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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逆轉租金貴 串流平台競爭 欠商場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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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銅鑼灣廿年
的資深戲迷盧小姐表

示自小喜歡看電影，看到一間接一間結業，
甚是感慨。她說： 「最懷念以前戲院外有很
多小販檔，賣蔗、煨魷魚。入場時，戲院內
有紅色布幔，經常滿座的場面，熱熱鬧鬧。
現在的戲院普遍分割成迷你影院，氣氛跟從
前不同了。有些迷你戲院的熒幕就像 大電
視，我會繼續入戲院看電影，但很多人已
覺得不用付款去看 大電視。時代就是在
轉變，不捨也沒辦法。」

於新蒲崗居住的鍾先生指嘉禾啟德戲院
平常也甚少客流，大多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幫襯」 。他說： 「間戲院又細，音響座位
唔係特別好，唯一好處係易買飛，加上近我
屋企。有得揀，都會去新的戲院，在商場食
飯睇戲一條龍。」

灣仔居住的王先生表示比以前少入戲院
了，除非是好吸引的大片。他說： 「普通電
影唔使第一輪去睇，等多陣可能網上都有，
我寧願喺Netflix睇舊戲。如果係大製作，有
特效，或者好評到唔想等，我就會入場睇
戲。講到尾，入唔入場都係睇部戲吸唔吸
引。當然，票價平啲更好。」

香港常規戲院約60間，
主要由七條院線及多間獨立

經營戲院組成。七大院線的戲院市場佔有率約
90%，包括MCL院線、百老匯院線、英皇院
線、嘉禾院線、Cinema City、新寶院線和影
藝。其他的小型戲院院線尚有巴黎倫敦紐約米
蘭戲院、寶石戲院、CJ CGV、高先電影院等。
其中以MCL院線擁有最多戲院，有17間。而位
於紅磡的寶石戲院是本港唯一一間仍採用傳統
人手畫位售票的電影院。

香港戲院的分布，主要集中於客流較多的

地區，如油尖旺區，有近10間戲院，相反在某
些區域如黃大仙、大埔區等只有一間戲院。香
港戲院的選址逾八成位於商場內，近年新開業
的戲院更傾向進駐大型商場，包括位於尖沙咀
K11 MUSEA的K11 Art House、深水埗V
Walk的嘉禾V Walk和馬鞍山新港城中心的英皇
戲院。雖然有新戲院開業，但舊有在社區裏營
運的戲院則相繼結業，如剛結業的銅鑼灣總統
戲院、嘉禾啟德等。同時，迷你戲院亦成大趨
勢，可容納大量觀眾的大型影院，亦買少見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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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你知

逾八成戲院選址商場 迷你戲院成趨勢

▲銅鑼灣總統戲院4月30日最後一日營業。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麥鈞傑攝

▲新蒲崗 「嘉禾
啟德」 於4月22
日結業。

▲2023年，電影《毒舌大狀》票房創下港
產片最高票房紀錄，大收1.142億。 劇照

◀九展貼出通知指6月30日
結束營運。

▶最近上映的《九龍
城寨之圍城》吸引觀
眾入場，開畫首日票
房突破500萬。 劇照

▲4月21日是 「全港戲院日」 ，尖沙
咀一家影院上座率高。 香港中通社

【大公報訊】《海關戰線》成為
第26屆意大利烏甸尼遠東電影節閉幕
電影，並於日前在當地舉行世界首
映，反響熱烈。《海關戰線》已定於
7月5日在香港上映，導演邱禮濤、編
劇李敏及主角謝霆鋒親赴意大利烏甸
尼出席首映禮，與現場觀眾近距離互
動，為電影打響頭炮。

《海關戰線》由邱禮濤執導，邵
劍秋監製，李敏、李昇編劇，謝霆鋒
擔任動作指導及主演，陣容還有張學
友、林嘉欣、劉雅瑟，吳鎮宇特別演
出。故事講述香港海關在一次例行海
上巡邏中，查獲一艘藏有大批殺傷力
武器的貨船，調查過程中遭遇一群海
外勢力轟炸搶奪。為追查走私真相，
張允南（張學友飾）派出下屬周正禮
（謝霆鋒飾）與國際刑警一同遠赴海
外，輾轉龐大而複雜的軍火黑市，頂
着漫天炮火追查線索的周正禮剛有眉
目，噩耗卻突然從香港傳來，原來軍
火失竊另有內情……

這次首映開場前，謝霆鋒、邱禮
濤與李敏在台上分享感受，邱禮濤表
示，霆鋒今次擔任《海關戰線》動作
指導，是他在電影界的一次新嘗試，
希望大家喜歡這部電影。李敏表示：
「這次應該是我第三次參加這個電影

節，《海關戰線》講述一個不是超級
英雄、但平凡人也可以發揮英雄式動
作的故事，是一部不一樣的動作電
影。」 霆鋒相當重視《海關戰線》，
從籌備到拍攝皆全力以赴，務求達至
完美效果，他說： 「我首次擔任動作
指導，今次的方向是，我們的爆破是
真爆破，從幾層樓跌下來，當然有威
吔輔助，但真是由我親身上陣，我所
用的方法都是香港動作電影最傳統的
方法，好希望在未來日子重新介紹、
激發一些年輕人去了解與喜歡這個行
業。」

【大公報訊】第26屆意大利烏甸尼遠東電影節終身成
就金桑獎頒獎禮日前舉行，張藝謀獲頒 「終身成就金桑
獎」 ，並由獲同一獎項的製片人邱復生頒發該獎項。張藝
謀發表感言表示希望從今開始，能再拍更多好看的電影給
大家。

今年烏甸尼遠東電影節為配合兩位終身成就獎得主張
藝謀和邱復生，特別上映兩人合作的《大紅燈籠高高
掛》、《活着》兩部數位修復版經典華語片。《大紅燈籠
高高掛》（1991）由侯孝賢監製，榮獲威尼斯影展最佳
導演銀獅獎、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等。《活着》
（1994）榮獲康城影展最佳男主角獎（葛優）及評審團
大獎。由於兩片都是問世30餘年後首次以數位修復版本重
現大銀幕，放映現場座無虛席。

影展創辦人莎賓娜巴拉切蒂致辭時表示，1991年9
月，在威尼斯影展看到張藝謀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
讓她自此深深愛上亞洲電影，並於8年後創辦了烏甸尼遠
東電影節，如今已舉辦到第26屆， 「如果沒有當年邱復生
投資張藝謀拍攝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應該就沒有今
天的烏甸尼遠東電影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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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獲頒第26屆意大利烏甸尼遠東電影節終身成就
獎。

▲李敏（左起）、謝霆鋒、張藝謀、
邱禮濤合照。

▶《海關戰線》在意大利烏甸尼遠東
電影節舉行世界首映，反應熱烈。

挽救戲院結業潮 有好戲就有觀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