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家影院讲述“潜规则”

3月7日，记者与上海、天
津、山东、湖南、浙江、安徽6家
影院经理取得联系，超过一半
的影院经理承认，他们参与了
《叶问3》的“买票房”事件。

上海一家影院经理透露，
他们曾与快鹿集团旗下的发
行方签订包场协议，内容是在
《叶问3》 上映的1个月内，按
照每场30%的上座率，每天包
2个厅专门放映《叶问3》，总包
场费用是30万元。按照协议，
包场金额原定分为3次打给影
院， 第1批预付款为整体包场
费用的20%，今年2月份，这6
万元就已经到账。

“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听过
的公司，直接来，说我给你多
少钱，你帮我进票房。这些钱
给到了影城， 但买了票之后，
并没有人来看电影。” 前述上
海的那家影院经理表示：“在
我这里， 他们专门买贵的，尽
可能的多打钱。你看到有些票
一张200多元， 就是这个原
因。”

这些看起来非常明显的
“票房舞弊”，在全国畅通无阻，
并未遭遇太大的抵制，除了万
达院线等大型院线之外，中小
院线都有参与其中。

并非所有影城都对这样
的“包场”甘之若饴。

记者调查发现，快鹿在上
海的一些“非常做法”，已经遭
遇了影院方面的“强烈反感”，
甚至“抵制”。

例如《叶问3》发行中，曾
出现过这样的一些“怪事”：
《叶问3》上映第一天，有家影
院早上8点半的场次被全部买
掉了，8点半别说影院没开门，
影院所在的商场都没开门。
“公司又怕别人说是‘幽灵
场’，所以还要组织人去，但其
实，这就是‘幽灵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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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商场没开门，楼上影院的票就卖光了

买票房？幽灵场？
《叶问3》问题多

为何需要大量“买票房”？

根据此前《中国经营报》的报道，这部电影在
2014年筹拍阶段，就曾通过多种方式募集了大量
资金，2015年又曾通过苏宁众筹等多个平台募集
发行资金，影片上映前夕，A股上市公司神开股份、
港股上市公司十方控股相继认购了《叶问3》票房
收益权的理财产品。

在片方人士看来，“买票房”一方面是希望《叶
问3》能取得票房佳绩，为快鹿接下来的电影造势；
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高票房在二级市场获利。

“其实，快鹿集团的理想模式是将理财产品的用
户转化为《叶问3》的观众。一方面避免资金链断裂，另
一方面又能做高票房。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模式，快鹿
集团还开发了一款专门的购票软件‘火票务’”。有快
鹿集团内部人员对记者表示：“但是这个理想模式忽
略了两点，1、电影的主流观众都是80后和90后，跟购
买理财产品的人重合度不高；2、 那些购买理财产品
的人根本不在乎几张电影票的钱。”

该人士表示：“其实快鹿的做法并不应该被一
棍子打死， 但可能之前快鹿没有操作过电影金融
产品的经验，也不了解电影。因此在决策和执行的
过程中，出现了太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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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完《叶问3》之后，我得赶紧离开这
个地方，太可怕了！”

上映4天拿下5亿票房的《叶问3》，连
日来遭受了大量“虚假排场”、“票房注水”
的质疑。6日晚，广电总局电影局表达了严
正态度，7日，《叶问3》的相关参与方已被
广电总局电影局约谈。

7日傍晚，广电总局电影局发布通知，
称将对3月4日以来电影市场出现的严重
的票房异常波动进行严肃排查，并要求相
关发行方提交与《叶问3》发行方签署的发
行合同。

快鹿为《叶问3》迅速扩张

就在3月7日，记者还联系到了一名与《叶问
3》 接洽过的众筹平台的相关负责人。 他告诉记
者，去年10月份，快鹿曾经找他们做《叶问3》的众
筹代理，承诺收益能很快兑现，但当他们去上海快
鹿总部做尽职调查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材料很不
合规，而且他们把一个项目的债权，重复抵押很多
次。”

之后， 他又去了与快鹿关联的一个线下资产
管理公司，“我发现他们的形象店在核心地段有
200多平方米的面积，装修非常豪华。”甚至他还
听该公司员工说自己的公司有二三万人，“这么高
的运营和人力成本， 肯定是覆盖不了正常的理财
收益。”

其实提起《叶问》，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就是
拍摄叶问系列的香港天马影视和知名电影人黄百
鸣。其实，《叶问3》原本也是由天马影视立项，但
该项目很快转手至快鹿集团。

天马影视一名前员工向记者透露，快鹿花了2
亿从黄百鸣手中买下了《叶问3》的大陆发行权，甚
至《叶问3》的大部分投资也都是来自快鹿集团。

“这个IP就让黄百鸣净赚2亿，还能从影片的
香港票房中分账。”该人士称。

为了发行《叶问3》，快鹿甚至收购了一家小
型的电影发行公司， 并将其改名为大银幕电影发
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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