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票房引发的“小镇青年”话题

《前任 3 》是 2018 年的首部国产“现象
级”电影 ，也是一部票房与口碑撕裂的争议
之作。这部豆瓣评分仅为 5 . 7 的影片，却收
获了将近 20 亿的票房，其中有一半左右是
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年轻观众贡献的。

有媒体给这部分观众冠以“小镇青年”

之名 ，并给出了这样的群体画像——— 小镇
青年，通常生活在相对富裕的三线城市，随
着高铁线路开通 ，距离大都市可能只有两

三个小时车程。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在父
母的安排下在老家有一份得体的工作 。比
起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和白领阶层 ，小镇青
年们很可能拥有更多的可自由支配财产和
更高的消费力。

和《前任 3 》一样 ，小镇青年这个群体
本身，也引发了舆论的争议。有人吐槽他们
的欣赏水平 ，甚至批评他们“文化素养普遍
不高 、审美水准低”；有人看到了他们爆发

的需求和市场潜力，这些曾长期被市场忽
视的年轻人，已经成长为新一轮消费升级
中的主力群体 ，不止影视文化产业 ，在汽
车 、手机 、网购等领域 ，都呈现出“得小镇
青年者得天下”的态势 ；还有人感慨，所谓
的“小镇青年论”其实是个伪命题。

第 62 期议事厅 ，新华每日电讯邀您
一起带着客观的眼光，读懂“小镇青年”。

本期策划：刘晶瑶

【编者按】

“小镇青年”，正在成为
一个金光闪闪的消费群体。

过去，品牌商们普遍
会认为，一线城市机会更
多，用户群体更大，而三线
及以下城市通常被忽视。

不过，事情正在起变化。不
被重视的三四五线城市，
正显示出万亿商机，三线
及以下城市的年轻人，已
经成长为消费市场中的重
要力量。

根据天风证券研究所
的描述，一个典型的“小镇
青年”，通常生活在相对富
裕的三线城市，随着高铁
线路开通，距离大都市可
能只有两三个小时车程。

接受过大学以上的教育，
在父母的安排下在老家有
一份得体的工作，无心在
一线城市打拼，但生活质
量很高。

比起一线城市的年
轻人和白领阶层，“小镇
青年”们很可能拥有更多
的可自由支配财产和更
高的消费力。他们不必面
对房贷压力 ，日常开销
低，工作压力小，拥有较
多闲暇时间去消费 ，海
淘、出境游也成为生活中
重要的调味剂。

除了更多的消费时间
和更高的消费力，从整体
人口规模看，三线城市的
人口数是一线城市的 6 倍
左右；未来消费升级的重
点消费群体，必然在人口
规模更大的三四线城市。

而且，随着国家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小镇
青年”的本地化就业机会越来越多。作为一线城
市的上海常住人口，在 2015 年首次出现了负增
长，人口回流的现象确已出现。

作为新一轮消费升级的主力群体，“小镇青
年”拥有着自身独特的消费能力、消费倾向和消
费观念。

年轻一代与上一代的消费观念存在较大的
差别，新世代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都
更强。上一代中国人，在特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环境下，养成了高储蓄、低消费的生活习惯，多
年来养成的消费习惯并没有跟上财富增长的步
伐。新一代青年更加关心自身消费需求的实现。

从消费信心指数看，“90 后”年龄群体的消费信
心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作为富有个性的
消费群体，“90 后”群体购物的态度更加开放、
喜欢尝鲜、有着更强烈的消费意愿。

“小镇青年”又推动了哪些产业和品牌的爆
发呢？

1 、汽车厂商渠道下沉。汽车是最能代表消
费水平的商品之一，也是“小镇青年”的出行“标
配”。根据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的统计数据，
三线以下(含三线)城市的汽车消费中端市场成
长最快，价格区间在 8 万～ 18 万元的汽车消费
增长最为明显。

三四线城市也是豪华车的重要市场，未来
仍将稳定增长。2010 ～ 2015 年，三线以下(含
三线)城市豪华车销量的复合增长率达 31% ，
高于发达城市的 25% ，需求增长空间很大，豪
华车企销售渠道可尝试下沉。

2 、海淘流行。海外购物平台洋码头《2016
上半年中国海淘消费报告》显示，随着跨境电商
的发展，消费市场呈现出普及化的特点，其中，
三四线城市展现出比一二线城市更大的消费能
量。中国海外购物消费人群正由一线向二三线
城市延伸，二三线城市的增速尤其明显。北上广
深等一线城市 2016 年上半年海购增速占比较
去 年 同 期 上 涨 7 7 . 5 7 % ，二 线 城 市 上 涨
8 4 . 3 2% ，而三线城市增速更为明显 ，达到
108 . 65% 。

3 、OPPO 和 vivo 逆袭。崛起的 OPPO 和
vivo ，俨然成为中国手机行业现象级的企业。借
助在中国小城市以及农村市场份额的高增长，
OPPO 和 vivo2016 年在全球市场的手机出货
量中分别占据了第四、第五的位置。

4 、电影市场爆发。近两年，中国的电影票
房市场，高歌猛进，“小镇青年”是最核心的票房
贡献力量之一。以 2017 年春节档票房为例，超
过 33 亿，超越去年，同比增长 8% 左右，扣除
2017 年年初将网上售票服务费计入票房的部
分外，实际增长率应该在 4% 左右。增长的动力
主要来自于三四五线城市的所谓“小镇青年”。

三线以下(含三线)城市票房崛起的同时，
一二线城市的电影市场却已近乎饱和，北京和
上海在全国城市票房占比呈现下滑趋势。

“小镇青年”，正成为中国消费增长的重要
力量。这个群体的消费崛起，将重塑消费市场，
企业对消费群体的定位及战略，将决定企业的
未来。 （Kent）来源：媒介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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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青年论”其实是个伪命题
孙佳山

在 21世纪进入第 2 个 10 年之后，我们已
经习惯中国电影市场不断刷新票房纪录。从一
开始的一年破一次纪录，逐渐过渡到一季度破
一次甚至一月破一次；我们已习惯中国电影票
房总量冲破百亿元门槛后高歌猛进，向着赶超
好莱坞的愿景，不断吹响进击的号角。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小镇青年”这个模糊的
概念，开始出现在关于中国电影的讨论中。近两
年，“小镇青年”已成新闻界、中国电影理论界的
热点话题。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小镇青年”，被认
定为支撑中国电影票房奇迹的新观众和新增量。

然而，只要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小镇青年”
概念尚不能有效地理论化。那么，究竟什么是
“小镇青年”？对这一概念的辨析和讨论，实质上
也是对当前中国电影票房如何可持续增长以及
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趋势的认知和考量。

票房来自“小镇青年”还是金融狂欢

新世纪院线制改革以来，中国电影的播放
体系开始由一二线城市、东部地区，逐步扩展到
三四线城市、中西部地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
商业地产的不断下沉和互联网售票的普及，都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中国电影票房增
速实际上太快了一些，在现有的理论模型中并
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解释。

在不断绽放的票房礼花之外，上座率(过去
10 年左右一直在 15% 左右)、观影人次和人均
观影次数等被光鲜亮丽的票房掩盖的关键数
据，其实并无显著变化。换句话说，“小镇青年”
并不足以完全支撑起还在飙升的票房神迹。

“小镇青年论”的问题在于，它让不了解电影
产业的民众误以为近年来有一批“小镇”上的“青
年”陆续走进了电影院。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统计显示，目前有八成票房仍然来自一二线城市。
因此，一定有一些新近出现的、不在我们视野里的
新现象和新生事物，左右着当下的中国电影。

此前的《叶问 3》票房争议，足可视作中国

电影票房繁荣背后深藏危机的冰山一角。
近几年，中国电影正在发生着全方位的系

统性变革，众筹、私募、基金、完片担保、保底发
行等一系列与“小镇青年”相比极为陌生、高
冷、看似与电影产业并不相关的金融概念，开
始频频出现在制作、发行、放映等各个环节。从

《小时代》《后会无期》到《港囧》《美人鱼》，无论
相关各方是否愿意面对和承认，中国电影在很
大程度上已成为金融衍生品。

从前期筹备、拍摄，到后期制作、宣发，一
部影片在面世的全过程中所需的全部资金，在
当下都可以被打造成标准化的理财或信托产
品进行融资。这意味着，电影只有在影院放映
才能收回成本的商业模式，在如今已几近被淘
汰。最极端的情况下，一部影片可能甚至尚未
面世，就已提前收回成本。

在今天不断高涨的票房神话下，票房冠军的
门槛在几年间就由上亿元暴涨到 20亿元级别。
这种甜蜜的“允诺”，自然受到了资本市场的热
捧——— 但凡一部影片取得了票房佳绩之后，相关
投资方都在股票市场等金融领域大快朵颐。

在这个意义上，票房已经在金融衍生品的逻
辑下被充分证券化。而所谓的“小镇青年”，在何
种意义上能参与这场金融狂欢？作为想象中的中
国电影的新观众、新增量，他们又在何种意义上
能参与到事关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模式的探索？

中国电影产业也要“去杠杆”

诚然，中国电影若想真正获得理想中的自
主、自足的发展空间，必然要进行金融创新。如
果能将过去所无法逃避的种种风险，分解成多
种不同风险偏好的融资项目，当然可以为中国
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现实路径。

只不过，中国电影的发展还远远无法挣脱
中国经济的宏观大环境，原有能源、房地产和资
本市场上的“热钱”，在近几年迅速涌入到影视
等方兴未艾的文化产业领域，中国电影在最近
几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资金杠杆。

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目前的电影产业

本身还没有跟上文化产业金融化的节奏和浪潮。
截至目前，我们还只有武打、宫廷、冯氏喜剧等屈
指可数的几个成熟类型，电影版权和衍生品等领
域还极不规范，更遑论由专业法律保护的、健全
的投融资资金监管和退出机制。

我们相信，在国家已将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
济支柱性产业来培育的宏观政策利好的支撑下，
整个文化产业都将在未来五到十年迎来持续、稳
定的放量式增长，中国电影自然也不会例外。

自然，在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上不断提及
的“去杠杆”，也适用于中国电影。当前盛行的已明
显超过正常区间的金融资本运作，已经绑架了中
国电影，中国电影票房事实上呈现出了股票和房
地产市场上已经和正在出现的“泡沫”。

承担金融风险的永远是普通观众

在此基础上，当我们再回到 2013 年开始
成为中国电影界流行概念的“小镇青年”时，
隐藏在这一浮萍式的印象描述背后的种种时
代症候，就已充分暴露：众筹、私募、基金、完
片担保、保底发行等概念所指向的，或者说真
正在承担这些金融风险的，永远都是那些普
通观众。一旦票房神话破灭，最终遭受损失的
也只是他们。

当前，在中国电影这种通过放大市场渠道来
扩大行业规模的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下，一旦票房
增速落后于影片和院线的增速，“小镇青年”恐怕
将不仅不再是中国电影的新观众、新增量、新未
来，更有可能像股市和楼市中被收割的“散户”一
样，被结构性地掠夺和洗劫。

在 21世纪的第 2 个 10 年，院线制改革以来
的中国电影，其生产、发行、放映等几乎所有领域
的顶层设计，都面临着这个时代严峻、残酷的挑
战。而所谓“小镇青年”，则直击着中国电影全行业
的痛点和要害。

我们显然不希望看到“小镇青年”在中国电影
产业的繁荣中沦为待宰的“散户”，因为那意味着
最大的输家不是别人，而是中国电影本身。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

“小镇青年”崛起是文化消费新增量
曾于里

或许谁也没有想到，2018 年中国电影市
场的第一部“现象级”会是《前任 3》，该片的票
房很可能会突破 20 亿元。《前任 3》艺术性并
不高，却取得如此票房佳绩，评论界不约而同地
将其归因于“小镇青年”的崛起。

“小镇青年”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文
化消费现象，甚至成为理解这个时代的一个重
要关键词。谁是“小镇青年”？“小镇青年”对于国
产电影意味着什么？

“小镇青年”如何扛起国产电影票房

《前任 3》上映后便遭遇了口碑危机，评分
仅有 5 .7 分，首页的短评几乎都是一星———“又
是平庸到不行的片子，戏剧手段单一”“为什么
不能评零分！这部刷新我看过的烂片底线”……
但它的票房却连连攀升，并且后劲非常足。

谁创造了《前任 3》的票房奇迹？“小镇青
年”。一方面，《前任 3》受众更偏向于三四线城
市，即所谓的“小镇”。数据显示，该片的观影人
群 中 ，来 自 三 四 线 城 市 的 观 众 占 比 高 达
47 . 4%，是同档期影片中最高的；一线城市观众
占比仅为 12 .2%，远低于国内影片的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年轻观众群体即“青年”占比高。
淘票票数据显示，对比几部影片的受众，《前任
3》24 岁以下观众占比达到 68 . 9%，远超其他
竞争影片；专科及以下学历观众占 38 . 8%、工
人/服务人员占 22 .2%，为竞争影片中最高。

一边是《前任 3》的票房奇迹，一边是影评人
对《前任 3》的高调批评，甚至有人激愤地说：“这
电影如果票房超《妖猫传》《芳华》，将是对中国
电影最大的侮辱！”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一悖论？

“小镇青年”这一概念的流传肇始于 2013年
郭敬明导演的两部《小时代》，郭敬明以“小镇青年”
自诩，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开始注意到“小镇青
年”作为文化产业消费群体崛起的影响和意义。这
里所说的“小镇青年”，主要指生活在中国三到六
线(县城)城市、年龄在 15～ 24岁的人群。应该指
出的是，这里的“小镇”并非真实意义上的乡镇，而
是代表了和一二线城市相对差异化的消费生态。

“小镇青年”潜藏着巨大消费潜力。一方
面，“小镇青年”人数庞大，是一线城市的好几
倍；另一方面，“小镇青年”消费能力更强。有

人曾这样描述“小镇青年”的消费画像：“不是
钱多，而是可支配的钱多；不是为了消费而消
费，而是靠消费来消磨时间。”“小镇青年”正
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对于电影市场同样如此。2016 年《美人
鱼》获得了“小镇青年”的热烈追捧，票房一骑
绝尘，荣升第一部票房超过 30 亿的国产影
片；2017 年《战狼 2》的票房突破 56 亿，杀进
了全球电影票房 TOP100 的行列，其 80%
的票房来自二线以下的城市……可以这么
说，“小镇青年”是制造电影票房狂欢的决定
性因素，一部电影如果能够发动“小镇青年”，
它的票房绝对不会差。这一现象的潜台词是，
在大多数时候，“小镇青年”是沉寂的。

近年来，中国的影院数量、银幕数量持续增
长，这主要得益于电影市场向三四线城市尤其
是广大县级城市的渗透和下沉。不过，我们的影
院虽然多了，年度人均观影次数却只有一次；银
幕数增加了，全国平均的上座率却仍处在 14%
～ 16% 之间。

也就是说，“小镇青年”并没有随着银幕的
增加而更多地走进电影院，他们并没有充分地
被吸纳进既有的产业结构中，成为电影增长的
不竭动力，只能为个别电影间歇性地提供能量。

吐槽“小镇审美”不如打磨类型片

尴尬的是，“小镇青年”也一直被视为国产电影
内在品质裹足不前的障碍，在批评者看来，“小镇青
年”文化素养普遍不高、审美水准低。这就触及到
一个核心问题了：“小镇审美”真的如此不堪吗？
“小镇青年”该为国产电影的整体水平“背锅”吗？

很显然，“小镇审美”并非粗糙的庸众，只是
他们的口味更趋主流和大众化。《前任 3》之所
以受青睐，在于它是一部勉强合格的商业类型
片。它艺术成就不高，思想性不高，的确比不上

《妖猫传》和《芳华》；但它主题明确、叙事流畅，
中规中矩地讲述了一个中规中矩的情感故事，
就像是毫无营养但还算美味的爆米花。

无论是对“小镇审美”的指摘，还是对《前
任 3》的批评，本质上是对国产电影改革方向
的分歧，我们需要倡导的究竟是像《前任 3》这
样的商业类型片，还是《芳华》这样的文艺片或

《妖猫传》这样有追求的大片？商业片与文艺片
难道只能非此即彼吗？

从全球影史来看，商业类型片从来就是电影
市场的主体和主流——— 任何成熟的电影市场都
是如此，电影是高投资、高风险项目，没有商业化类
型化，市场稳定性就差，风险可控性不足，整个市场
就是脆弱的，电影的良性发展便缺乏动力。

美国奥斯卡颁奖典礼在即，影迷们津津乐道
的是《三块广告牌》《伯德小姐》，但这些口碑爆棚
的电影的北美票房都不可能敌过像《极限特工
3》《星球大战 8》这样的商业类型片。支撑起好莱
坞市场的不是奥斯卡获奖名单上的电影，而是
“好莱坞模式”制造的商业片。

商业片并不可耻，商业片和文艺片不仅不
是非此即彼，反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只有商业
片把电影盘子做大做强，独立的、试验的、先锋
的、小众文艺片才可能有生存的空间；同时，文
艺片的技术革新、艺术探索也反哺商业片乃至
整个电影产业，提供变革方向。中国电影当然需
要《芳华》和《妖猫传》，但同样需要《前任 3》；我
们需要精致的米其林餐厅，也需要能满足更多
人需求的小吃快餐。

国产电影目前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一个是我们
的商业片很多，但类型化不足。所谓类型化，通俗点
说，就是歌舞片得有歌舞片的模式，盗墓探险片得
有盗墓探险片的模板，励志喜剧片得有励志喜剧片
的套路……每种类型的材料、质感、用途、消费者都
不同，因此它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制作工艺、美学标
准。但我们的不少商业片，走的是 IP+流量明星+炒
作宣传的路径，类型杂糅、不伦不类、粗制滥造，除
了商业气息浓厚，什么也没有。

另一个问题是，文艺对商业片的反哺不足，

商业片格调普遍不高。优秀的商业类型是可以既
迎合又部分提升观众价值品位的，像 2017 年引
进的几部非好莱坞电影，比如《摔跤吧，爸爸》《天
才枪手》就是范本，《夏洛特烦恼》《港囧》《前任 3》
等备受诟病的原因也在于此，从商业类型片角度
上看，它们的确符合流水线水准，但从思想性和
艺术格调上看，也确实不算太高。

“小镇青年”是国产电影的“蓝海”，是文化消
费的新增量。如果我们的电影不能满足“小镇青
年”的需求，不能为更多区域、城乡的“小镇青年”
提供更多具有基本工业水准、让他们喜闻乐见并
乐意走进影院的影片，国产电影的发展前景将很
难乐观。同样地，如果不能在满足“小镇青年”需求
的基础上，适当引导，并不断提升国产电影的审
美水平，国产电影的整体水准也很难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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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片和文艺片是相
互依存的关系，只有商业
片把电影盘子做大做强，
小众文艺片才可能有生存
空间。同时，文艺片的技术
革新、艺术探索也反哺商
业片乃至整个电影产业。

国产电影目前存在的根本
性问题，一个是我们的商
业片很多，但类型化不足；
另一个是，文艺对商业片
的反哺不足，商业片格调
普遍不高

“小镇青年”并非粗糙
的庸众，只是他们的口味
更趋主流和大众化。“小镇
青年”是国产电影的“蓝
海”。如果我们的电影不能
满足“小镇青年”的需求，
不能为更多区域、城乡的
小镇青年提供更多具有基
本工业水准、让他们喜闻
乐见并乐意走进影院的影
片，国产电影的发展前景
将很难乐观

众筹、私募、基金、完
片担保、保底发行等概念
所指向的，或者说真正在
承担这些金融风险的，永
远都是那些普通观众。一
旦票房神话破灭，最终遭
受损失的也只是他们。到
那时，“小镇青年”恐怕将
不再是中国电影的新观
众、新增量、新未来，而是
成为被收割的“散户”

在不断绽放的票房

礼花之外 ，上座率 (过去

约 10 年间一直在 15% 左

右 ) 、观影人次和人均观

影次数等被光鲜亮丽的

票房掩盖的关键数据，其

实并无显著变化。换句话

说，“小镇青年”并不足以

完全支撑起还在飙升的

票房神迹


	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