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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家

■本期关注：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2023 年中国电影市场强势复苏，
票房大幅提升，宣发形式日趋多样，内
容质量与口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24
年，电影人如何持续深耕精品创作，为
观众贡献更多题材多元、类型丰富的口
碑佳作？科技创新如何赋能电影产业优
化转型？这些都是不久前举办的以“光
影之路 焕新启航”为主题的第 26 届
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所讨论的话题。

丰富内容
找到商业与艺术的平衡点

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崭新
的面貌和满满的活力。观众对电影质量
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多元化、精品化内
容的需求愈发旺盛，而不少行业问题也
随之出现。

艺术片过少，且上映后缺少档期的
问题愈发突出。“艺术片因缺乏发行渠
道，市场空间有限，亟须行业关注。”
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长田一
语道破当前艺术电影的发展困境。在他
看来，艺术电影的发展离不开商业电影
的反哺。而在两者的关系上，王长田认
为，电影公司的首要需求是生存和发
展，商业片是支撑电影公司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但在公司壮大后，可以反哺艺
术电影和艺术创新。“商业片的成功能
为艺术片和创新提供支持，而艺术片和
创新则能提升电影质量和观众口碑。通
过这样的良性循环，中国电影才能在国
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实现从电影大国向
电影强国的迈进。”

去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
的中式奇幻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在
网络爆火，其艺术性的画风至今被不少
网友津津乐道。对此，上海美术电影制
片厂乘胜追击，《中国奇谭》首部动画
电影 《小妖怪的夏天：从前有座浪浪
山》 定档 2025 年暑期。借此，中国电
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健儿给出了解决
商业性和艺术性如何实现统一的“药
方”：强化IP开发，破除产业壁垒。

在王健儿看来，仅靠票房收入是不
可持续发展的，也无法实现影视产业的
长期健康繁荣。而借助 IP 后，影视行
业具有了跨界整合和合作的能力，与各
种商业品牌合作会大大提高商业回报。

“如今，创作者不断涌现，观众选择越来
越多，视野越来越开阔，电影产业整体呈
现出向好的态势。在这种形势下，IP的
系统性开发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系统性
开发，不仅能解决商业与艺术之间的矛
盾，还能为观众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作品，
推动中国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就渠道端而言，掌握商业与艺术的
平衡也尤为重要，进行多元化的内容开
发成为重要方式。过去一年，IMAX与
阿里影业合作推出的《泰勒·斯威夫特：
时代巡回演唱会》，大获成功。对此，
IMAX中国首席执行官孟丹青表示，多
元化的内容开发虽然短期内未必能显著
提高票房，但利好发生在长期。“多元化

的内容开发不仅能够吸引新观众，还能
够将之前流失的观众重新吸引回来。未
来，我们计划继续拓展开发多元化的内
容，包括举办更多的演唱会、电竞比赛和
体育赛事等，以增加观影黏性。”

注重合作
参与全球电影产业大循环

近年来，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取
得了显著进展，但要真正走向世界，还
面临诸多挑战。如中国电影要想在国际
市场上获得广泛认可，不仅需要对本土
故事进行国际化表达，还需要与国际电
影产业进行深度合作。

华人文化集团副总裁、华人影业总
裁、东方梦工厂总裁应旭珺对此表示赞
同，在她看来，从制作和发行的角度来
看，中国电影需要更多地走向国际。

“无论是制作端还是发行端，中国公司
和电影人都应以极其开放的态度参与到
全球电影产业的大循环中，加入国际编
剧工会、行业工会和演员工会，以便与
国际制片公司、制片人、导演及演员进
行谈判。”为此，应旭珺还以电影《解
密》为例，讲述了参与全球电影产业大
循环的重要性。当时，《解密》需要一
位美国重量级演员参与，但由于好莱坞
工会罢工，找到合适的演员非常困难。
后来，华人影业通过巧妙的方式与美国

演员工会谈判，最终找到了一位优秀的
美国演员。

电影除了制作以外，还包括发行。
应旭珺希望通过强有力的发行网络和新
媒体，以及各种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而不
断产生的发行渠道，将中国电影内容和
华语内容传播给更多观众，实现中国电
影走出去的目标。

孟丹青也表示，中国电影在海外市
场的拓展是IMAX的重要目标之一。他
表示，IMAX在海外的庞大网络是一个
非常好的平台，可以帮助中国电影在各
个国家放映。“IMAX 不仅可以提供最
佳的观影体验，同时还可以进行营销，
帮助中国电影公司与一些海外发行公司
展开合作，这是IMAX在未来5年内的
重要目标之一。”

电影质量是赢得国际市场认可的关
键。中国电影要通过高质量的电影作
品，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文化，才
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博纳影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
于冬表示，博纳影业致力于创造出更多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电影作品，推
动中国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在接
下来的 10 年中，博纳影业计划进一步
推动中国电影的发展，尤其是加速向国
际市场迈进。“我们正在开发中国企业
家在华尔街的故事，对标的电影是《华
尔街之狼》，以及国安情报人员在海外
追捕间谍与隐蔽战线的斗争故事，对标
的电影是《谍影重重》。博纳影业未来
几年将努力在类型电影上实现更加国际
化的表达，这不仅会填补中国在世界电
影中这一类型的空白，也将为中国电影
在国际市场上赢得更多的影响力。”

双轮驱动
以创意为核心的本质不变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电影产业
的技术创新至关重要。虚拟现实、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为电影制作带来
了更多可能性。

阿里影业总裁李捷谈道，AI 是近
两年大家关注的最大变量。目前，大家
已经达成共识，认为技术革新终于给电
影制作和内容创作带来了巨大变化，
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当前最主
要的方向。据李捷介绍，目前阿里影业的
各个团队正在进行广泛讨论，并计划未
来3年内在一些剧集和电影中大规模应
用 AIGC 技术。“目前，阿里影业在国内
投入了7个影棚，全部用于虚拟拍摄，
这将大大降低科幻电影、灾难电影和非
现实主义写实电影的拍摄成本。”

“电影与技术的关系不言而喻，新
技术的出现应被拥抱。”王健儿希望AI
不仅仅是工具，更是创作的伙伴。“希
望通过与更多有志于AI研究和实践的
年轻人进行交流，推动AI在电影创作
中的应用。传统创作经验丰富的导演如
黄建新也非常关注 AI，并对其表现出
浓厚的兴趣，这表明AI在电影创作中
的潜力会越来越受关注。”

应旭珺也强调，AI 的工具化将推
动影视创作的大众化和民主化。以前，
影视创作技术掌握在少数电影工作者手
中，但AI的便利和高效使更多普通人
和 PGC （专业生产内容） 创作者能够
参与其中。“在AI的帮助下，更多人能
够参与影视创作，拥有更多话语权，创
造更多可能性，从而在大众层面引领热
潮，推动整个行业和技术向前发展，并
带动小众影视创作的专业化发展。目
前，短剧的火爆就是例子。”

于冬也认为，在电影发展历程中，
数字资产的形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
段。对此，博纳影业今年成立了自己的
AI 工作室，从短片、形象和数字资产
的形成及积累开始做起。“数字资产不
仅涉及人物造型问题，还涉及创造数字
人等问题。每个人都有一个数字资产，
这个数字资产会伴随其一生，如同其身
份证号码、知识产权。”

不过，技术的升级目前并没有改变
电影创作的本质。李捷认为，电影是以
创意和创作者为核心的艺术，而非靠技
术和科技驱动的艺术。“所有技术的应
用都是为了服务于创作。从工具端进行
改变，AI在未来3—5年内，将主要作
为一种优化手段，提升效率和降低成
本。这对传统影视制作的创作者来说，
以创意为核心的本质不会动摇。”

对此，王长田也认为，行业对于
AI 的过度期望或恐慌都是不现实的。
在他看来，从当前情况来看，主流电影
工作者已经在应用AI以及原有软件的
升级版和AI转化版本。然而，在实际运
用过程中，当下AI还远远达不到电影级
作品的需求。“真正将AI成熟应用到电
影制作中，使其制作的画面能够直接在
大屏幕上放映，可能还需要两三年的时
间。目前，已经开始局部提升和改善。”

应旭珺表示，国外对 AI 技术更加
警惕，已经开始进行许多立法讨论，包
括知识产权和对创作者的保护。“随着
技术的发展，中国也需要对这些方面进
行深入探讨。”

中国电影：在成长中展望未来
□本报记者 张君成 金鑫

在中国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中，我
们迎来了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阶
段。2023 年，电影市场以票房的显著
提升，彰显了复苏的强劲势头，为行业
注入了活力、动力。同时，也暴露出了
艺术电影发行难、市场空间有限、国际
市场走深程度不高、新科技应用尚未形
成共识等问题。面对这些挑战，业界必
须深入剖析问题本质，寻找切实可行的
解决方案。

商业与艺术的平衡是内容行业永恒
的话题，艺术电影的稀缺和市场空间的
限制，反映出电影市场对艺术片的忽
视。业界需要认识到，艺术电影在丰富
电影市场生态、满足不同观众群体需
求、提升整体电影质量和观众口碑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们可以看

到，不少电影人正克服重重困难，坚守
着艺术电影的“阵地”。我们在为这些
实践者点赞的同时，也需要给予实际的
支持。从当下实践的角度看，解决这一
问题的核心在于找到商业与艺术的平衡
点：商业电影以其广泛的受众基础和稳
定的收益能力，为艺术电影及电影产业
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基石。

IP 的开发和运营或许能成为实现
该平衡的重要途径。从迪士尼、奈飞等
国外企业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IP 的
打造与开发是电影产业中一个重要的增
长点。通过系统性地开发 IP，电影产
业不仅能够拓宽商业回报的渠道，还能
够为观众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电影作品。
同时，IP 的跨界合作和整合能力，也
为电影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提供新的可能

性。这也要求电影从业者需要具备前瞻
性的眼光、勇于探索的勇气，从而不断
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和创新路径。

在渠道端，多元化内容的开发同样
至关重要。演唱会、电竞比赛和体育赛事
等方面的尝试正为行业带来新的面貌，
这种多元化的内容开发虽然短期内未必
能显著提高票房，但从长远来看，将对电
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其实，电影强国的一个重要指标，
就是中国电影要在国际市场走深走实。
中国电影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
不仅需要本土故事的国际化表达，还需
要与国际电影行业深度合作、交流经
验、解决问题，在你来我往中深度参
与、提升实力，从而大放异彩。

在科技创新的浪潮中，电影产业的

技术创新日新月异。行业面临这一改变
时要保持平常心：合理应用并坚守创作
之心不动摇。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的应用，为电影创作带来了更多可
能性。然而，技术的进步并不能替代电
影创作的本质——创意处于核心地位在
短期内是不可动摇的。行业需要明确的
是，技术的应用是为了服务于创作，提
升效率和降低成本，而不是改变电影创
作的本质。

在渠道变革、技术升级、受众品位
多重要素变更下，电影行业的挑战如一
波波巨浪，从业者如果不能随浪而舞，
就只能被吞噬。因此，从业者要做变革
浪潮中的“弄潮儿”，不断探索创新，
积极拥抱变革，中国电影产业才能在新
时代的浪潮中乘风破浪，屹立潮头。

做变革中的“弄潮儿”
□张君成

■文艺评论

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

元共有14部影片入围，其中包含4部

中国影片，分别是管虎执导的《一个男

人和一个女人》、魏书钧执导的《阳光

俱乐部》、张大磊执导的《星星在等我

们》和顾长卫执导的《刺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