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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包含與我們經營所在行業有關的資料和統計數據，乃收集和摘錄自源於政
府或若干機構出版刊物的公開可用資源。我們相信，本節所載資料來源乃屬恰當，
並已於摘錄和轉載有關資料和統計數據時採取合理審慎的態度。我們並無理由相信
有關資料和統計數據屬虛假或誤導或遺漏任何事實，致使該等資料或統計數據成為
虛假或誤導。我們、獨家保薦人、獨家全球協調人、獨家賬簿管理人、獨家牽頭經
辦人、包銷商、我們或彼等的聯屬人士或顧問或參與全球發售的任何其他方並未對
該等資料及統計數據進行獨立驗證，且並未對其準確性、完整性或公平性發表任何
聲明。本節所載資料和統計數據未必與根據中國或香港境內或境外官方或非官方來
源編纂的其他資料一致。因此，儘管我們認為我們於摘錄和轉載此等資料和統計數
據時已採取合理審慎的態度，仍應避免過度依賴本刊物所載資料。

中國文化藝術產業

概況

我們為一家中國領先的多元化文化藝術企業。我們在廣闊且穩步增長的文化藝術
產業內經營。根據國家統計局於2012年發佈的《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2012)》，中國文
化藝術產業包括以下產業：

• 廣播、電視及電影服務 • 文化休閒娛樂服務

• 文化藝術服務 • 工藝品生產

• 文化信息服務 • 文化產品輔助生產

• 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

中國自1970年代末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文化產業市場基本形成了由娛樂
市場、演出市場、音像市場、電影市場、藝術市場和網絡文化市場等組成的有機統一
充分競爭、高度監管的市場。於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期間（2006年至2010年），中國文化
藝術消費增加、文化藝術產業投資熱情高漲、市場的文化藝術產品及服務愈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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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得以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娛樂、藝術品和文化旅遊等產業蓬勃發展。2008年至2012

年，文化藝術產業增加值的年複合增長率高於中國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的年複合增長
率，凸顯出文化藝術產業成長為未來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潛力。

下表列明了2008年以來中國文化藝術產業的發展情況。按圖表所示，中國文化藝
術產業增加值由2008年的人民幣7,630億元增長至2012年的人民幣18,070億元，年複合
增長率達24.1%，同期文化藝術產業增加值佔中國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43%增
長至3.48%。

文化藝術產業增加值及其佔中國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0

200

2008年

2.43%
763

2009年

2.50%

840

2010年

1,105

2012年2011年

2.75%

3.48%

3.28%
1,807.1

1,551.6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2,000

1,80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2.80%

3.50%
3.40%
3.30%
3.20%
3.10%
3.00%
2.90%

文化藝術產業增加值 文化藝術產業增加值
佔中國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2008年至2012年年複合增長率 24.1% 

（人民幣十億元）

數據來源： 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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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藝術產業發展的主要促進因素

中國經濟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長

自1970年代末開始施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經濟一直迅速增長。從2008年到
2012年，中國名義國內生產總值以13.4%的年複合增長率增長，而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年
可支配收入以11.7%的年複合增長率增長。下表載列相關資料：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年複合增長率
（2008年至

2012年）

名義國內生產總值
 （人民幣十億元） . . . . . . . . . . 31,404.5 34,090.3 40,151.3 47,310.4 51,894.2 13.4%

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 . 18.1 8.6 17.8 17.8 9.7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民幣元）. . . . . . . . . . . . . . 15,781 17,175 19,109 21,810 24,565 11.7%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長率(%) . . . . . . . . . . . . . . . 14.5 8.8 11.3 14.1 12.6

資料來源：  《中國國家統計年鑑》（2008年-201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統計公報

有利的中國政府政策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文化藝術產業的發展。中國政府不斷出台促進文化藝術產業發
展的政策及法規，以支持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此等政策還有助於從事文化藝術產業的
中國企業提升國際競爭力，提高中國文化在全球市場的影響力。

2009年9月，國務院公佈《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振興規劃」）。2011年10月，中
央政府將發展文化藝術產業作為一項國家戰略。2012年2月，文化部出台《文化部「十
二五」時期文化產業倍增計劃》（「倍增計劃」），具體提出在「十二五」期間，文化部門
管理的文化產業增加值年平均現價增長速度高於20%，2015年比2010年至少翻一番。
倍增計劃亦為部分行業網絡設定具體目標：針對演藝行業，其建議發展以大型演藝集
團為龍頭，以中心城市劇場為支點，以二三線城市劇場為網絡的若干個跨區域演出院
線；針對藝術品行業，其設定中國藝術品市場交易總額到2015年達至人民幣2,000億元
的目標，並在中國打造兩至三家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藝術品產業集聚區，將中國打造成
世界的主要藝術品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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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並不斷增加的產業投資

中國政府不斷增加國家對文化藝術產業的直接財政支出。自2010年起，財政部建
立了文化產業發展專項基金，用於促進文化藝術產業的發展並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和戰略性結構調整。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年鑒》，由國家財政支出的文化事業費支出由
2008年的人民幣248億元增加至2011年的人民幣393億元，年複合增長率達到16.6%。

此外，中國政府還推出多項政策以吸引社會資金投資文化及相關產業。例如，國
務院的振興規劃中提出設立文化藝術產業投資基金，後由財政部牽頭發起設立總價值
人民幣200億元的投資基金。投資基金作為戰略投資者，為文化企業提供股權投資，實
行市場化運作，促進文化資源的整合和結構調整。中共中央十七屆六中全會正式提出
鼓勵多種形式的社會資本投資文化藝術產業。根據投中集團統計數據顯示，受益於有
利政策，2007年至2013年4月期間，中國累計設立92支文化藝術產業投資基金，募集總
額達人民幣466億元。此等基金提供的充足資本資源為中國文化藝術產業發展和市場的
整合加速創造了條件。

技術進步

技術，特別是信息傳播技術，對於文化藝術產業的發展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振
興規劃提出：「發展新興文化業態。採用數字、網絡等高新技術，大力推動文化產業升
級。」信息通信技術革命從數據形式和數據傳輸手段的變革發軔，反過來又刺激了對
傳播內容的需求。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13)》顯示，以微博
及微信等新媒體信息傳播渠道不斷催生出新的文化形態和樣式，對文化節目內容的質
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文化及藝術等審美內容。技術與內容的結合在電影行業顯
得尤為突出，據統計數據，2012年在中國上映的3D電影合共36部，雖然只佔全年上映
影片總數的11%，但是貢獻了全國票房收入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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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藝術品經營與拍賣行業

概況

藝術品市場通常由一級市場（或藝術品零售市場）、二級市場（或藝術品拍賣市
場）和藝術品博覽會構成。一級市場主要包括畫廊和文物商店，而二級市場主要包括
藝術品拍賣行。藝術品博覽會可作為一級市場、二級市場間的交易及溝通紐帶。

中國藝術品市場已實現平穩增長。拍賣行業雖經歷過波動，卻仍在藝術品市場中
發揮主導作用，其表現綜合反映出現行市場的發展趨勢。下圖所示中國（包括香港）過
往10年的藝術品拍賣成交總額：

中國（包括香港）藝術品拍賣成交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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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十億元）

2003年至2012年年複合增長率42.3%

數據來源： 2003年至2009年數據：雅昌，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的20年市場數據收集；2010年至
2013年數據：雅昌，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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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包括香港）的藝術品拍賣成交總額於2003年開始大幅增長，而2012年其年
複合增長率達至42.3%。期間雖有起伏，但市場規模穩定增長，同時伴隨着全球化進程
的深入，藝術產業開始超越國界，全球藝術品市場投資和消費的重心由發達國家逐漸
向新興市場轉移。在此發展趨勢下，中國已逐漸在全球藝術市場佔據着重要的地位。
就拍賣成交額而言，自2010年起，中國（包括香港）已成為世界高雅藝術品（包括油
畫、雕塑、繪畫、攝影作品、雕刻、水彩畫及裝飾品，不包括古董及家具）最大的拍
賣市場，而北京及香港為兩個主導中心。北京已成為全球的中國藝術品經營及拍賣中
心之一。

全球高雅藝術品拍賣成交額詳情（按國家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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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  Artprice.com、雅昌《2006年至2011年藝術市場趨勢報告》及《2012年藝術品市場》。

2011年，中國（包括香港）的藝術品拍賣年成交額達到人民幣856.5億元，較2010

年增加49.4%。2012年，受全球及國內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年成交額下滑32.8%。2013

年上半年，市場已趨向穩定。稀缺及優質藝術品的需求日趨增加，而供應量非常有
限，迫使藝術品拍賣行投入更多資源進行藝術品徵集及推廣，並不斷提升客戶服務，
為未來增長開發新的藝術品類別。下表載列自2010年至2013年上半年的中國藝術品拍
賣市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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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概況

項目 2010年春 2010年秋 2011年春 2011年秋 2012年春 2012年秋 2013年春

藝術品拍賣行數量 . . . . . . . . . . 141 204 219 295 224 283 240

拍賣會數量 . . . . . . . . . . . . . . . . 205 300 295 409 296 367 336

藝術品上拍件數 . . . . . . . . . . . . 162,580 259,381 250,970 347,247 234,877 292,433 243,997

藝術品成交件數 . . . . . . . . . . . . 88,685 133,631 122,984 142,005 112,991 129,540 112,643

藝術品拍賣成交總額
 （人民幣十億元） . . . . . . . . . . 20.14 37.21 42.84 42.81 28.16 29.44 26.59

數據來源： 雅昌《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調查報告（2013年春季）》。

大多數藝術品拍賣行都以「春拍」，「秋拍」為其一年中兩個主要的拍賣季，春秋
拍成交額佔年成交總額的絕大部分。「春拍」季大約從4月延續到7月，「秋拍」季大約從
9月延續到12月。拍賣行還會在兩個主要拍賣季以外的期間舉辦精品拍賣會。

中國藝術品經營與拍賣市場的特點為各地區的民族傳統及文化各異，造成中國各
地區對藝術品需求和審美的差異。目前，北京、上海、廣州及西安等主要城市為具有
較高購買力和藝術品鑒賞能力的人群聚集的城市，並已成為藝術品交易的區域中心。
其中北京是世界知名的中國藝術品經營拍賣中心，影響力輻射全國乃至海外。

藝術品拍賣市場受經濟的整體實力及穩定性以及金融市場表現的影響。當市場有
充足流動資金時，藝術品價格將上漲，賣家及買家更願意進行交易，因此，藝術品拍
賣成交額將會增加。相反，伴隨着經濟衰退或政局不穩，藝術品賣家與買家之間進行
交易的意愿將受到負面影響，藝術品拍賣成交額或會下跌。例如，2012年，宏觀經濟
低迷導致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自2009年爆炸性發展後首次出現負增長。2012年，中國
藝術品拍賣市場在春拍季和秋拍季的成交額僅為人民幣281.6億元及人民幣294.4億元，
分別較去年同期下跌34.27%和31.23%。

根據雅昌的資料，2013年中國春拍藝術品拍賣成交總額達約266億元。於我們的
2013年春季拍賣會上，共售出180多件每件成交額逾人民幣10百萬元的藝術品。中國
（包括香港）藝術品拍賣市場的好轉亦可通過香港拍賣行的業績提升得到證實。根據雅
昌的資料，2013年10月，香港蘇富比進行了2013年秋拍，其在拍賣會上錄得拍賣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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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約42億港元，較2012年秋拍上的成交總額增加105.2%。保利香港拍賣在其2013

年秋拍上成功錄得拍賣成交總額約989.1百萬港元，較2012年秋拍上的成交總額增加
90.6%。基於該等因素，我們認為中國藝術品拍賣成交額於2014年將保持上升勢頭。

不同類別藝術品的價格或會因客戶的偏好及品位而不時出現波動。儘管藝術品的
拍賣價格在長期內可能會有所上漲，但價格會隨着市場偏好及一般市場狀況而出現波
動。亦請參閱「風險因素－藝術品的需求不可預見，可能對我們獲得和銷售藝術品的
能力、我們的業務、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發展面臨的挑戰

中國藝術品市場在高速發展中也存在一些問題，諸如部分買家延遲交納拍品款，
拍賣後不結算，以及如何提高藝術品鑒定的準確度等。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
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健康發展，因此中國政府相關監管部門、拍賣行業協會、行業內知
名企業均高度重視對這些問題的解決。近年來，中國拍賣行業協會組織開展了文物藝
術品拍賣企業標準化達標認證工作，組織制定了行業自律公約等。國內拍賣行通常允
許購買高價值藝術品的買家在較長的信貸期內付款或分期付款，並對應建立了嚴格的
內部控制措施，以改善結算狀況；同時，亦致力於通過聘請行業專家和遵循嚴格的內
部控制流程來提高鑒定的準確度。亦請參閱「風險因素－我們的業務、財務狀況、經
營業績與前景及　閣下的投資價值，可能因為有關本公司、我們的人員、我們的控股
公司或中國拍賣業的負面媒體報道而受到重大不利影響」。

中國藝術品經營與拍賣行業的主要驅動因素

中國高淨值人群的快速增加

近年來，中國在全球藝術品拍賣市場份額不斷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來自於中國藝
術品收藏家持續增長的購買力。從2008年到2012年，中國城鎮居民每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從人民幣15,781元增長到人民幣24,565元，年複合增長率為11.7%。根據《2013年中
國私人財富報告》，2012年底前，中國擁有700,000位高淨值個人（界定為至少擁有人民
幣10百萬元可投資資產的個人），超逾2008年底前的翻倍人數。中國高淨值個人的人數
預計於2013年底前進一步增至840,00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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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資本大量湧入

藝術品不同於房地產、股票和債券等傳統資產類別，為國內及國際投資者豐富其
投資組合的資產配置提供了其他重要的選擇，從而帶來國內及海外資金持續流入中國
藝術品市場。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藝術品的投資價值被重新發現，吸引到更多喜
歡收藏兼具深厚文化底蘊及高投資回報的罕見及獨有藝術品的機構投資者。在中國，
若干信託公司及證券公司，例如國投信託有限公司，連同拍賣行作為顧問，例如保利
文化、中國嘉德，創新性的設立信託計劃向投資者提供藝術品投資及融資機會。進而
推動藝術品的投資價值不斷升值。機構投資者不斷增加的資本湧入保證了中國藝術品
市場更為持續的發展。

豐富的中國藝術品存量

中國悠久的歷史和廣袤的地域造就了數量龐大、種類豐富的藝術品，其中不乏具
備精美的工藝、深厚中國歷史和文化底蘊的精品。全球收藏家對中國藝術品的興趣及
需求不斷增加。因此，許多流落文物和民間藝術品已被發現，並交付出售或拍賣。此
外，中國當代藝術品市場亦發展迅猛，進一步豐富了中國藝術品的種類。該等渠道已
為中國相關市場提供了充足的藝術品以供交易及拍賣。

中國及香港藝術品拍賣市場的競爭格局

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對於境內的民營資本開放，不存在限制性牌照壟斷，呈現高
度市場化。此外，鑑於藝術品區域分佈比較分散，賣家及買家可能參與境內外舉辦的
拍賣會，從而令境內拍賣行面臨國際競爭。現行《文物保護法》限制外資及中外合資企
業從事文物拍賣，因此外資及中外合資拍賣行僅能從事中國當代藝術品等少數類別的
藝術品拍賣。

中國（包括香港）藝術品拍賣市場內兩大全球拍賣行蘇富比和佳士得仍佔有可觀
的市場份額。然而，經歷2008年金融危機對全球藝術品拍賣市場帶來的深度調整之
後，兩家國內藝術品拍賣行保利拍賣及中國嘉德的拍賣成交額得以大幅增長，在中國
（包括香港）藝術品拍賣市場超過蘇富比和佳士得。北京匡時及北京翰海等當地其他藝
術品拍賣行也有出色的拍賣業績。2012年，儘管宏觀市場有所衰退，保利拍賣仍保持
了在中國（包括香港）藝術品拍賣市場的領先地位。保利拍賣就藝術品拍賣成交總額而
言佔有最大市場份額，並較其多數競爭對手舉辦更多的精品拍賣會，顯示出其在徵集
藝術品及組織拍賣會方面的強大實力。下表列示了中國（包括香港）藝術品拍賣行截至
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藝術品拍賣成交總額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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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國（包括香港）

藝術品拍賣成交額前五名的藝術品拍賣行

排名 藝術品拍賣行名稱 拍賣場次數量 拍賣成交總額

（人民幣百萬元）
1 . . . . . . . . . . . . . . . 保利拍賣 75 3,813.4

2 . . . . . . . . . . . . . . . 中國嘉德 75 3,327.1

3 . . . . . . . . . . . . . . . 香港佳士得 12 2,494.5

4 . . . . . . . . . . . . . . . 香港蘇富比 18 2,067.9

5 . . . . . . . . . . . . . . . 北京匡時 20 1,411.2

2012年中國（包括香港）藝術品拍賣成交額前五名的藝術品拍賣行

排名 藝術品拍賣行名稱 拍賣場次數量 拍賣成交總額

（人民幣百萬元）
1 . . . . . . . . . . . . . . . 保利拍賣 120 6,495.5

2 . . . . . . . . . . . . . . . 中國嘉德 123 5,161.6

3 . . . . . . . . . . . . . . . 香港蘇富比 26 3,677.0

4 . . . . . . . . . . . . . . . 香港佳士得 15 2,283.1

5 . . . . . . . . . . . . . . . 北京匡時 35 2,208.4

附註：

(1)  保利拍賣數據包括北京保利拍賣與保利香港拍賣；中國嘉德數據包括嘉德北京和嘉德香港。

(2) 藝術品拍賣成交總額包括拍賣落槌價及買方佣金。

(3) 由於境內拍賣拍品結算期延遲和買方違約等原因，導致各家拍賣行難以統計準確的已結算
銷售數據，可能與拍賣成交額統計數據存在較大差異。

主要以雅昌於2013年6月30日的數據為基準

中國及海外的藝術品拍賣行積極進行業務地域擴張。近年來，蘇富比和佳士得等
海外藝術品拍賣行更加注重擴展中國市場。2012年9月，蘇富比與北京歌華美術公司成
立蘇富比（北京）拍賣有限公司，成為首家在中國內地經營業務的海外藝術品拍賣行。
2013年4月，佳士得成為首家獲得在中國獨立開展業務執照的海外藝術品拍賣行，並計
劃於2013年秋季開始在上海舉行拍賣會。儘管中國現行《文化保護法》禁止外資及合營
拍賣行從事文物拍賣，彼等進入仍使得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的競爭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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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國藝術品拍賣行也開始於香港等海外藝術品拍賣市場擴展其業務。
2011年5月，中國嘉德成立中國嘉德（香港）國際拍賣公司，並於2012年秋季在香港舉
辦首場拍賣會。2012年10月，我們成立保利香港拍賣，並於同年在香港舉辦首場拍賣
會。

截至2010年、2011年及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我們的藝術品拍賣成交總額分別佔中國（包括香港）市場份額的15.8%、14.1%、
11.3%及14.3%。我們於2011年的市場份額較2010年略有減少，主要是由於2011年中
國（包括香港）的藝術品拍賣成交額較2010年大幅增加，從而吸引更多競爭對手進入該
市場。2012年，我們的市場份額進一步下降，主要是由於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因市場
對流動性的關注而經歷調整。儘管2012年香港藝術品拍賣市場受該趨勢的影響相對較
小，但我們於香港的業務仍處於初始階段。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市場
份額增至14.3%，主要是由於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表現穩定、我們實行經調整與行業趨
勢相符的業務策略以及於香港拓展我們的拍賣業務。

中國藝術品經營與拍賣行業的發展趨勢

市場經營主體結構持續調整

目前，相較一級市場（或稱藝術品零售市場），中國藝術品二級市場（或稱藝術品
拍賣市場）發展相對更為成熟。隨着中國藝術品市場的不斷發展，藝術品市場的主要
經營主體結構不斷調整優化，未來國內的藝術品博覽會、畫廊及文物商店透過自身品
牌的拓展、學術互動和改善藏家服務更為成熟。與此同時，中國的拍賣行將繼續開發
創新的業務模式及新的藝術品類別，以增強其競爭力。預期中國藝術品市場將繼續調
整優化其結構。

持續的產業化和資本化

隨着從事藝術品經營與拍賣業務的機構與個人不斷增加，中國藝術品市場逐漸產
業化及資本化。藝術品是重要的投資資產類別，銀行及信託等金融機構提供的充足資
本對藝術品市場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的財務支持。隨着市場化程度加深，藝術品交
易、鑒定和估價機制將進一步提升，而藝術品估值將進一步趨向理性。

中國藝術品的國際化

中國古代藝術品一直是國際藝術品藏家熱衷收藏的對象。伴隨着中國經濟持續增
長，中國現當代藝術品也逐漸受到熱捧。此外，中國買家購買力日趨增強，並展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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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符合其品位的藝術品投資的鮮明興趣。以上因素使得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於2003年
後實現爆發性增長。根據Artprice.com及雅昌，中國（包括香港）自2010年起問鼎全球
高雅藝術品拍賣市場的龍頭位置；2012年，中國（包括香港）佔全球市場份額41%，而
美國市場佔27%及英國市場佔18%。我們預計，中國將繼續位居全球最大藝術品市場之
一的寶座，從而進一步刺激中國藝術品的國際化。

中國演出與劇院管理行業

概況

劇院是組織各類文化演出的場所，包括戲劇、話劇、音樂劇、歌舞劇、曲藝、芭
蕾及其他。尤其是，中國演出與劇院管理行業同時兼負商業與社會效益目的。因此，
除表演文化演出獲得商業利益及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也肩負着滿足居民文化產品需求
以及提升社會文化藝術修養和文藝欣賞水平的責任。

隨着文化產業的整體發展，中國演出與劇院管理行業高速發展。據國家統計局
數據統計，2012年，中國7,321個表演藝術團體演出共1,350,200場，中國觀演人次達
到828.1百萬人次。演出收入從2008年的人民幣13.3億元增長到2012年的人民幣64.1億
元，年複合增長率為48.2%。

年度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藝術表演團體數目 . . . . . . . 5,114 6,139 6,864 7,055 7,321

演出場次（1,000場次） . . . . 905.3 1,201.6 1,371.5 1,547.2 1,350.2

國內演出觀演人次
 （百萬人次）. . . . . . . . . . . 631.9 817.2 884.6 745.9 828.1

演出收入（人民幣十億元） . 1.33 2.88 3.43 5.27 6.41

演出場館數目 . . . . . . . . . . . 1,944 2,137 2,112 1,956 2,364

數據來源： 文化部《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鑑》（2008年－2013年）
 中國國家統計局

隨着演出團體數目與演出收入的快速增長，演出場館的數目由2008年的1,944個
增至2012年的2,364個，包括985個劇院和776個影院。

演出與劇院管理行業中的大型劇院和高雅藝術演出通常集中在經濟發達、人均
國內生產總值較高、當地政府具備一定財政實力的城市，包括一線城市（如北京、上
海等）、二線城市（如武漢、重慶等）以及國家文化體制改革的試點城市（如常州、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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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青島等）。這些城市有優良的劇院基礎設施及對劇院演出有穩定的需求，因此當地
文化市場在支持安排較大演出項目方面更為成熟。劇院演出需求通常在下半年較為旺
盛且在假期季節期間達到高峰，尤其是九月至十月（中秋節及國慶節假期）以及十二月
至一月（聖誕節及新年）。

中國演出與劇院管理行業的主要促進因素

政府大力倡導高雅藝術

中國政府竭力推廣高雅藝術及提高人民群眾文化素質。2009年，國務院頒佈振興
規劃，明確提出將建立主要城市的文藝演出院線網絡作為建造中國現代文化及藝術市
埸的主要任務之一。伴隨財政實力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將劇院建設和提供文藝演出
作為惠民工程進行提倡。

中國多數劇院乃由地方政府興建，肩負有社會責任。劇院管理公司通常與當地政
府訂立劇院管理協議，其中會設定全年平均最高票價，以確保居民能以合理價格欣賞
一定數量的劇院演出。中國地方政府對宣揚高雅藝術的演出和演出團體也會進行票價
補貼。政府措施有效提升了中國高雅藝術演出的品位及需求。

城鎮化水平提升，城市生活方式佔主導地位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統計數據，2012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2.57%。中國正迅速
進入城市化時代，標誌為城市經濟及生活方式佔主導地位。城市居民家庭通常更加注
重文化消費。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城市居民家庭用於文
教及娛樂活動的現金支出比例平均為12.2%，而農村居民家庭平均僅為8.4%。劇院演
出是典型的城市文化消費活動，並從預期持續發展的城市化中受益。

人口教育水平提升

中國義務教育改革大幅提升了人民群眾的教育水平。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第六
次人口普查結果，2010年全國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比重為8.9%，較2000年第五
次人口普查時提高了5.3%。伴隨着整體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人們將對高雅藝術的興趣
及需求不斷提升，從而為演出與劇院管理行業提供更為廣泛的客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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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演出與劇院管理行業的競爭格局

中國劇院大多由地方政府部門出資興建，隸屬地方文化或者宣傳部門管轄。劇院
分佈較為分散，發展規模大小不一，導致市場集中度相對較低。就單體劇院而言，在
不發達地區，單體劇院因市場競爭不大而受益，而在經濟發達地區，如北京、上海、
重慶及深圳等地，單體劇院會因演出場所增加而面臨更為激烈的競爭。

為了使政府管理和企業營運分開及提高劇院的市場化運營能力，部分地方政府或
獲授權劇院擁有人會委託專業第三方進行劇院管理及營運，並支付一定數目的劇院管
理費。專業劇院管理公司有助於提升劇院的營運效率，從而為公眾提供更多演出，並
協助政府履行其提高人民群眾文化品位及推廣高雅藝術的職能。

中國各劇院經營主体主要通過直營劇院院線或者劇院聯盟兩種聯合經營模式實現
跨省、跨領域的資源整合和管理經營的標準化，進而提高劇院管理的品牌價值。中國
有兩大直營劇院院線，即保利劇院院線及中演院線，並有五大省際聯盟（北方劇院聯
盟、東部劇院聯盟、西部演出聯盟、長三角演藝聯盟及珠三角演藝聯盟）以及若干省
內演出聯盟（國家話劇院北京院線聯盟、四川劇院聯盟、安徽演出聯盟和江西演出院
線聯盟等）。競爭主要集中在演出資源及劇院管理等方面。

就營運中劇院數目而言，我們是中國最大劇院管理公司之一。截至2013年10月31

日，我們在中國29個城市管理有31家高端劇院。與管理鬆散的劇院聯盟相比，直營劇
院院線在承接新劇院、安排大型劇目巡演及提供標準化劇院管理方面享有競爭優勢。

中國演出與劇院管理行業的發展趨勢

劇院管理業務的持續市場化

目前中國演出與劇院管理行業的市場化程度和市場集中度相對較低。隨着中國政
府推行文化藝術產業市場化改革政策，更多劇院將會把業務委託給專業第三方，從而
令劇院營運與演出安排由更具經驗和效率的市場主體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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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院院線化管理方式將成為市場主流

隨着劇院演出市場的發展，觀眾欣賞層次逐漸多元化，向傳統的劇院管理模式提
出了新的要求。傳統上，會議及私人演出的場租佔劇院收入的主要部分。然而，劇院
的側重點需要轉向整合資源、推廣及銷售自創及公眾演出，以取得商業價值和社會效
益。不論是直接管理模式還是劇院聯盟模式均提高了不同區域間演出與劇院管理的效
率和盈利能力，並吸引更多國內外演出團體的表演。此外，部分劇院院線擬建立覆蓋
製作、發行及表演節目的一體化產業鏈，以為劇院提供資本支持，為開拓國內外市場
奠定基礎。

原創劇目繁榮增長

劇院間對優質節目資源的競爭日益激烈。在加大力度引進國外節目的同時，中國
企業竭力開發具自主知識產權的原創劇目。2012年，中國原創劇目個數達4,035個，包
括1,152個傳統中國戲曲、948個歌劇、舞蹈、音樂劇及輕音樂團、147個話劇及兒童劇
及1,220個由綜合性表演團體制作的劇目。

中國影院投資管理行業

概況

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近年來中國影院投資管
理行業高速增長。根據前國家廣電總局的統計數據，2012年中國電影產業總票房收入
達到人民幣170.7億元，其中城市電影院線票房收入達到人民幣166.3億元，自2008年起
年複合增長率為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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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明了2008年到2012年中國城市電影院線的重要指標。

中國城市電影院線的重要指標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年複合

增長率

（2008年至

2012年）

銀幕數目（千塊） . . . . . . . . . . . . . 4,896.4 5,947.9 8,452.4 13,120.1 18,987.3 40.3%

觀影人數（百萬人）. . . . . . . . . . . . 140.7 200.4 281.0 354.8 465.7 34.9%

電影票房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 . 3,883.5 6,019.0 9,749.3 12,431.4 16,627.6 43.9%

數據來源： 中國電影協會產業研究中心刊發的《2012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

此外，中國影院數持續高速增長。截至2012年，中國影院數達到3,680家，銀幕
數達到13,118塊。下圖列明了中國2008年到2012年城市影院和銀幕數的增長。

中國影院和銀幕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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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至2012年年複合增長率

影院數： 24.2%

銀幕數： 33.8%

影院數 銀幕數（塊）

數據來源： 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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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院線制

中國自2002年開始採用與國際接軌的電影院線制，即影片製片商及發行商向電影
院線提供影片拷貝，電影院線再根據統一供片體制向加盟影院提供影片拷貝。電影院
線基本上已成為進口影片及主要國產影片的統一供片渠道。

下圖列明了電影院線制的經營模式：

電影院線制經營模式

製片商

單個發行商
影院A1
影院A2

影院B1
影院B2

影院C1
影院C2

電影院線A

電影院線B

......

......

......

......

發行商 A

發行商 B

單獨發行

聯合發行
...

經扣除電影專項基金及稅項後，電影票房淨收入主要在電影製片商、發行商、電
影院線以及影院之間分賬。前國家廣電總局為了保護國內電影製片行業發展，指引建
議國內電影製片商最低可獲得43%的淨電影票房收入。然而，在實際操作中，由於電
影院線和影院議價能力相對較強，影院通常取得淨電影票房收入50%-55%的分成（即
經扣除3.3%的稅項及5%電影專項基金徵費後電影票房收入總額）、電影院線通常取得
淨電影票房收入1%-5%的分成，剩餘部分由製片商和發行商進行分成。最終分成受影
片種類及相關方的議價能力等因素影響而有所差異。

行業特點

電影票房收入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當地居民消費能力、觀影興趣和人口密度
等因素緊密相關。根據前國家廣電總局的統計數據，2012年，中國票房收入總額的
68.77%乃由十大地區貢獻，即廣東、北京、江蘇、浙江、上海、四川、湖北、遼寧、
山東及重慶。

經濟週期對電影行業的影響具有雙重性。一方面，電影票房收入與國民經濟發
展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水平密切相關，在經濟繁榮時期電影行業會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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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經濟蕭條時期，民眾的收入和對未來經濟增長預期將有所降低，因此民
眾會首先削減奢侈品消費，而可能會將更多的預算用於可負擔的文化娛樂消費（如電
影）。同時，電影將於衰退期為民眾提供精神支持。因此，電影票房收入於經濟蕭條期
間保持回彈。例如，根據美國電影協會(MPAA)的統計，全球票房收入在2008年至2012

年間保持增長勢頭，未受經濟危機影響。

全球電影票房收入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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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電影票房收入（十億美元）

數據來源： MPAA《Theatrical Market Statistics 2012》。

影院及電影在春節、勞動節、國慶節、聖誕節及新年等法定及傳統假日時最受歡
迎，因此中國影院投資管理行業的電影票房收入通常會於此期間錄得良好表現。

中國影院投資管理行業的競爭格局

目前，中國形成了全國性院線和區域性院線並存格局。尤其是，建設和發展全國
性電影院線是重中之重，他們的業務範圍覆蓋整個中國。與此同時，一些區域性電影
院線不僅受益於在當地市場擁有悠長的經營歷史，並有能力擴展至其他區域。

截至2013年10月31日，我們的14家自營影院均加入了保利萬和電影院線。按2012

年電影票房總收入計算，保利萬和院線是全國第15大電影院線，全年票房收入達到人
民幣338.8百萬元，佔全國電影票房總收入的2.04%。2012年票房收入數據亦顯示出，
我們的深圳保利影城為全國第16大、深圳市第2大影院。下表載列2012年中國電影票房
收入前20名的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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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國電影票房收入前20名的影院

排名 影院名稱 電影票房收入 排名 影院名稱 電影票房收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1 . . . . . . 北京耀萊 81.69 11 . . . . . 廣州正佳 59.33

2 . . . . . . 深圳嘉禾 77.86 12 . . . . . 哈爾濱萬達中央店 59.31

3 . . . . . . 首都華融 76.99 13 . . . . . UME重慶江北店 55.65

4 . . . . . . 上海萬達五角場店 74.04 14 . . . . . 武漢中影天河 53.21

5 . . . . . . 北京UME華星 67.03 15 . . . . . 成都萬達錦華店 52.74

6 . . . . . . 北京UME雙井店 63.84 16 . . . . . 深圳保利 51.83

7 . . . . . . 上海永華 63.57 17 . . . . . 廣州青宮 51.71

8 . . . . . . 北京萬達CBD店 63.26 18 . . . . . 北京星美 51.67

9 . . . . . . 廣州萬達白雲店 61.41 19 . . . . . 上海和平 50.96

10 . . . . . 廣州飛揚正佳 59.99 20 . . . . . 寧波萬達鄞州店 50.32

數據來源： 《2012中國電影市場報告》

中國影院投資管理行業的發展趨勢

影院數目持續增長

近年來，中國電影產量持續上升，而影院放映影片數量並沒有出現大幅增加。例
如，根據藝恩統計數據，2012年國產電影達到893部，而影院放映的國產影片只有約
231部。中國電影產量的增加，要求增加作為分銷渠道的影院數目。

同時，隨着互聯網、移動通信等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觀眾可以更加便捷地獲取
影片信息、電影排期、網上購票，去影院觀影更為方便。3D電影放映技術的發展，亦
強化了觀眾的觀影體驗並增強了觀眾到影院觀影的意願。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電影業仍存在巨大的潛力。截至2012年末，中國擁有銀幕
總數為13,118塊，而美國為39,918塊。2012年，中國每百萬人擁有銀幕約10塊，而美國
每百萬人擁有銀幕約127塊。

由於強勁的市場需求及發展潛力，以及政府政策指導及鼓勵，預計中國影院及銀
幕數目將於未來幾年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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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影院的投資回收期縮短

中國新建影院的投資回收期預期是10至15年。然而，強大的市場需求和電影院線
體制的經營效率不斷提高已縮短投資回收期，且影院的盈利能力大大增強。

鑑於自營影院具有較高且穩定的盈利水平，同時很大程度上可避免影片製作的業
績波動風險。從目前的政策方針和市場增長勢頭來看，影院投資管理將繼續為中國電
影業最具前景的行業之一。

加強與商業地產發展商的合作

影院投資方與商業地產開發商合作在商業中心區興建影院，已成為中國目前電影
業的最大亮點之一和一種主要趨勢。例如，憑藉商業物業發展的優勢，萬達影院採用
標準的院線管理模式，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自營影院。這一模式被眾多其他電影院線採
用。影院可帶來大量觀影人流，提升同一商業地產綜合體中其他業務的盈利能力，同
時，通過與商業地產發展商合作，影院投資方可以降低租金成本。商業地產開發與影
院投資的有力對接，能夠部分抵銷經營風險，創造雙方業務的雙贏局面。

日益重視技術革新

1999年數字放映技術的推出，使得電影數字化進入新時期。尤其是2005年，數字
影院的技術規格和標準的統一促進全球數字影院的快速發展，帶動電影行業向數字化
過渡。在數字銀幕中，3D數字銀幕發展快速，而中國目前是全球3D數字銀幕增長最快
的國家。

隨着影片拍攝和製作水平的不斷提升，能夠於巨幕上放映、給觀眾帶來更強視覺
衝擊的電影數目日益增多，使得巨幕放映技術再次受到熱捧。IMax電影系統自1967年
推出以來，一直在巨幕行業處壟斷領先地位。然而，近年來，國內多家影院和研究機
構竭力開發及推出擁有自主產權的巨幕放映系統，包括由中國電影科研所和中影集團
開發的DMax、保利影業開發的Poly-Max及萬達開發的X-Land等。國內巨幕放映技術
憑藉優良表現及相對較低的經營成本，正在逐步擴大其國內市場份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