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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435,000.00 万元（含本数），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1 新建影院项目 314,500.00 304,500.00 

2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130,500.00 130,500.00 

合计 445,000.00 435,0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以及资金需求等实际情

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

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

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新建影院项目 

1、项目概述 

本项目建设地点为万达电影拟新建影院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根

据万达电影的现有情况和未来发展目标，本项目计划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新建影院 162

家。 

2、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1）继续建设综合性现代化影院满足大众日益提升的文化需求，并为我国院线行

业树立建设及服务标准 

截至 2019 年底，中国电影银幕数已近 7 万块，为全球拥有银幕数量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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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票房仅次于北美的第二大电影市场。随着电影产业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中，电影产业将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推动 GDP 增长的支柱产业之一，长期来看

具有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自 2005 年成立以来，公司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行业最高要求打造影院的

建设及服务标准。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投入运营的 IMAX 银幕 349 块，杜

比影院 45 个，已有 42 家影院配置自有高端巨幕品牌 PRIME 影院，是全国拥有 IMAX

银幕数量和杜比影院最多的院线。通过多年内生式发展，公司的票房、观影人次、市场

份额已连续十一年位居国内首位。作为行业领导者，公司希望通过建设更多的高标准综

合性现代化影院满足大众日益提升的观影需求，并为我国院线行业树立较为完善的建设

及服务标准。 

（2）电影院线行业市场竞争激烈，我国头部院线公司发展空间巨大 

近年来，中国电影院线行业集约化效应开始凸显。北美成熟市场的前三大院线的市

场份额合计超过 50%，而 2019 年国内前三大院线的合计市场份额仅为 31.0%，行业有

望向具备规模优势以及多元化经营能力的头部院线公司加速集中，我国头部院线具有较

大的发展空间。2018 年 12 月，国家电影局下发《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

荣发展的意见》鼓励院线公司依法并购重组，推动院线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2017 年至 2019 年间的电影票房复合增长率为 7.21%，同期全国银幕增速高于整体

票房增速，中小院线或影投公司经营压力较大，其中部分中小影院已逐步退出市场。此

外，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院线行业及电影产业全产业链短期内承受较大压力，

面临现金流不足的阶段性困境，中小影院经营压力尤为突出，预计疫情过后头部院线公

司的市场份额将加速提升。 

（3）进一步提升市场覆盖率及渗透率，巩固公司在我国院线行业的领导地位 

自成立以来，公司在积极稳妥建设高标准影城的同时亦重视项目品质及收益，自

2018 年以来新开业的影城数量合计逾百家，影院终端规模进一步扩大。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已开业直营影院 656 家，合计 5,806 块银幕。2019 年公司自营影城

累计票房市场占有率为 13.3%，已连续十一年位居国内首位。 

从我国院线行业的运营经验来看，强大的终端控制能力是行业核心竞争力之一。公

司须进一步完善影院网络布局，增强区域优势，从而不断提升城市覆盖率及渗透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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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巩固公司在院线行业的市场份额和领先地位。 

（4）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凭借公司成熟的管理体制和丰富的影院经营经验，新建影院实现运营后，公司的营

业收入将相应增长。在新建影院进入成熟期后，公司的利润规模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中

长期来看，新建影院将有助于公司经营规模及盈利能力的提升。 

此外，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借款将有助于公司优化资本结构，降低利息支

出，从而显著增强抗风险能力，确保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 

3、项目建设可行性分析 

（1）我国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及就业总量持续增长 

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文化发展体制机制的逐步健全，我国文化产业

的发展势头总体良好，文化消费需求不断提振，行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持续提高。近年来

文化产业的资产规模及产出规模明显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

产业企业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86,624 亿元，同比增长 6.96%；2018 年全国文化及相关

产业增加值为 41,171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4.48%，比上年提高 0.22 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稳步上升。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兴产业，文化产业的覆盖范围较广、

产业链条较长、关联效应较强，吸纳就业能力持续增强。根据国家统计局，截至 2018

年末，我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达 2,789 万人，较 2013 年末增长 30.8%。 

（2）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为居民文化娱乐消费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不断向好，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居民生活水平继续提升，对

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需求持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我国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

年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从 2013 年的 1,398 元增至 2019 年的 2,513 元，复合年均增长

率达到 10.3%。在国家拉动内需的政策推动下，人民群众用于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预计

仍将持续增长。 

随着消费升级和技术革新，我国文化产业已迈入数字化与消费型时代，文化新业态

发展势头强劲。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传播、消费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不断加快，

已成为文化产业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作为居民文化生活的重要消费方式之一，观影兼

具休闲娱乐、信息交流、亲友往来等独特价值，已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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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行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3）国家政策推动为我国电影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十三五”以来，国家继续加大对文化产业建设的支持力度。《十三五规划纲要》

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加

快发展现代文化产业。 

2017 年 12 月，为推动我国电影事业繁荣发展，鼓励影院放映国产影片，根据财政

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关文件，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理委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奖

励放映国产影片成绩突出影院的通知》（电专办字[2017]41 号），对放映国产影片成绩突

出的影院继续给予奖励。 

2017 年 12 月，为推动电影放映市场均衡发展，扶持贫困地区县城影院，满足群众

观影需求，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办公室印发《关于支持中西部县城数字影院建设发

展的通知》（电专办字[2017]40 号）。 

2018 年 12 月，国家电影局下发《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

见》（国影发[2018]4 号），鼓励院线公司依法并购重组，推动院线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电影院线行业有望加速向具备规模优势以及多元化经营能力的头部院线公司集中。 

2019 年 5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关于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促进我国

影视业健康发展的意见》，推进影视业改革，要从完善创作生产引导机制、规范影视企

业经营行为、健全影视评价体系、发挥各类市场主体作用、加强行业管理执法、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统筹推进改革，形成管用的长效机制。 

2020 年 4 月，国家电影局发布《积极协调出台政策措施推动电影行业纾困发展》

的通知，国家电影局协调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税务总局等部门，研究推出免征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以及其他财税优惠政策。同时，加大对重点影片的创作和宣发支持力度，

指导各地出台帮扶电影企业纾困发展的政策措施。 

（4）我国电影产业蓬勃发展，疫情不改长期发展趋势 

近年来我国电影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已跃居为仅次于北美的全球第二大电

影票房市场。根据广电总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统计，2010

年至 2019 年间，中国电影票房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22.81%；2019 年，全国电影总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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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 642.7 亿元，城市院线观影人次累计 17.3 亿，均创历史新高。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影院总数已达到 11,859 家，银幕总数已达到 69,787 块；2019 年，全国新增影院

1,453 家；新增银幕 9,708 块，银幕增速达 16.16%，居世界首位。高质量的文化内容输

出及观影人次与银幕数量的增长持续推动全国电影产业良好发展。 

相较于北美地区的 3.7（男性）/3.4（女性）次人均观影次数，中国当前人均观影次

数仅为 1.2 次，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根据普华永道《2017-2021 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

业展望》数据，2021 年中国电影票房有望将达到 107 亿美元（约合 700.68 亿元），或与

美国基本齐平，从而并列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 

虽然 2020 年新冠疫情对电影投资制作端及院线放映端短期内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但随着疫情影响逐步减小，预计观众的观影需求将逐步恢复，影城的生产经营将逐步恢

复，不改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长期来看，由于疫情加速中小院线的淘汰，影院集中度

将显著提高。作为行业龙头，预计公司将明显受益于集中度的提高，市场前景仍然广阔。 

（5）公司影院布局核心地段，持续受益于优质商圈，打造优质影院 

公司与国内知名商业地产开发商、运营商已建立长期深厚的合作关系，积极推动公

司的全国布局。依托万达广场等优质商圈，公司积极布局城市核心地段，持续打造优质

影院。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公司开业影城分别为 80 家、78 家和 73 家，其中

于万达广场内开业的影院数量占比超过 50%。本次募投项目的万达广场新建影院数量占

比超过 50%，万达广场作为优质商圈有利于公司新建影院增强竞争力。此外，公司拥有

成熟的开发策略及丰富的影院运营经验，在非万达广场商圈开设影城，将综合考虑项目

所在商业位置、交通便捷程度、周边人口等因素，精心选址。 

公司与优秀商业地产开发商的良性互动合作为公司的跨区域拓展提供强有力支持，

并成功引入文化娱乐价值。通过公司科学的选址扩张模式、高标准化的建设模式和富有

效率的精细营运管理体系，公司的单银幕票房产出显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公司预计

未来将会持续受益于该等优质商圈。 

4、项目审批及备案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环评，投资项目相关备案工作正在办理中。 

5、项目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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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每个影院计算期 10 年，其中：建设期 1 年，计算期第 1 年为建设和运营混

合期，第 2 年至第 10 年为纯运营期。具体建设计划如下表所示： 

 
影院数 

（家） 
银幕数（块） 

其中：IMAX 银

幕数（块） 

总面积 

（平方米） 

座位数 

（个） 

2020 年建设项目 59 466 28 308,656 66,601 

2021 年建设项目 81 627 14 383,057 85,811 

2022 年建设项目 22 165 6 99,684 23,123 

合计 162 1,258 48 791,397 175,535 

 

6、项目投资进度 

本项目总投资及募集资金投资进度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份 计划投资总额 

2020 年建设项目 118,750.00 

2021 年建设项目 154,500.00 

2022 年建设项目 41,250.00 

合计 314,500.00 

 

7、项目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 162 家影院，总投资为 31.45 亿元。计算期内合计可实现营业收入 310.46

亿元，利润总额为 30.38 亿元，净利润为 22.78 亿元，具有较为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1、项目概况 

为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同时进一步优化债务

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增加公司财务的稳健性，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13.05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借款。 

2、项目必要性分析 

（1）资金实力是电影院线企业的重要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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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院线行业正处于持续增长阶段，近年来公司不断完善产业链，稳步实现发展战

略，整体规模和经营业绩实现了较好增长。  

作为本行业的领先企业，本公司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行业中的市场地位，扩大经营

规模，提升公司业绩。根据万达电影的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公司将打通上下游业务，实

现全产业链发展，在保证影城品质与效益的前提下实施扩张，进一步提高城市覆盖率和

市场份额，巩固公司在电影院线行业的市场份额和领先地位。同时将不断完善电影生态

圈，持续创新经营，实施精细化管理，将公司打造成为科技型、平台型、生态型的娱乐

公司。 

充足而稳定的资本是影院投资快速发展的物质基础，本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实现，

需要雄厚的资金实力作为支持。尽管公司目前经营业绩、现金流状况相对良好，但仍仅

能满足内源性增长，不足以支撑公司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张。本公司以部分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可保持并且不断优化本公司当前的财务结构，进一步提高资产流动性，增强

日常经营的灵活性和应变力，从而使本公司适应未来几年战略发展和业务运营的需要。 

（2）调整公司负债结构，减少财务费用，加强财务稳健性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和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对比情况如下表

所示：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600977.SH 中国电影 26.16%  26.45% 28.06% 

601595.SH 上海电影 22.83% 24.95% 28.43% 

002905.SZ 金逸影视 36.27% 33.27% 37.79% 

603103.SH 横店影视 30.81% 32.13% 35.23% 

300528.SZ 幸福蓝海 48.16%  42.95% 40.28% 

600715.SH 文投控股 40.40%  33.63% 31.23% 

平均值 34.11%  32.23% 33.50% 

中值 33.54% 32.70% 33.23% 

万达电影 46.62% 38.85% 43.13% 

数据来源：Wind，上市公司年报；资产负债率（合并）=总负债/总资产；其中中国电影、上海电影、

文投控股参考数据为 2019 年 1-9 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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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年末、2018年末及 2019年末，公司的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3.13%、

38.85%及 46.62%。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33.50%、32.23%及 34.11%，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高于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负

债率将有所下降，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增强公司的发展潜力。 

此外，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张，公司负债规模及财务费用逐年提升。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公司的财务费用分别为 22,427.32 万元、27,195.63 万元及 29,721.19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分别为 1.47%、1.67%及 1.93%，占比逐年提升。通过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偿还借款，有助于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缓解公司财务压力，有效提

升整体盈利水平。 

近年来，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经营发展稳中有进，但是公司经营仍然面临市场

环境变化、国家信贷政策变化、流动性风险等多种风险。通过将部分募集资金偿还借款，

有利于减少财务费用，减轻公司资金压力，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财务稳健性，推动

公司持续稳定的经营。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将用于新建影院项目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及偿还借款。通过新建影院项目，公司将进一步提高城市覆盖率和市场份额，增强对全

国影院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巩固上市公司在电影院线行业的领先地位，将公司打造

成为科技型、平台型、生态型的娱乐公司。通过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借款，公司将

优化财务结构，有利于减少财务费用，减轻公司资金压力，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财

务稳健性，推动公司持续稳定的经营。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不会发生

重大变化。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对公司的经营业务产生积极影响，

保障公司长期稳定持续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

结构，增强公司的发展潜力，有利于减少财务费用，减轻公司资金压力，增强公司的抗

风险能力和财务稳健性，推动公司持续稳定的经营。随着新建影院项目等募投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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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也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完善市场布局，增强业务发展能力，强化竞争

优势，更大程度的实现规模效应，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募集资金将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需要一段时间实现，因此短期内

可能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从长远来看，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期效益的实现，公司的盈利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可行性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

所处行业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具备实施的必要性及

可行性，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计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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