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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我 梦 见 防 守 过 C
罗……”“我梦见中国队进入世界

杯决赛，比赛进入点球大战……”5
月 29 日下午，由教育部任总监制，

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体育局任

监制，河南影视集团、海燕出版

社、河南越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拍摄出品的校园足球系列电影科

教片《足球梦 中国梦》首映仪式

在教育部报告厅举行。教育部、

全国校足办等国家相关单位的代

表，各省、市、自治区校足办负责

人，出品方河南影视集团、海燕出

版社、河南省越山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等单位负责人，影片的编剧、

导演、主创人员及全国各主流媒体

记者近 200 人参加了本次首映活

动。

首映式上，河南影视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宗树洁介绍了影片拍

摄、制作情况。据介绍，影片历时

三年创作，为了能够充分展示足球

运动的特点和魅力，从剧本创作、

演员筛选到镜头构图、场面调度，

再到视角把握和技术操作等各个

环节，都反复斟酌，力求拍出最佳

的画面效果。“影片秉承立德树人

宗旨，通过展示足球历程、足球文

化和竞技精神，以故事的形式讲述

校园足球运动知识，寓教于乐、高

学于趣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

和富有科教意义的作品内容，促进

校园足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我

们希望，通过该系列电影科教片引

导广大中小学生从小树立远大目

标，在不断超越、不断挑战中培养

进取精神和坚强品格，为成就中国

足球梦想、建设体育强国发挥积极

作用。”

《足球梦 中国梦》系列电影科

教片的问世，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振兴足球

作为发展体育运动、建设体育强国

的重要任务，该系列电影科教片共

6 部，分别是：《奇幻的足球世界》、

《足球是圆的》、《为什么进球的总

是你》、《胜利方程式》、《抉择时

刻》、《比赛日》。影片融科普性、

知识性、观赏性、实用性于一体，

内容涵盖我国足球发展历程、足球

竞技精神、足球知识技能、校园足

球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是新

时代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校园

足球视频教材，填补了我国校园足

球科教影视的空白。

另悉，在为广大中小学生带来

足球运动视觉盛宴的同时，出品方

不忘回馈社会，将该系列电影科教

片无偿捐赠给新疆、西藏、青海、

甘肃、宁夏等边远贫困地区特色足

球学校，使贫困地区的学生同期也

能观看到该影片。 （林莉丽）

本报讯 近日，第十一届两岸电

影展之“两岸电影创作：人才与市

场”主题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

坛由中国电影基金会、北京电影学

院、中国电影家协会、两岸电影交

流委员会主办，北京电影学院中国

电影学派研究部、中国文联电影艺

术中心电影理论研究处承办。中

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两岸

电影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行分

别发表了致辞。张丕民结合当下

两岸电影创作情况，对论坛的主题

做出解读。他指出，“人才”是电影

的核心竞争力，大陆和台湾同根同

祖，希望两岸电影人齐心协力，共

同拍好中华民族电影。李行回顾

了两岸电影的交流历史，并强调了

电影市场的重要性。他希望年轻

一代电影人树立市场观念，在实现

自身创作诉求的同时，共同推进两

岸电影市场繁荣。

中国电影基金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阎晓明，北京电影学院图书

馆馆长、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常务

副主任王海洲教授，中国文联电影

艺术中心电影理论研究处处长、中

国电影评论学会副秘书长王纯担

任论坛主持人。

阎晓明首先介绍了与会嘉宾

和论坛概况，并向各位嘉宾的到来

表示欢迎。

关于电影人才的培养，胡智锋

教授提出：未来大陆电影市场的规

划在不断扩大，未来的电影人才的

培养需要注重国际型、复合型、工匠

型这三种类型。他建议在在两岸电

影论坛的框架下，再做更细致更深

入的合作与研究。从大学生电影

节，到顶尖电影人互动还有两岸人

才培养的合作，都需要专项推进。

来自四川师范大学的谢建华

教授在会前特意观看研究了本次

电影展的所有作品，在电影创作方

面他表示，两岸人民的情感是共通

的，两岸电影在华语电影的格局下

应该是合而不同的。两岸电影合

作应该着眼于市场机械性操作的

转变与美学的创造。故事层面应

该聚焦共通的生活经验，美学应该

呈现从形散到神聚的过程，借助两

岸人民的情感共识进行有效的调

度。我们对中国电影创造出有温

度的情感叙事抱有热切的期待。

电影《寒单》的导演黄朝亮曾

多次参加两岸电影展，回顾这十年

两岸电影人的交流他说：“我花了

快 10 年时间在两岸电影交流的事

情上，这么多年走下来很辛苦。我

希望两岸电影人可以搭建起一个

更专业更融合的平台，来促进两岸

电影人的合作和发展。我希望我

们后面的年轻人不用像我们走的

那么辛苦。”

《狂徒》的导演洪子烜作为台

湾新生代创作者参加了本次论

坛。从台湾年轻人的角度出发他

表示，台湾的创作者对于大陆可能

没有那么熟悉。对于年轻创作者

来讲虽然对大陆很多电影十分有

兴趣，但是苦于找不到渠道加深了

解。虽然现在台湾的学校已经开

始引进相关的课程，但加深了解还

需要时间。

与会嘉宾围绕两岸电影的当

下创作与历史溯源，从人才、资金、

政策、票房等方面审视了两岸电影

的创作成就与交流缺憾。两岸电

影人比较了两岸电影市场的规模，

研究了台湾电影人才在大陆电影

市场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最后，王

海洲教授做了总结发言。

本次“两岸电影创作：人才与

市场”主题论坛是第十一届两岸电

影展之台湾电影展的特别版块。

第十一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

展于 5 月 25 日-5 月 31 日在北京和

承德两地举行，展映《狂徒》、《寒

单》、《山的那一边》、《疯狂电视台

疯电影》、《只有大海知道》、《小美》

6部影片。这些影片的主要创作人

员基本都参与了本次论坛，期望通

过“展映+交流”的形式，切实提高

台湾电影在大陆的影响力，并把两

岸电影交流与合作推向深化。后

续，大陆电影代表团还将赴台湾开

展一系列交流活动。 （姬政鹏）

《足球梦 中国梦》北京首映

“两岸电影创作：人才与市场”
主题论坛在京举行

广告

由于配额指标难拿、需要通过审查、

院线上映需要投入不菲的宣发费用，很

多批片公司把目光投向了新媒体市

场。不买院线权利，只买新媒体版权，

通过回来卖给国内各大视频平台赚取

差价获利。

一位在视频平台负责版权收购工

作的人士向记者科普了视频网站收购

批片版权的相关事宜。据她介绍，自

2004 年中国出现第一家专业视频网站

（乐视网）以来，视频网站经历了多轮整

合，现在成为了批片版权收购的重要力

量，但在发展的前期，视频网站其实是

盗版播映的“重灾区”。

“2008 年之前，如果网络服务提供

商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页内容，

当被告知侵权时，只要删除相关内容，

就不会被视为侵权，所以用户上传或假

借用户名义上传的盗版影片很难被追

责，再加上当时视频网站的收入主要依

靠广告，基本没有用户付费观看，所以

批片的新媒体版权根本卖不上价钱，也

没人想买。”

2009 年对视频网站来说是重要的

一年。在政策层面，版权得到了进一步

重视。当年 4 月，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

《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内容管理的通

知》，其中规定“未取得许可证的电影、

电视剧、动画片、理论文献影视片，一律

不得在互联网上传播”，有关部门也加

大了对与盗版影视作品互联网播映的打

击力度。

在行业方面，各大视频网站的盈利

模式开始从依靠广告收入向利用版权内

容吸引用户付费观看转变，内容版权开

始成为行业竞争的核心。2009 年搜狐

视频牵头发起“反盗版联盟”，希望通过

尊重知识产权规则，打击盗版，建立正版

运营模式，各家视频网站也主动下架没

有版权的影视作品，进入以资金换流量

的版权争夺阶段。

转变直接体现在价格上，相关资料

显示，2008年一部热门电影首播权报价

仅为 10 多万元，而到了 2009 年底,就涨

到180万到200万。

一位从事发行工作多年的人士告诉

记者：“中国观众的用户黏性并不高，不会

因为看了多年爱奇艺就不看优酷或腾讯

视频，他感兴趣的内容在哪，他就在哪，当

时各大视频网站都在跑马圈地，尽可能

丰富的版权库是大家一致追求的目标。”

上述人士还表示：“当时视频网站买

批片版权（一般为VOD或者各类数字版

权）是‘一锅端’式地买，很多片商就在国

外买了版权回来再卖给各大平台，赚一

笔差价。”

情况的再一次转变开始于 2014
年。在那年3月和9月，主管部门先后发

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网络剧、微电影等

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补充通知》和《关于

进一步落实网上境外影视剧管理有关规

定的通知》。

其中要求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

需要实行“先审后播”的管理制度为内容

把关，所有网站的境外影视作品必须全

片通过审核后才能播放，而已经购买版

权的视频网站需暂时将相关内容下架，

等候全片审核后才能获准上线。

自此，未在院线上映过的进口影片

想要在视频平台上线，审查也成为了必

备工序。

与此同时，随着行业格局的奠定，视

频网站在购片上也趋于理性。在采访中

多位从业者向记者表示，目前新媒体收

片价格压得很低。“现在视频平台收片有

一个评估体系，会先根据题材、类型、卡

司等因素对影片进行评级，给出一个区

间价格，然后根据是否上映，上映票房等

因素再进行相应微调，给出的价格不会

太高。”

除了卖给视频平台外，通过出售版权

参与展映也是批片获取收入的渠道之一。

近年来，随着观众观影习惯的形成，

各类影展也越来越受欢迎。目前，除了

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丝绸

之路国际电影节、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中

国长春电影节、金鸡百花电影节等各级

电影节开设展映单元外，还有以刚刚结

束的亚洲影展为代表的配合外交活动进

行的展映，以及以平遥国际电影展为代

表的民间展映。

一位参与过多年电影节展映工作的

人士告诉记者，邀片和版权洽谈是影展

前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现在新

媒体平台也需要审核通过才能上线，影

展甚至可能成为部分批片和观众见面的

唯一渠道。而目前影展邀片的费用则

“不同影片不一样，低到几百美元一场高

到5000美元一场都有，如果影片收的价

格合适，影展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 视频平台不再“壕气” 展映也是收入来源

刚刚结束的戛纳电影节是全球最重

要的国际电影交易市场之一，戛纳电影

节的选片眼光也在中国市场得到过验

证，在内地取得不错成绩的《小偷家族》、

《何以为家》都是 2018 年戛纳电影节的

获奖影片。每年都会有大量中国片商奔

赴戛纳“淘宝”，戛纳电影节也见证了批

片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历程。

有了2010年《敢死队》大卖的先例，

2011年，华狮娱乐负责人蒋燕鸣在戛纳

电影节见证了中国买家的疯狂，他在社

交平台上感叹道：“我觉得有的人疯啦！

在戛纳电影市场上，美国的一发行商告

诉我‘中国的电影市场太好了，你们中国

的一家公司就把我近 20 部影片打包买

走了’。一家英国很有名的发行商见到

我后，把我拉到一边说：‘去年底，你想要

的那部片子 40万你没要，现在 100万还

有15家中国公司在竞价’。”

之后的几年时间，批片的中国市场

版权价格成倍增长，几百万美元甚至千

万美元级别的购片成本也以常态化。据

相关媒体报道，在2016年的戛纳电影节

上，爱奇艺拿下了 9 部主竞赛单元电影

的VOD版权，柠檬树影业共购入将近20
部电影的大陆VOD版权及院线版权，华

视网聚更是一口气买了 71 部海外影片

数字版权。“不懂不问不差钱”成为当时

外国片商对中国买家的主要印象。

据一位独立电影发行商介绍，前几

年间一个主做批片业务的中国公司一年

拿一两百部片子属于“常规操作”，“当时

买片子很狂热，没有时间给你看剧本，有

很多买家都是只看了预告片、故事梗概

甚至只看了卡司就要做决定，第一天谈

好价格，你想晚上回去考虑考虑，第二天

一早就已经被人加价买走了。”

2018年，一位中国买家奔赴戛纳电

影节，在达成一部片子的购买意向后，想

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可以买成的影片，

可是在他问及的几乎所有展位、任何国

家，甚至是平常少人问津的中东国家影

片，中国版权都已告罄。

低价买入优质影片的难度越来越

大，与此同时，中国市场上的进口影片日

渐增多，观众的欣赏眼光也日渐挑剔，进

口片在院线市场的收益变得难以保证。

有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18年一

共有52个周末，共上映了122部批片，平

均每个周末至少有两部批片，此外还有

国产片和分账片，“经常出现的情况是，

周末市场上一共有十几部片子在映，有

市场竞争力的是一部分账片，两部批片

和两部国产片，其中排在第一的头部影

片排片占比还超过 30%，竞争太激烈

了。”

有从业人员告诉记者，市场上已经

出现打包200部批片卖2000万人民币的

情况，“折合下来就是每部影片 10 万人

民币，不到2万美元，不管怎么算肯定是

亏本的。”

在此大背景下，2019 年又有超过

600名来自中国的电影企业代表来到戛

纳，但今年中国片商们“明显冷静很

多”。一位刚从戛纳回国的从业者表示：

“受国内大环境的影响，今年大家在选片

时更谨慎，得到关注的主要是正能量或

现实主义影片。”

◎从疯狂变理性 戛纳市场的中国印象

本报讯 猪猪侠作为经典动画 IP，14
年间陪伴了许多小朋友快乐成长，也成

为了几代人童年记忆中最喜欢的动画

形象之一。此次上映的《猪猪侠·不可

思议的世界》更是诚意满满，制作团队

为展现更加极致的视听效果，将电影中

的世界观、画面、角色形象等都进行了

全方位的升级，尤其是猪猪侠的形象，

重新设计美化后的猪猪侠更加可爱，让

家长和小朋友们都眼前一亮。

通过此次曝光的剧照，可以看到猪

猪侠的形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外

表可以看出升级后的猪猪侠体型更加

圆润，眼睛有所放大，颜色变得鲜艳明

亮，更加凸显了猪猪侠机智可爱的性格

设定，如此呆萌的形象也被更多小朋友

们接受和喜爱。

猪猪侠能有如此“整容”般的变化，

全因咏声动漫一贯秉持的匠心精神，在

第五部大电影中制作团队特地邀请国

外专业制作班底加盟，他们在猪猪侠的

形体比例、物理打光成像、色彩等方面

都进行了优化。在经过打磨人物、重塑

造型后，猪猪侠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丰

富，也更符合大众审美，这部《猪猪侠》

大电影将为观众提供更舒适的观影体

验，各种精彩引人期待。

据悉，《猪猪侠·不可思议的世界》

由广东咏声动漫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卓

然影业有限公司出品，电影将于 7 月 5
日全国上映，英雄华丽归来，我们拭目

以待，暑期不见不散。

（赵丽）

《猪猪侠·不可思议的世界》发布猪猪侠全新升级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