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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视剧行业产业链基本情况 

我国影视剧行业的产业链自上至下分别由版权制作、版权发行和播出放映三

个环节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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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版权制作环节 

版权制作环节指影视剧版权的形成过程，是影视剧发行的上游环节，包括剧

本创作、演职人员劳务、拍摄录制以及后期制作等工作，是集编剧、制片、导演、

演员及其他影视制作人员共同劳动的成果结晶。版权制作环节位于整个影视剧行

业产业链的前端，与发行环节相辅相成、共同影响，一方面，拍摄环节决定了影

视剧作品的题材选择、情节构思、人物设置、拍摄录制以及后期制作的水平，是

影视剧作品质量和盈利能力的基础，另一方面，优秀的影视剧作品也有赖于发行

方大力宣传与合理安排，以实现最终的市场获利。 

（2）版权发行环节 

在发行环节，发行商从制作公司购买或代理影视剧作品发行权，通过制定和

实施营销推广策略，与下游院线或其他新媒体播放平台公司合作实现作品的最终

播放，继而以收取固定分销费用或按照约定比例分成等方式获取收益。发行环节

是决定影视剧作品最终收益的关键。 

（3）播出放映环节 



无论通过何种途径，影视剧作品的最终获利均来源于其放映播出。而影院、

电视/IPTV 和各种新媒体播放渠道则承担了影片与最终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和载

体作用，是影视剧作品获取收益的最后一环。 

二、我国影视剧行业发展情况 

文化传媒行业在提升国民素质和开发人才资源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国

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自“十二五”以来，

多项指导和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措施加速出台，体现了国家对这

一领域的高度重视。受益于政策保障、政府投入、税收优惠、金融支持、人才培

养等多方面优惠政策，我国文化传媒产业发展迅猛，文化传媒各子行业产值呈现

普遍上涨态势。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人均 GDP 达到 3000 美元时，文化需求会进入快速发展

期，人均 GDP 达到 5000 美元时就会出现井喷式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

经济数据，2015年中国人均 GDP约为 7853美元，居民对影视剧产品的消费能力

和消费意愿不断提升，消费的扩容和技术的升级成为支撑文化传媒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底层动力。 

（1）电视剧行业 

根据《全球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2016）》，我国是世界电视剧第一生产和播

出大国，电视剧市场规模已达到 882 亿元。2015 年我国电视和网络视频市场共

生产电视剧 773 部、21546 集，平均每天生产 59 集。电视剧占电视收视份额的

30%，而互联网视频用户则为电视剧贡献出了高达 3771.82亿次的点击量。 

相关数据表明，我国电视媒体全年播出电视剧 120.7万小时，网络媒体在播

剧集 10814 部；海外发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国电视剧市场规模达到 882

亿元，其中电视广告约 429亿元，版权收益约 222亿元，海外销售约 5亿元，网

络电视剧广告约 200 亿元，用户付费约 25.6 亿元。 



 

数据来源：广电总局 

（2）电影行业 

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同时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国家对文化产

业的关注度有增无减，多项利好政策不断出台，电影产业相关政策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部际互动和协作增多，文化部、广电总局等直管部门出台的政策能够得到国

务院、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主管部门的配套支持和实施条件补给，有利于电

影业的产业化经营和规模化发展；二是资金和资本方面的支持政策得到加强，电

影专项基金、人才培养计划、金融产品设计等涉及资金和市场的手段更加多样，

直达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关键点；三是对网络文化和内容创作的导向性提出要求，

强调有关作品在内容、文化和意识层面应符合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四是促进文化

产业从以规模决胜负向以质量求发展过渡，这与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

业的国家规划相一致，也是企业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必经之路。 

伴随着充足的市场需求和有力的政策支持，我国电影产业规模整体保持高速

增长态势，据《2016 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显示，2015 年，我国生产故事片

686 部，其中院线上映 320 部，比 2014 年上映部数 259 部有大幅增加，显示出

国产电影创作生产活跃和质量的提高。受此影响，我国近年观影人次及票房收入

持续增长，体现了巨大的行业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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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电视剧历年发行数量 



 

 

数据来源：广电总局 

（3）新媒体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及其他网络和播放应用技术的普及和发展，

影视剧作品发行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发行介质从实体的拷贝向虚拟的数字

信息流转变。受此影响，影视剧作品的播放跳脱了电影院和有线电视的限制，电

脑、手机等各类终端均可通过互联网播放影视节目，播放领域的颠覆性变革同样

对发行环节造成了巨大影响。《全球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2016）》就首次将网络

电视剧提升到与传统电视剧同等重要的位置。相关数据显示，2015 年，通过网

络视频媒体传播的电视剧作品总计达 262部、10013集，占同期我国播出电视剧

的 66.5%。我国有 8 家大型视频网站的在播剧集数均超过千部，网络自制剧生产

也在 2015 年出现“井喷”，产量由上年的 205 部增加到 379部，增幅达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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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观影人次（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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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电影票房收入（万元） 



三、影响行业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1、有利因素 

（1）国家政策的支持 

国家的宏观性政策以及地方支持政策为影视行业实现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政策环境，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和有利的发展环境，有助于国内影视剧制作及

发行企业尽快缩短与国际同行之间的差距。 

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

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及《中共中央关于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文化产

业定义为国家支柱性产业。诸多政策的相继出台对文化产业的利益起到了保护的

作用，也为影视产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 

（2）居民消费升级和消费结构调整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城镇化进程加快为行业发展提供经济保障。根据国家

统计局统计，2015年我国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195元，较上年增长8.2%。

此外，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基本温饱需求所

占用的消费逐年下降，恩格尔系数随之逐年递减，居民对基本温饱以外消费品的

消费倾向逐年增大，精神文化消费的比重将不断加大，我国居民的文化需求和消

费正在进入一个空前旺盛的时期。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0.0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图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领域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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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利因素： 

（1）盗版侵权冲击 

盗版侵权现象的屡禁不止，已是世界范围内影视剧行业的通病，伴随着网络

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盗版侵权手段不断丰富，侵权现象出现愈演愈烈之势。盗

版侵权的存在极大地侵害了影视剧制作、发行和播放等产业链上众多企业的经济

利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行业的健康发展。然而，对盗版侵权的打击和对

市场秩序的规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行业内公司都将不可避

免地受到盗版侵权行为的损害。 

（2）国际市场竞争 

虽然国内影视行业发展迅速，但是国产电影、广告在制作水平上与国际水平，

特别是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随着我国与 WTO 接轨程度

的不断深入，如果国产电影不能提高制作水平，在未来开放市场竞争下，必然会

受到更多来自国际市场竞争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