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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吴志

最低两个人预约，电影院就可以

单独为你放映一场电影。最近，中影

全新推出的“预约放映”模式在各大

城市影院落地。中影相关人士此前

表示，“预约放映”其实就是在对分线

供片（发行）模式的一种探索。

“不同院线放映不同影片”的分

线发行模式，是今年国内电影产业的

一项重大探索。10月底，首批 24部

采取分线发行模式的影片，已在横店

签约。

光线传媒旗下电影《你的婚礼》

是 24部影片之一。最近片方宣布影

片将于今年 12 月 31 日登陆院线重

映，“中国首部分线发行电影”也是

该影片的卖点之一。随着分线发行

模式的推行，未来，更多的中小体量

影片有望登陆大银幕；观众或许也能

在影院发现更多自己感兴趣的题材

影片。

到了尝试的时候

分线发行的提法并不新鲜。在

国外，欧美和日本等市场，分线发行

模式已相对成熟。而国内 2021年 11
月公布的《“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

划》也明确鼓励开展分线发行、多轮

次发行、区域发行、分众发行等创新

业务。

之所以在今年推动分线发行落

地，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主要是因

为国内电影行业，已经到了既需要探

索分线发行，又具备尝试分线发行能

力的阶段。

目前国内电影上映，大多采用统

一发行、大规模集中上映模式。遇上

大片上映，全国上万家影院，可能有

一大半都在放同一部影片。中小影

片没机会在大银幕“露面”，消费者的

选择也不多。

以 2019 年的数据为例，作为全

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国内共上映影片

551部。同期美国发行影片 903部，

日本上映影片 1278部。能够上映的

551部影片中，也有不少在影院“半日

游”“一日游”，以至于还出现过部分

片方“跪求”影院增加排片的案例。

北京电影学院国家电影智库常

务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刘正山告

诉证券时报记者，推动分线发行，最

主要的目的是满足多样化的电影消

费需求，同时给更多影片以上映的

机会。

刘正山表示，电影在影院“半日

游”“一日游”，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比如一些影片可能因为质量不佳而

无法适应观众的需求，上座率不高；

或者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影院资源有

限，导致排片率少，从而在影院上映

时间较短。

“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发

行体制的问题。大一统的发行，导致

有限的影院资源拥堵，影院优先考虑

大体量的影片，而被预估为小体量的

弱势影片便成为炮灰。”刘正山说。

“分线发行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

做一些尝试，因为我们现在的市场够

大，银幕够多，而影院排片千篇一律，

一些小体量影片，市场空间太少了。”

知名电影博主温特对记者表示。

博纳影业集内容制作和发行放

映于一体。在 24部分线发行影片签

约当天，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也提

到，国内的银幕数量跃升到 8万张，

电影院达到了 1.1万家，在这样的体

量和规模下，市场的精细化已经是一

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要避免现在市

场出现的大档期拥挤，平时形成长时

期的空档期，片方不敢投入、不敢放

映的现象。”

提升市场空间

分线发行带来的直接作用，是能

够上映的影片数量增加，消费者的选

择增多。这对于提升电影市场空间，

激励电影创作有重要意义。

“分线发行对中国电影行业具有

至关重要的价值，它可以扩大中国电

影市场规模，突破市场上限。”刘正山

介绍，从数据来看，我国电影市场规

模已经进入“瓶颈期”。2017年全国

电影票房相对 2016年增长超过 100
亿元，但 2018 年的增长额度下降到

50亿元，2019年则下降到约20亿元。

“我国每年生产的电影就故事片

而言接近1000部，但是能够上院线的

不到一半。这些未能上线的影片，大

多为中小成本影片，并非没有观众，

只是针对的观众群体规模可能不

大。”刘正山认为，如果实现分线发

行，这些电影就有机会与观众见面，

既能满足观众的需求，又能够帮助制

作方收回成本和盈利，增加创作的积

极性。

分线发行带来的市场空间的上

升，影院也是主要受益方。目前，国

内影院普遍面临上座率持续走低的

困扰，能采取的措施却十分有限。分

线发行后，影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做更多自主选择，提升吸引力。

“我们从疫情前的全国影院数据

分析发现，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下的影

院约有 1000家。在传统的发行模式

中，小影院只能被动地接受大档期和

大片的排片安排。而分线发行可以

让小影院有更多地选择空间，可以根

据自己的特点和受众群体的需求来

选择适合的电影和上映时间。”刘正

山说。

实际上，过去部分影片的表现，

已经证明分线发行的确大有可为。

如2021年年底，电影《爱情神话》全国

上映。由于影片从故事到方言都具

有鲜明的上海特色，这部影片在上海

市场大获成功。累计 2.6 亿元票房

中，仅上海市票房就达到 1.08亿元，

占比超过40%。

今年 6月，由尹昉、张婧仪、张艺

兴等主演的电影《长沙夜生活》上映，

最终取得2068万元票房，其中来自长

沙市的票房达到 764万元，占比接近

37%。在分线发行机制下，未来这类

地域属性强烈，或者题材、故事独特

的影片，或许可以“选择性”发行上

映。它们省出来的放映空间，也将给

市场带来更多可能性。

还有难点待攻克

分线发行是国内电影产业走向

精细化、差异化发展的重要一步。但

作为一种新的尝试，分线发行推动初

期，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问题。

对于终端影院来说，分线发行首

先带来的是排片放映门槛的提升，进

而可能带来管理成本的增加。目前，

影院大多基于影片市场热度、观众口

碑等显性指标排片，分线发行后，影

院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影片，了解自己

的观众群体，并做好精准营销工作。

“分线发行初衷是好的，但这既

考验发行方对影片的把控，也考验

院线对旗下影院的掌控力和了解程

度。每条院线对每部类型影片售卖

情况都不一样，有些院线旗下三四

线城市影城多，有些院线的影院主

要分布在一二线城市，还有一些区

域性院线等，情况很复杂。”温特

表示。

除了这些细节，行业最需要探讨

的核心问题在于，分线发行是否真的

能吸引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

“分线发行、预约放映，我觉得都

是比较具体的做法，不能说没有作

用，但是作用有多大，还有待实践检

验。”聚影汇创始人朱玉卿直言，不管

是否分线发行，影片内容好才是第一

位，“制作再大的影片，如果观众不买

账，在哪个院线放也没有用。”

朱玉卿表示，一些小成本影片，

没有那么多的宣发预算向全国院线

宣发，集中到一两条院线发行是有

可能的。但问题是，小院线的票房产

出往往也十分有限，小成本影片在这

些院线发行，要收回成本还需要大量

的实践和探索。“所以我觉得分线发

行还有待观察，这需要全行业的共同

努力。”

近期中影的“预约放映”，实际上

就是分线发行的一场预演。从记者

实际观察来看，其接受程度也有待

提升。

比如在上海，最近主要有《航海

王：红发歌姬》《新神榜：杨戬》两部影

片开启预约放映观看，多数场次仅需

8人预约就能开启放映。但记者连续

观察多日发现，能够顺利达到开场人

数的场次并不多。在其他城市，一些

仅需 4人预约即可开场的放映，也存

在预约不满的情况。

片方也需要时间来摸索、适应分

线发行。首批 24部签约分线发行影

片，多以中小体量影片为主。知名度

相对较高的《你的婚礼》《人生大事》

都已是二轮上映。“现在都是拿老片、

小片尝试一下。”温特表示。

电影分线发行模式渐行渐近
助中小体量影片突破市场上限

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近期，多个央企的光伏组件招标

结果陆续出炉，组件价格持续下探，甚

至跌破1元/W的重要心理关口，牵动

着每一个从业者神经。行业机构数据

显示，降价依然是眼下主流趋势。

硅料环节，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硅业分会数据显示，本周N型硅料

成交均价为 7.11 万元/吨，环比下跌

3.79%。单晶致密料成交均价为 6.4
万元/吨，环比下跌3.61%。

该机构分析，造成价格变动的原

因一方面是由于下游硅片库存逐步

恢复至合理水平，硅片的开工率上调

使其恢复了一部分对硅料的需求，但

仍不足以消化硅料总产出，硅料库存

将持续累积。另一方面，多晶硅新建

产能陆续爬坡，外加本月合盛多晶硅

投入生产，多晶硅供应持续增加，硅

料供大于求的现状没有缓解。

值得注意的是，在硅业分会看

来，工业硅价格已有逐步稳定的趋

势，会对硅料市场价格产生成本支

撑。数据显示，本周化学级工业硅主

流价格 1.5万元/吨~1.57万元/吨。业

内认为，此轮工业硅现货价格已下跌

超过1000元/吨，但跌势已放缓，预计

现货价格将要触底。

两家主要行业机构在对硅料价

格走势判断的侧重点上略有差异。

其中，硅业分会认为，硅料成交价仍

有一定的下跌空间，未来价格更有可

能呈现持续的小幅下降局面。InfoLi⁃
nk Consulting认为，硅料价格环比降

幅将继续收窄，下旬价格有望暂时趋

于平缓。

硅片环节，随着库存的有效消纳，

整体供需暂时呈现稳定，甚至传出个

别供货吃紧的情况。根据 InfoLink的

观察，个别企业由于先前的保价策略，

自身库存水位保持较高，在本周针对

P型M10硅片报价也转而出现突破下

降，以缓和库存的堆积速率。同时，电

池环节价格的快速崩塌，也吸引二三

线电池厂家采购非A规产品，各规格

硅片供需状态持续改变。

价格方面，P型M10、G12硅片成

交价格落在每片 2.4 元与 3.4 元左

右。N型M10硅片落在每片2.4~2.48
元，G12硅片落在每片 3.45~3.5元附

近。由于当前硅片价格已经逼近生

产企业的盈利成本线，预期后续跌价

空间与幅度将十分有限。

电池片环节，本周电池片价格走

势出现分化，P型部分，M10电池片成

交价格维持在0.45元/W左右，而G12
尺寸成交价格则因为供需的错配再

度上扬，达到 0.56元/W左右，甚至当

前头部电池厂家仍在调高报价，新报

价达到 0.6元/W，凸显尺寸间价格的

分化。然而由于G12尺寸外采电池

片已无盈利空间，实际接受价格的主

导权仍在组件环节身上。

InfoLink 指出，当前电池价格的

快速崩塌影响逐渐发酵，部分二三线

电池厂家在生产PERC上已经近乎没

有盈利空间，减产氛围持续酝酿，然

而，对于厂家来说减产决定困难，企

业间担忧产线关停将流失部分人员，

以及生产运营角度降低开工率将变

相增加制造成本，对于非一线企业来

说，一旦减产关停可能将面临难以复

工的问题。

组件价格本周均价持续下探，一

线厂家提供价格已来到 1.03元~1.05
元/W，预期12月主流价格将来到1元

~1.05元/W区间，组件已无太多下降

空间。210组件受电池片价格影响，

本周价格暂时稳定。低价部分确实有

跌破 1元的交单，非库存抛货价格增

多。N型价格仍持续受到PERC冲击、

需求转换等因素影响，N型TOPCon组

件价格约1.03元~1.2元/W之间。

正如前述，组件价格快速下探的

情况引发业内高度关注。以近期国

投平定 100MW光伏发电项目光伏组

件设备采购中标候选人情况为例，第

一候选人晶科能源的预期中标价格

为1.01元/W，该价格几乎是目前N型

TOPCon最低的中标价格，其余两家

候选人通威太阳能、亿晶光电的报价

均在1.02元/W左右。

近期，多家头部厂商在调研中就

组件降价一事作出回应。隆基绿能

称，最近组件价格出现了特别非理性

的情况，已经接近 1元/W的水平，在

这个价格水平上全产业链都难以盈

利，会对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

影响，目前1元/W左右的组件价格仅

能维持光伏企业的勉强生存，很难

持续。

“未来行业什么时间能回到一个

相对正常的位置，时间上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可能明年上半年就会发

生。”在隆基绿能看来，行业调整的周

期长短与新扩产项目的投产节奏密

切相关。

在被问及产业价格下降期间如

何维持公司盈利水平时，晶科能源表

示，凭借公司的技术领先优势、全球

化能力、成本控制能力，可以保持一

体化 6%~8%的净利率水平，并通过

规模的增长实现公司业绩的增长。

天合光能则认为，未来组件价格

和行业盈利预计会出现两个分化，一

是龙头企业和其它企业的分化，二是

国内产能和海外产能的分化。客户

优先采购龙头企业的产品，龙头企业

订单持续增长，较高的开工率也形成

了成本优势。海外产能面对的是短

缺市场，相比国内的产能，海外产能

能够创造更好的利润，而龙头企业有

经验和水平去做海外产能布局。

光伏组件招标价逼近1元关口
全产业链盈利状况引发担忧

证券时报记者 王小伟

芯片半导体明星公司北方华创

(002371)控股股东将出现变更，变更仍

在北京电控体系内进行，变更原因来自

于国资股权的无偿划转。

11 月 16 日晚间，北方华创发布公

告，公司收到实控人北京电控出具的《关

于无偿划转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事项的通知》，将七星集团持有

公司的 33.61%的股权（对应约 1.78 亿

股）无偿划转至北京电控。本次股权无

偿划转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由七星

集团变更为北京电控，实际控制人仍为

北京电控。

三季报显示，七星集团为北方华创

控股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1.78
亿股。在本次无偿划转之前，北京电控

就已经直接持有北方华创9.4%的股份，

同时还通过七星集团实际控制着北方华

创。而本次划转之后，北京电控依然

100%控股七星集团，同时对北方华创的

直接持股比例将大幅提升到43%。

北京电控目前还是京东方、电子城、

燕东微等明星A股公司的控股股东，此外

还参股有北汽蓝谷等公司股权。本次北

方华创控股股东变更，意味着北京电控直

接控股的A股上市平台将再添一子。

北方华创表示，本次无偿划转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造成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北

京电控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将继续履行

原控股股东七星集团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再融资、资产重组时所做出的承诺

事项。

北京电控是北京市国资委旗下以电

子信息产业为主业的国有特大型高科技

产业集团，近年来确立了转型发展、创新

发展、融合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理

念，构建以“芯”“屏”为核心的产业生态，

着力提升产业发展自主可控水平。

除了控股股东将发生变更之外，“大

基金”对北方华创的持股比例也发生变

化，变动比例达到1%。变化原因来自于

两个方面：主动减持和被动稀释。

根据北方华创同日公告，公司收到

持股 5%以上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关

于所持公司股份变动1%的告知函，其于

2023年 6月 6日至 11月 15日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27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0.995%。

同时，2023年 6月 6日至 11月 15日

期间，北方华创因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增

加股本 39万股，公司股本总数由 52974
万股增加至 53013万股，国家集成电路

基金持股比例被动稀释0.005%。

以上两大因素叠加之下，截至公告

日，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持有北方华创的

股份约313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5.92%，

持股比例变动为1%。

北方华创
国资股权无偿划转

证券时报记者 聂英好

11月 16日晚间，昊志机电(300503)
发布公告，该公司原董事长汤丽君因内

幕交易行为，被证监会行政处罚。

公告显示，昊志机电近日收到原董

事长汤丽君转交的中国证监会作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其因违反相关规定，

构成内幕交易行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决定没收汤丽君违法所得245.04
万元，并对其处以490.09万元罚款。

昊志机电表示，上述处罚决定仅涉

及汤丽君个人，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及财

务状况不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规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9月 18日，昊志机电也曾公告公司

董秘被立案调查。公告显示，该公司董

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肖

泳林也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收到证监

会的《立案告知书》，肖泳林于 2023年 8
月 25日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

式立案。受此消息影响，公告次日昊志

机电股价跌逾8%。

该公司表示，该次立案是针对肖泳

林个人的调查，且立案涉及事项与前期

已披露的公司相关人员涉嫌操纵证券市

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权

力机关立案调查是同一事项。

昊志机电是一家专业从事中高端数

控机床、机器人、新能源汽车以及节能环

保领域核心功能部件等的研发设计、生

产制造、销售与维修服务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于2016年在创业板上市。

昊志机电原董事长
被罚没7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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