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片方———
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应该看到

201 3年全国21 7亿总票房是一个营

收概念，并不是利润，现在中国电影

的制作成本是在不断增加，利润空间

并不明显，还需要大家保护中国电

影，切实保障制片方利益。制片方与

影院相比，制片方风险永远大一些，

制片方就像石油勘探，开到石油利润

大，但是开不到也会损失较多。影院

就像加油站，微利，但是有充足的现

金流。

光线影业总裁王长田：按照201 3

年全国总票房21 7亿元，有50多亿被

偷掉的票房，按照不到40%的比例分

给制片公司，至少有20多亿损失，这

对入不敷出的中国电影，是很大一

笔钱。

除了金钱上的损失，这种现象也

破坏了电影从业人员、投资者、制作

者、发行商对中国电影市场的信心。

发行方———
乐视影业市场营销副总裁黄紫

燕：个别影院违法成本太低了，影院

今天少给你算了十张票，处罚措施最

多就是让你把票补进去，那违法成本

太低了。如果说，超过几个人以上直

接就停片，那可能就没有人敢去冒这

个险。

院线方———
时代今典院线副总经理吴鹤沪：

偷票房现象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规定

年年有，每年都会出，虽然情况不普遍，

但是还是值得重视。很多偷票房的现在

出现在二三线、边缘地区，今年二三线

城市的票房成绩突出，也引起了有关部

门的重视，才会再次重申“ 规定”。

目前，光线影业、中影、华谊兄

弟、博纳等六家电影公司组建了一间

监督公司———众大合联，这个公司一

直在各主要城市盯票房、监视监督偷

漏票房的行为，但这支队伍的人员大

多是行业内的退休人员，甚至还有很

多非行业内的人员，他们也没有经过

很好的培训，也不乏被影院买通的情

况，报上来的票房数据仍旧存在不实

情况。现在有一些片方也会借此来炒

作，自己买张票，划掉，说被挪票房，

最后上报，影院也吃亏，有关部门会

有误判，要求罚款3000元，不然不给

其他影片的秘钥，影院也只能认栽。

新影联院线负责人黄群飞：我们

公司、片方派了很多人去查，但是这

种偷漏瞒报，单靠人去盯是不太可能

的。所以应该来说，软件系统的升级，

在技术上是一种提高，能够把一些不

规范现象给剔除掉，从技术上就给剔

除掉。我觉得这是一大进步。

青年报记者 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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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总局出台《 通知》重拳打击

偷
票房

□张楠

2010年，影评人爆料《 天下无
贼》偷了《 功夫》的票房。

同年，一位观众在石家庄太平
洋影院购买《 大笑江湖》的票，工
作人员从柜筒中拿出《 赵氏孤儿》
的票给他，强调可以拿这张票去看

《 大笑江湖》。
2013年，网友曝光四川某影院

的行为：“ 我来看《 毒战》，电影院
的工作人员给我的是《 厨子戏子痞
子》的票。这个算不算偷票房？”

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些情况？
拿到的票不是打印的，而是手写
的；明明要去看A电影，票面上却是
B电影；单位组织集体观影，没拿到
票随便坐⋯⋯

没错，以上这些蹊跷事，就是
传说中的“ 偷票房”！

2013年，全国电影票房高达
217.69亿元，全国银幕总数超过
1.8万块，相对于2003年电影产业
化改革前全国票房不足10亿元、全
国银幕总数不足2000块的水平，中
国电影市场发展的速度可谓是一
日千里，甚至已经有了赶超好莱坞

的趋势！
但是，你可知道，217.69亿元

不是中国的真实电影票房。业内人
士表示，由于影院偷漏瞒报票房现
象普遍存在，每年计算机售票系统
统计的全国电影票房比市场真实
的数据少了10%左右。这意味着，
2013 年 全 国 电 影 总 票 房 应 该 在
241.88亿元左右。

这几年，中国电影市场规模保
持着每年30%左右的增速，市场这
块蛋糕做大了，影院偷漏瞒报票房
的行为对产业和市场的负面影响
也越来越大。票房不仅是影院、院
线与片方、发行方分账的依据，也
是影院上缴国家5%电影专项资金
和3.3%营业税的依据。在缩水的票
房面前，电影专项资金和国家财税
收入不仅打了折扣，片方、发行方
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损害，最终对
产业和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
不可估量的影响。

1月2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电影局出台《 关于加强电影市
场管理规范电影票务系统使用的
通知》，这是电影局近十年来净化
电影市场的最强重拳！

市场做大了，票房偷不得

Y

[记者观察]

[怎么偷？]

1、无中生有·手写票：手写票是

不会进入系统的，这应该是最明目张

胆的偷票房了。

2、张冠李戴·“ 搬砖”：一位观众

去看了A电影，但影院却出于某种目

的要给B电影增加票房，经过一系列

操作，这本应算在A电影账面上的钱，

就被转到了B电影身上。对于这种做

法，电影业内还有更“ 专业” 的术

语———搬砖。

3、瞒天过海·团体票：比如某单

位发给员工200张团体票，影院不管

观众最后看的是什么片子，票房收入

却都录入到他们想增加票房的片子

里。

4、浑水摸鱼·会员票：影院会针

对会员进行电影票的预售，会员票上

有些是有电影名称的，也有些是没有

电影名称，只标明是哪个厅，无论会

员看什么片，预售的票款却已经都转

到了某部电影的账面上。

5、移花接木·结构票价：一张电

影票加一桶爆米花卖80元，但是电影

票20元，爆米花60元，利用电影内容

来做搭售。这种情况对发行方是最头

疼的，因为影院的定价并没有违背发

行方的最低票价标准，但明显是利用

电影内容来做搭售。

6、暗渡陈仓·改系统：由人工进

入电脑票房统计后台终端修改数据，

尽管电影局进行了严格的加密措施，

但还是有人可以拦截这个数据，并进

行修改。不过因修改过的数据一定会

延迟进入系统，而引发电影局的怀

疑，所以这种方法对技术的要求最

高，能操作的人最少。

7、指鹿为马·双系统:这个方法

其实风险挺大，操作也简单，就是记

账一个系统，报账一个系统。这也是

操作方愿意为利益铤而走险的方法。

重拳一：严控售票软件漏洞 不

合格不能备案

重拳二：严禁影院篡改系统 不

时抽查定期复查

重拳三：让电影票更规范 严惩

盗版行为

重拳四：大力加强行业监管 发

挥全国票房监察公司作用

重拳五：严惩违规行为 轻者警

告重者摘牌

■四大技术护航
技术一：售票系统备案

技术二：实时上报票房数据

技术三：给售票系统“ 上户口”

技术四：为电影票加“ 身份证”

[怎么防？]

[各方声音]

《 大武生》2011年
发行方：搜集证据上报电影局

《 致青春》2013年
王长田回应：像公开抢劫

《 变形金刚3》2011年
知情人：这是整个行业的潜规则

《 金陵十三钗》2012年
制片公司：10万元重奖举报者

《 通知》要求影院对观众所持本影院认可的各种电影卡、券、二维码
及网络售票凭证等观影凭据，必须通过经备案许可的计算机售票系统兑
换为电脑票。电脑票上打印的票价必须与观众实际支付的票款一致。电脑
票上打印的片名必须与观众实际观看的影片一致。严禁出售、使用无明确
影片片名的电影票。任何影院严禁盗录、盗放节目；严禁放映未取得《 电
影片公映许可证》的影片；严禁影院通过蓝光、DVD、网络下载等非影院
放映介质以经营方式放映影片，包括取得《 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的影片。

受害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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