17亿日元（折合人民币1.06亿元）的票房收入，观影人次也超过了130

多万，创造了近10年来华语电影在日本电影市场的新高。近年来，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的票房和销

售收入都有了明显增长，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例如，2017年在海外发行国产影片近百部，海外票房

和销售收入42.53亿元，比2016年的38.25亿元增长11.19%，为提升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

促进与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很大贡献。

中国电影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注重通过多样化的途径和方法，以产生更好的效果。例

如，2004年年初，中国电影海外推广中心成立，由政府出资进行国产影片海外推广的各项工作。20

06年6月，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中国电影海外推广中心承办了“北京放映”的大型国际活动，邀

请并接待境外电影采购商和国际电影节选片人来华集中选购和选看中国影片，“北京放映”活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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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届，已举办了21届，共展映国产影片近千部，已有数百部次的国产影片通过“北京放映”销往

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北京放映”活动已成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窗口。与此同

时，我国也相继主办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等一些重要的电影节，邀请世界各国电影

人携其影片前来参赛或展演，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并为国产影片拓展输出渠道。如作为国际A类

电影节之一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自1993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21届，产生了很大影响，获得了各

方面的好评。同时，在海外建立专门发行国产影片的电影公司，不断拓展海外电影市场也是一个重

要途径。例如，创立于2010年，由华谊兄弟和博纳影业作为主要股东的华狮电影公司，就是在海外

发行国产影片的一个重要平台。该公司在海外的发行渠道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澳洲，2016年该公司获

得华人文化控股集团（CMC）重金注资后将开拓欧洲市场，并推出了“中国电影·普天同映”的计

划，如2016年春节档的《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影片就实现了海外和国内同步上映，满足了

海外华人观众的审美娱乐需求。另外，国产影片进入海外电影院线时与网络在线点播同步发行也是

又一种途径。如《西游·降魔篇》在进入北美影院放映的同时，在网飞（Netflix）、Google Pla

y、亚马逊等多个网络平台上可以付费观看，既方便许多青年观众的观赏，扩大了影片的影响，也

增加了影片的营销收入。至于中国电影产业通过国际并购实现企业资源重组，把企业做大做强也是

一种趋向。例如，“2012年5月21日，经过将近两年的谈判，大连万达集团耗资26亿美元并购美国

第二大院线AMC影院公司，这是中国文化产业最大的海外并购，万达集团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

影院线运营商。”6)这对于中国电影在海外的发行放映显然是十分有利的。总之，正是通过多样化

的途径和方法，有效地加强了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中国电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目标正在逐

步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的变革和拓展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在电影理论批评、电影教育

等方面也有显著的变化和发展，在此不逐一赘述。通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变革发展，中国已成为名副

其实的电影大国。但是，中国若要成为真正的电影强国，还有不少问题有待于解决，如每年拍摄生

产的影片数量虽多，但高质量的优秀影片仍较少；电影产业链还不够完整，电影市场还有待于进一

步规范，电影体制机制的改革还需要不断完善，各类优秀电影人才还较为缺乏等。如果这些问题得

不到及时解决，“电影强国”的梦想就不可能很快实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

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

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为此要“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7)

当下，中国各个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之中，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也正在

加速形成。处于这样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语境中，中国电影只有适应新时代的新变化，通过进一步贯

彻落实〈电影产业促进法〉，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建设电影

强国的步伐，才能在各方面有更快、更好的发展，并顺利完成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转换和发

展。

6) 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2013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p.7。

7)〈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东纪实〉，见2012年12月13日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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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 and Expansion of Chinese Film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Zhou, Bin

  In the historical flow of the Second Revolution of China, the reform and 

opening, Chinese films have achieved rapidly developing revolution and expansion. 

These revolutions and expansions are expressed mainly in four respects. That i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film, the change from closed to open film 

production mechanism (change), the film management mechanism, from single to 

pluralization (change), to market from film marketing market (change), from 

domestic to overseas (change). It is through this transformation and expansion that 

China has already developed to a movie superpower. But in order for China to 

become a true film powerhouse,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 solve. If these 

problems are not solved in a timely manner, the dream of a "movie powerhouse" 

may not be realized quickly. At present, in each field of China, all kinds of projects 

for full and intensified reform are ongo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 new structure 

of external openness is accelerating in all direction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and in the context of the society, Chinese film will be able to make quicker and 

better development in each field only when they spur to construction of movie 

power country by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its core competitiveness with 

continuous realizing and executing the "Film Industry Promotion Act" and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ies, while adapting to the new changes in the new era and also 

they can smoothly complete convers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a movie power 

country to a great film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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