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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产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周期性修

复和复苏阶段，经历一段时间的调整后，中国电

影产业必将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复苏能力。展

望未来，我们需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继续深

化电影产业的改革发展。强化内容创作的质

量，提升营销策略的有效性，促进高新技术的应

用，以适应新时代观众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中国电影在激烈的国际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真正实现从电影大国向

电影强国的跨越。

电影要更好地与观众紧密相连

近年来，从革命历史到传统文化，从现实题

材到科幻探索，中国电影不断挖掘具有中国特

色的题材。那些在票房榜上名列前茅的作品，

大多聚焦于现实社会，紧扣时代主题和社会发

展的脉搏，深刻反映了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书

写了人民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可谓是我们这

个时代的缩影。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在赢得社

会广泛关注的同时创造不菲的票房收入，关键

在于它们紧紧抓住了“人”这一核心元素。无论

是《热辣滚烫》中对当代年轻人追梦旅程的真实

刻画，还是《飞驰人生 2》里关于梦想与坚持的

感人故事；从《抓娃娃》中对青少年教育的思考，

到《第二十条》探讨的法治精神与社会责任；再

到《默杀》揭示的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活状态，以

及《末路狂花钱》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入剖析——

每一部作品都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内涵，引

发了观众强烈的思想共鸣和情感共振。

现实题材影片之所以能引发巨大的社会反

响，是因为通过艺术化的表达方式，将社会问

题、人文关怀、道德伦理等重要议题呈现在公众

面前，不仅促进了社会各界对于这些问题的关

注和讨论，还激发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追求。因此，可以说，现实题材支撑起了中国

电影的灵魂和底色，成为连接创作者与观众之

间最坚实的情感桥梁。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

代，现实题材作品不仅是观众了解社会现状的

重要窗口，也是他们表达自我、寻找归属感的精

神家园。时代呼唤更多这样的作品出现，因为

只有当电影真正贴近人民的生活、反映人民的

心声时，它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进

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电影要更好地依托新兴技术

每一次科技的发展都将颠覆行业的发展模

式与前进方向。当前，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推进，

促使传统电影产业的发展模式经历深刻变革，

行业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大视听时代。观众的

文娱生活及文化消费模式发生巨大变化，网络

电影、网络剧、网络综艺、网络微短剧以及短视

频等多样化的视觉文化产品，迅速占领广大观

众的视野，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截至2023
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74亿，网

民使用率达 98.3%。因此，我们今天探讨电影

产业的发展趋势，已不仅限于电影这一单一领

域，而是要扩展至整个影视及大视听产业的广

阔范畴。

近两年，微短剧成为视听产业发展的新势

力，行业体量稳步增长，用户规模、市场规模、从

业机构数量及内容供给量均创下新高，生产方

式和商业模式也发生根本性变革。今年11月，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

白皮书（2024）》指出，截至 2024年 6月，我国微

短剧用户规模已达到 5.76亿人，占整体网民的

52.4%，呈稳步增长态势。微短剧用户规模已

超越网络外卖、网络文学、网约车和网络音频等

多类基础数字服务，成为数字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随着微短剧热度的持续上升，2024年其

市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内地电影票房。据行业

机构预估，2024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达

504.4亿元，同比增长 34.90%。预计 2027年微

短剧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000亿元。去年底，

古装微短剧《风月变》在湖南卫视播出，总时长

392分钟，连续四天播完，成为首部上星播出的

微短剧。今年 6月初，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下发

《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要求未经审

核且备案的微短剧不得上网传播。微短剧经历

一段时间的政府监管及市场探索，制作发展越

来越专业化。随着技术不断渗透微短剧制作全

流程，科技与微短剧的深度融合将会催生出更

多机会。比如，VR/AR、自由视角、第一人称视

角等技术将开启微短剧的新型创作方式，类似

互动微短剧等新的内容形态，将随着AIGC的迭

代发展，在体验上将展现出更高的智能化。

AIGC近两年已经成为视听内容制作与传

播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生成式人工智能强

大的数据处理、学习泛化和内容生成能力，加速

了全球视听产业AI应用的进程。今年 7月，由

博纳影业出品制作，抖音联合出品的AIGC科幻

短剧集《三星堆：未来启示录》上线，播总量超过

1.4亿，该剧实际是同名电影的预演，出品方计

划从短剧发展到长剧，再发展成电影，甚至发展

成游戏。曹保平导演的电影《她杀》借助 AI换
脸、换人技术，有望在国内上映。在 AI迅速发

展的背景下，我们电影人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

促进高新技术在影视行业中的应用，推动

AIGC、虚拟预演与虚拟制作、实时渲染与云渲

染、动作捕捉与数字资产采集、高新格式影像拍

摄、制片管理与协同制作、大数据智能化营销等

高新技术在影视产业中的普及应用。

电影要更好地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电影是全球观众最乐于接受的方式，也是

最易于理解的语言，中国电影要加强国际传播

能力，讲述好中国故事，搭建起中国人民同各国

人民有效互动交流的桥梁，让世界更好读懂中

国，成为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中国

电影“走出去”离不开与世界电影的文化交流与

文明互鉴，积极推动合拍片制作是国内电影产

业生存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促使国际电影市

场回暖的一大趋势，更是中国电影加强国际传

播能力的重要切入点。目前，我国已与英国、法

国、俄罗斯、新西兰、日本等20多个国家签署电

影合作摄制协议。去年，在国家电影局备案的

中外合拍影片数量为 77部，较 2022年增长 11
倍以上，并且恢复到了 2019年时的水平（79
部）。根据以往经验，《功夫瑜伽》《金刚：骷髅

岛》《巨齿鲨》《白蛇：缘起》等合拍片均获得国内

电影市场的票房认可，并推动了中外电影工业

技术的互动融合。在中国电影的国际交流与合

作中，合拍片已成为核心渠道之一，是推动中国

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关键动力之一，

我们要加强中外电影合拍合作，提升国产电影

的国际化水平，助力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近年，《消失的她》《孤注一掷》《误杀》系列、

《唐人街探案》系列等影片均将故事背景设定为

东南亚，将境外塑造成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法

外之地，这种异国情调和未知的恐惧感为电影

类型设定了主基调，特定的视听语言直接触及

观众的感官体验，使得观众能够跨越文化差异，

迅速沉浸在影片的氛围之中，获得了市场的认

可。今年，《里斯本丸沉没》《康熙与路易十四》

等合拍纪录片，也获得业内肯定，并得到海外电

影业界的青睐，增强了国际同行对中外合拍以

及中国电影市场的期待和信心。所以，中外合

拍片要在强调各自国家独特性的同时，体现文

化的互认互通、交融联结，以共情基础上的类型

化叙事，满足人类共通的情感需要和心理诉求。

去年，国产片《流浪地球2》《前任4：再见前

任》《热搜》《瞒天过海》《三大队》等多部影片实

现全球同步上映。与香港地区、美国共同合拍

的《巨齿鲨2：深渊》在全球同步上映，票房超过

3.98亿美元，成为在全球市场获得成功的合拍

片优秀案例。今年 2月，《封神第一部：朝歌风

云》在法国放映超400场，首映日最大影厅场次

全部售罄，观众大部分为法国观众；3月，动画

电影《深海》登陆法国三周，观影人次超 16万，

刷新当地近三年华语片纪录；3月在北美上映

的《热辣滚烫》以最少放映影院数量闯入北美单

日和周末票房前十名，这些国产电影“走出去”

的不菲成绩也给予中国电影融入国际市场，进

行全球同步上映的信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坚定不移地

走中国特色的电影发展之路，致力于“中国电影

学派”建构，以优秀人才和技术支撑为电影事业

与产业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为社会经济繁荣和

文化传承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电影人要志向高

远，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以实际行动践行

对电影艺术的热爱与追求，不畏挑战，不辱使

命，用镜头记录时代，用故事传递情感，用影像

连接世界。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书记，根据发

言整理）

成立艺术顾问团，

深化湾区电影人才挖掘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和丰富的自然、历史和人文资源，一直以

来都是人才汇聚、文化交融的创新创造

之地。近年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

引下，广东电影人奋勇拼搏、努力精耕，

创作出一批观照现实生活、反映人民心

声的优秀作品，口碑与票房均有佳绩。

在此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

电影周携手有着20年历史的广州大学生

电影展，汇聚多地区电影资源，联动电影

产业上下游，打造以大学生为中心的电

影产学研一体交流平台，为更多怀揣电

影梦想的青年学子提供展示才华和实现

梦想的机会，从而进一步深化湾区电影

领域的人才互动、资源互补、技术互助，

促进粤港澳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了向广大学生提供更好的艺术指

导和专业服务，2024粤港澳大湾区大学

生电影周暨第 20届广州大学生电影展，

特邀一批业内资深专家学者和电影人组

成艺术顾问团，成员包括中国电影家协

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澳门科技大学

电影学院院长尹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

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丁亚

平，FIRST青年电影展创始人宋文，中国

著名导演、制片人陆川。

近年来以多部优秀作品证明了自身

实力的青年演员孙阳担任推广大使，他

鼓励青年学子“感受电影的无穷魅力，创

造电影的无限可能”。

光影浸润心灵，

50多部优秀影片走进广东高校

大学生是电影市场的坚实受众，也

是电影创作的重要后备力量。从 9月中

旬至 11月底，2024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

电影周暨第 20届广州大学生电影展，在

广东省内40多所高校开展“一出好戏”电

影放映单元，通过 52部风格类型各异的

优秀影片放映，培养大学生与电影的“亲

密关系”，为中国电影未来的创作方向和

市场定位锚定目标。部分特邀影片的主

创人员还随展映走进高校，与学生们进

行面对面分享。

“一出好戏”的首场放映在中山大学

举行，广东出品的纪录片《康熙与路易十

四》通过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展现了一

幅中法文化交流的美好画卷。该片为献

礼中法建交 60周年而作，文献性、知识

性、艺术性、趣味性兼具，观影后学生们

表示“充分感受到中法文明之间彼此欣

赏、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美好”。

曾入选 6大创投和 18个国际电影节

的电影《人海同游》，活动期间面向五所

高校进行展映，导演蔡杰和主演林冬萍

与学生们进行了五场关于电影鉴赏与创

作的深度交流。这部在广州和香港两地

拍摄的影片，以细腻的情感描绘和独特

的岭南美学，为学生们打开了一扇虚实

交加的艺术世界之门。

此外，《万里归途》《中国医生》《雄狮

少年》《点点星光》《人生大事》《流浪地球

2》《白蛇传·情》《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等

多部优秀电影通过“一出好戏”单元与广

大学子见面，以美好光影浸润年轻心灵。

直通行业一线，

湾影青年电影创作训练营开营

作为2024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电影

周暨第20届广州大学生电影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2024湾影青年电影创作训练营

11月下旬在粤港澳大湾区（广州）青年影

视创作人才基地开营。为期三天的活动

中，来自电影行业的资深学者、创作者、

市场专家等组成专业导师团，为150多名

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影视相关专业大学

生和青年影视从业者带来多堂融合创作

理论、行业咨询与市场实践的丰富课程，

助力青年学子探索光影之路、实现银幕

梦想。

电影市场瞬息万变，青年创作者如

何接招？清华大学教授尹鸿以创新为

题，为学员们带来一堂深具启发性的开

营课。他以《爱情神话》《长安三万里》等

叫好又叫座的影片举例，指出包括题材、

主题、人物、类型、形式、技术在内的全方

位创新，已成为一部作品能否脱颖而出

的关键。他鼓励学员们向时代要主题、

向生活要题材、向人物要故事、向观众要

表达、向内心要情感，向前人要突破。尹

鸿还着重指出，在微短剧流行的当下，电

影人应守正创新，坚持打造电影视听的

沉浸式体验，努力强化作品信息的饱满

度和丰富性。

2024湾影青年电影创作训练营的导

师阵容，还包括凭借《踏血寻梅》获金像

奖最佳编剧奖的香港导演翁子光、《喜欢

你》《一点就到家》导演许宏宇、《孤注一

掷》《悬崖之上》《我和我的祖国》营销负

责人张文伯，以及曾凭借首部长片《一句

顶一万句》入选开罗国际电影节和柏林

电影节的青年导演编剧刘雨霖。导师们

将自己在创作一线的实践经验倾囊相

授，令学员们感叹课程含金量十足。

除了导师授课，训练营还为学员们

提供了电影模拟创投会、学生跨校交流

会、草坪观影会等丰富活动。其中在电

影模拟创投会上，广东青年电影人才培

养“繁星计划”入围项目《阿季》《幸福事

多》的主创团队现身说法，为学员们示范

如何在电影创投中争取资金与“伯乐”。

激发青春创意，

高校征集剧本影评短片1132部

2024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电影周暨

第20届广州大学生电影展的高校作品征

集单元，向湾区乃至全国高校进行了广

泛的作品征集，征集对象包括影评、剧本

和短片，鼓励大学生用影像和文字表达

自我、探索世界。活动得到全国学子的

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共征集到剧本 74
部、影评 256部、剧情类短片 442部、纪录

类短片 244部、动画类短片 116部，各类

作品总计 1132部。其数量之多、类型之

多元、题材之丰富，充分展现了当代大学

生的创作激情和艺术创意。

在 11月 23日于广州露营大学城基

地大草坪举行的“晚风FUN映”电影之夜

上，从征集作品中遴选出的近 70部优秀

大学生短片、剧本和影评收获荣誉，来自

广东省内16所高校的师生代表和多位电

影业界的资深人士共同见证了这一属于

大学生电影人的荣耀时刻。

其中，鼓励学生们运用创意和新技

术拍摄原创作品的“一种态度”短片征集

单元，决出剧情、纪录、动画三大类型的

优秀作品共40部。在“一次表达”剧本征

集单元，学生们围绕新时代粤港澳大湾

区故事进行创作，最终 9部优秀剧本胜

出。在“一些观点”影评征集单元，学生

们通过文字或视频积极表达对当下电影

作品的观点，20部影评作品脱颖而出。

（广东省电影局供稿）

本报讯 12月6日，由李珈西导演，黄

才伦，李珈西领衔主演，潘斌龙、何欢、范

明、姜超、李萍、吕严、彭媛、关博联合主

演的电影《铁达妮的号》在山西大同市美

术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开机。影

片将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描述几位小人物

在充满挑战的爱情、职场、生活中，一路

披荆斩棘，最终赢得了自己的精彩人生。

导演李珈西以“高产”著称，从业8年
已经有十余部自编，自导，自演，自剪的

电影。发布会上，李珈西表示，已经一年

没有拍电影了，就是在准备《铁达妮的

号》，喜剧是种生活态度，希望自己的喜

剧能给每一位观众带来共鸣，并收获属

于自己的那份快乐。

开心麻花演员黄才伦担任《铁达妮

的号》男主角，他曾出演《这个杀手不太

冷静》《独行月球》《西红柿首富》等电影，

谈及此番出演《铁达妮的号》，黄才伦表

示，看到剧本的时候就很喜欢，它是一个

生活化的喜剧。近年的喜剧主要是以高

概念喜剧为主，像这种将生活、讲人物的

喜剧较少，非常荣幸参演影片。

《夏洛特烦恼》《绝望主夫》《刺猬》等

“妈妈专业户”李萍此番将在影片出再度

出演妈妈角色，谈及影片，李萍表示初看

剧本时就被影片治愈了，“我在生活中是

有焦虑的，我看了这个本子以后，治愈了

我的焦虑。”谈及角色，她透露，将在片中

出演李珈西妈妈的角色。

电影《铁达妮的号》由中共大同市委

宣传部、大同市文化和旅游局、民进大同

市委会、民盟大同市委会、大同市电影公

司指导，唐永康、徐晋鹏、魏东宸、谢强担

任制片人，王映涵、加航伟、王子昂担任

出品人。 （杜思梦）

李珈西携手开心麻花黄才伦“登上”《铁达妮的号》

2024粤港澳大影周：

发掘创新人才直通行业一线

由广东省电影局、广东省教育厅、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

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澳门文化局、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指导，广东省电影家协会、广州市

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香港会员分会、澳门影业协会、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主办

的2024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电影周暨第20届广州大学生电影展近日在广州落幕。活动

带来包括优秀电影展映、高校作品征集、创作训练营和电影之夜在内的多元互动板块，为

青年学子们带来无数难忘的光影体验，更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电影文化交流和人才培养

的开放创新生态迈出有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