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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囧妈》撤院上网看国产电影发行 

作者：何军丨贺环豪丨徐源璟丨廉雅雯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原计划于 2020 年春节档上映的影片《囧妈》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宣

布撤档。同日，其制片方发布公告，说明由于《囧妈》不能如保底发行协议约定于 2020 年大年初一首映，

决定终止保底发行协议。2020 年 1 月 24 日（除夕），《囧妈》宣布其将于 2020 年 1 月 25 日（大年初一）0

点在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及欢喜首映 APP 上开始免费播出。 

一石激起千层浪，《囧妈》“撤院上网”引起了行业内外广泛的关注与探讨。在“撤院上网”引发的巨大

争议之下，保底发行和网上免费播出这两种模式到底意味着什么？藉由此次事件，本文将从我国国产电影的

发行放映体制和实践的角度对此进行简要介绍，以期对各位读者有所帮助。篇幅所限，本文主要针对获得

《电影公映许可证》的国产电影，不包括“网络大电影”，也不包括中外合拍片和进口片。 

一、院线话语权：现有电影发行放映体制的产物 

一部国产电影从其完成制作并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即片头“龙标”），到最后得以呈现在观众眼前，

需要经过一系列发行放映环节。 

根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文化部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试行）》（广发办字〔2001〕

1519 号），我国目前实行“以院线为主的发行放映机制”，一个发行主体和若干影院以资本或供片为纽带组

合形成院线，实行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发行方和制片方直接向院线公司供片。一个

影院只能加入一家院线，签约期满后可以重新进行选择。整个发行放映环节及主要资质要求，大致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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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中国电影的主要收入仍然来自票房。而一部电影的票房多少，除了电影质量、口碑、宣传等

因素外，最直接、影响也最大的就是排片率。院线主导着旗下影院的排片，同时院线的数量也通过行政审批

进行严格管控。一部电影的总票房收入扣除电影专项基金及税费后，通常约 57%由院线和影院收取。以院

线为主的发行放映机制决定着，院线在整个电影产业链中拥有重要的话语权。 

二、保底发行模式 

传统的发行模式中，发行方从票房分账中收取一定比例的发行代理费（一般在 6%—15%之间），剩余可

分配票房将分账至制片方，再由制片方在项目的各个投资方之间进行分配。对于制片方而言，如果票房表现

不佳，可能会血本无归；即使票房表现尚可，也存在回款周期慢等问题。面对制片方的难题，“保底发行”

作为一种风险分担机制应运而生。在保底发行中，无论票房表现如何，发行方会提前支付一笔保底数额给制

片方；如果届时票房超过事先约定的保底票房，超过部分再由制片方和发行方按约定比例分配。对于发行方

来说，虽然需要承担保底数额和与之相应的保底失败的风险，但如果影片大爆，发行方也会盆满钵满；尤其

是遇到好项目时，保底发行更是发行方提升竞争力的必要手段。 

据公开资料，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影采取了保底发行模式，如《西游降魔篇》《后会无期》《心花路放》

《太平轮》《港囧》《美人鱼》《叶问 3》《封神传奇》《我不是潘金莲》《绣春刀·修罗战场》《战狼 2》以及《三

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囧妈》原本也采取了保底发行的模式，据公告显示，《保底发行协议》约定保底发行

价为人民币 6 亿元，保底总票房为人民币 24 亿元，若实际总票房超出保底总票房，制片方和保底方可就影

片净收入按照 35%和 65%的比例分配。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保底发行案例属于完片后保底，《我不是潘金莲》的保底方则罕见地早在影片开

机拍摄之初即提供保底，这或许与保底方同时作为出品方之一能够参与影片制作过程从而具备一定品控能

力有关。 

保底方在签订电影保底发行合同时，由于其承担更高的商业风险，故更应关注相关核心条款，例如是否

为独家发行，宣发费用由谁承担、是否有上限，超出保底票房收入部分的分账比例是固定的还是随不同票房

区间而变动，发行地域是否仅限于中国大陆，海外发行权收益、网络版权收入、电视及其他版权等收入是否

归属于发行方等等。此外，保底金额通常系保底方基于其对影片的票房预估作出，而档期选择（例如贺岁档、

暑期档、国庆档、其他档期等）通常直接影响票房成绩，各方也可以考虑是否在电影保底发行合同中体现此

类因素。 

三、“窗口期”：流媒体对院线话语权的冲击 

虽然目前院线仍然是电影发行的最重要渠道和收入来源，但院线并非电影发行的唯一渠道。去影院看电

影并不能随时随地，而且也不能随时倒片回放，这为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其他发行渠道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和市

场需求。此外，对于普通观众而言，看电影是“一次就好”，“二刷”和“三刷”的情况较少，故制片商、发

行商通常会通过对不同发行渠道进行错位排序，以实现不同渠道发行的经济效用最大化。好莱坞传统发行模

式下，一部影片一般排他地率先在影院上映，一段时间后，再依次进入到家庭影院（包括 DVD、数字电视）、

平台付费点播、付费电影、电视台、车/船/机载播放系统等其他渠道发行。 

行业内提到的“窗口期（Theatrical Window）”，通常就是指一部影片从影院上映日到出现在其他发行渠

道之间的间隔时间。据观察，好莱坞的窗口期已经由传统的 6 个月以上缩短至目前的 90 天左右。随着 Netflix、

Amazon、Hulu 等视频网站的崛起，以及制片方拓宽并加快变现的诉求，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缩短甚至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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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期（今年 Netflix 影片《爱尔兰人》最终确定的窗口期是 26 天，随后便上线 Netflix），使得传统大院线

坚守的窗口期惯例受到严重挑战。 

就国内市场而言，窗口期长短与影片本身的票房、类型、成本、发行策略等密切有关。一些票房表现一

般、成本不高或者类型小众的电影窗口期往往较短。而票房表现不错的电影，伴随着上映时间的延长，窗口

期也会相对更长一些。例如，2019 年春节档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 月 5 日院线上映，5 月 5 日下映，4 月

30 日开始在网络平台播出，窗口期达 84 天；大热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 年 7 月 26 日院线

上映，经过两次密钥延期，直到 10 月底才下映，10 月 11 日开始在网络平台播出，窗口期达 77 天。 

不过，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于窗口期并无强制要求，主要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2019 年 4 月 8 日，中

国电影制片人协会、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全体会员共同制定签署了《关于影片进入点播影院、点播院线发

行窗口期的公约》。根据该公约，窗口期为影片在电影院线首轮上映档期的 2 倍（即：若一部影片在电影院

线首轮上映档期为 1.5 个月，点播影院和点播院线的窗口期为 1.5×2=3 个月；若一部影片不上电影院线，档

期视为 0 月，点播影院和点播院线的窗口期为 0×2=0 月，就可以直接进入点播影院和点播院线）。然而，该

公约只是一份行业协会公约，并不具有法律法规的效力和强制力，而且仅针对“点播影院、点播院线”，并

不适用于目前更受关注的视频网站。 

律师在协助客户起草或审阅分账发行放映合同时，通常会建议客户考虑窗口期问题，例如是否设定窗口

期，窗口期的长短，能否在满足特定条件（例如密钥延期）的情形下延长，以及窗口期内其他发行渠道的宣

发活动是否受到任何限制等等。另一方面，视频网站在选择购买相关电影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时，也需要

关注窗口期的设置，以合理评估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价值。 

四、结语 

电影是一个充斥着“行规”、“惯例”的传统行业，同时也是一个敢于拥抱各种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行

业。零窗口期、点播影院、网络大电影、3D/4K/120 帧/VR 电影等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新词汇无不体现了这一

行业特性。如何通过窗口期的合理设置实现一部电影总收益的最大化，如何选择合适的发行方式，如何平衡

整个电影生命周期中各阶段、各环节参与方的利益，既需要电影从业者的商业智慧，同时也需要娱乐法律师

对行业的深度理解和专业的风险控制作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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