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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爵电影论坛聚焦电影工业化下的新形势

影视基地谋转型 衍生产业正起步
昨天上午，一场聚焦电影产业“新文旅·新消费”的金

爵电影论坛，在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的金爵厅召开。
论坛请来了业内衍生产品的从业者和中国实景娱乐的领
军者，共同探讨在电影工业化趋势下，电影产业如何赋能
新蓝海。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实习生 陈依楠

新发展方向
影视基地定位转型

中国的影视基地一直以“影视为
表、旅游为里、文化为魂”的定位在进
行着发展，但随着电影工业化趋势的
推进，影视基地的建设也面临着定位
转型。影视基地的专业化、片场化，
以及影视和旅游在微观层面上做到
相隔离，将成为这个产业未来新的发
展方向。

宁波影视文化产业区管委会党
工委书记兼主任、象山影视城负责人
陈建渝介绍，自2004年《神雕侠侣》
在象山开机以来，象山影视城接待的
剧组超过一千个。去年，影视城门票
的经营性收入超1亿，游客数量突破
260万人次，且在今年还保持着50%
到60%的递增能力。他指出，当今中
国的影视基地数量已经达到3000多
家，但真正能够做到在文化旅游上创
收或做出自己名声的仅仅就那么几
家。中国的影视基地往往以旅游为
目的进行建设，而这也意味着只能吸
引非常狭隘的受众群体，例如便利当
地游客在周末出行。

陈建渝主任点明了象山成功的
关键在于，面对电影工业化这一必然
趋势，影视基地必须从定位上进行转
型，即从以旅游为目的转变到以影视
制作为目的。因此，影视基地必须为
剧组提供高质量、专业化的场地与器
材，也要为影视制作提供专业的服
务。在提高服务专业度这点上，上海
地区就率先做出了新的尝试。

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行业协会驻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长三角影视拍摄基
地发起人于志庆就提到，五年内他们
服务了7000多个在上海拍摄的项目，
免费协调政府服务和政策，最大程度
上为剧组提供便捷高效的创作环境。

在新形势的引导下，融创文化总
裁助理兼内容与投资中心总经理就
谈到，现在青岛的东方影都影视基
地，就是在吸取了象山影视城成功经
验的基础上走电影工业化方向，力求
从硬件和服务两方面做成世界最先
进的电影基地之一。

新市场潜能
衍生产业提前介入

电影工业化的一个代表现象就
是电影IP的出现，衍生产业以此为依
托逐渐在中国发展起步。虽然现在

衍生产业整体还处于初级阶段，尚未
形成成熟的产业链，但市场潜力巨
大。

迪士尼作为世界范围内电影衍
生产业的一个标杆，有着丰富的经
验。论坛请到了华特迪士尼公司大
中华区及韩国消费品副总裁及总经
理林家文，他以马上就要上映的《玩
具总动员4》为例，介绍了迪士尼在
衍生产业中的具体思路。玩具总动
员这个IP的时间长度跨越了二十多
年，迪士尼通过衍生品的销售保持了
电影人物的常青和活力。由于迪士
尼的电影面向全年龄层的观众，所以
玩具总动员的衍生产品从只是玩具
拓展到了十几种品类，力图让不同年
龄层的受众都能找到自己的所爱。
同时，迪士尼进行了大量消费者调
研，用区域化管理的方式贴近不同地
区的消费者习惯，做到产品本土化。

对于电影衍生产业来说，关键一
步就是IP的选择。北京中影营销有
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营销
公司）副总经理朱海荣强调，好的内
容和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是电影衍生
产业的基础。《流浪地球》上映前，他
们只谈了十家授权，但电影在大年初
一火了以后立刻就签了一两百家，最
后衍生产品的品类达到了上千种，现
在已达到8个亿的市场产品的容量，
创国产电影新高。负责东方梦工厂
衍生业务的张婷婷补充道，电影的题
材也很关键，现在比较好做的就是科
幻、二次元和英雄类电影。

万代南梦宫（上海）互动娱乐有
限公司副总裁兼事业战略部总经理
池沢苗，五年前从做二次元题材较为
成熟的日本市场来到中国。在她看
来，在衍生产业与电影IP的双向选择
中，一方面要看IP的热度，还有一方
面要考虑授权对象是否能够保证产
品质量、保护IP长久发展。阿里影
业、阿里鱼市场总经理傅小然也提
到，现在整个中国电影衍生产业的成
熟链条还未形成，阿里鱼以差异化赋
能商家，现在也正在试图利用众筹这
一方式降低产品筹备风险。

到场的从业者都强调了，未来中
国电影衍生产业一方面继续推广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电影IP；另一方面也
要尽可能地创造国产电影的长线
IP。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要从整个电
影产业出发，在电影制作期间就将未
来的衍生产业考虑在内。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施剑平 摄 蔡广新 制图

青年报记者 王婳 实习生 罗景扬

本报讯 比金爵奖早了两天揭晓
的“亚洲新人奖”总是格外夺人眼
球。六大奖项的十四部影片剧组成
员从红毯尽头缓缓走来，在全世界关
注的目光中登台领奖。作为“新人”，
他们深情款款地讲述自己与电影结
缘的故事，并由此生出一个梦想——
希望可以把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当
成是第一部一样，去努力、去敬畏。

新老电影人的情感接力棒
6月 21日晚，第22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亚洲新人奖颁奖典礼在海上
文化中心上海大宁剧院举行。亚新
奖评委会主席宁浩携评委团成员石
井裕也、苏有朋、谭卓、谢福龙等嘉宾
与亚洲电影新人汇聚一堂，共同见证
了本届亚洲新人奖所有荣誉的归
属。中国影片《活着唱着》获最佳影
片奖，日本女导演箱田优子获得最佳
导演奖，印度尼西亚编剧尤瑟夫·拉
加穆达凭影片《山间生活》获得最佳
编剧奖，马来西亚演员原腾和中国女
演员赵小利分获最佳男、女演员奖，
印度摄影师维纽马德夫·卡加拉凭电
影《昨夜星辰》获得最佳摄影奖。

同时，金爵奖国际短片单元的最
终结果也在昨晚揭晓。西班牙动画
片《恐怖摩天轮》获金爵奖最佳动画
短片奖，中国影片《无处安放》获得金
爵奖最佳真人短片奖。如果说金爵
奖的主竞赛单元部分是颇为严肃的，
那么亚洲新人奖却显得更活泼、新意
盎然。年轻的获奖者们“初生牛犊”
的出色表现也让现场嘉宾看到了中
国电影的希望和未来。

近年来，上海国际电影节坚持
“立足亚洲、关注华语、扶持新人”的
办节定位，不断创新和完善新人新作
培育机制，已经形成了新人新作的阶
梯式孵化体系。今年，更是完善了包
括短视频作品、金爵短片、创投训练
营、电影项目创投、亚洲新人奖、金爵
奖在内的六级阶梯型新人培育体系。

颁奖典礼上“新”光璀璨，在各个
奖项依次揭晓的同时，新老电影人们
纷纷登台，用感言、祝福、讲述表达自

己的初心、本心和信心。本届亚新奖
评委会主席宁浩代表评委会致辞，他
认为亚洲新人奖保持了一贯的创新
和激情，尤其对于来自不同地区的青
年电影人，亚新奖的舞台让梦想照进
现实，“他们在各自不同的文化场域
中作出极富个性的艺术表达，作品风
格突出，主题深刻，文化性和艺术性
都可圈可点。很高兴看到亚洲青年
电影人依然坚持文化与艺术的表达
使命。”

每一步成长都是希望和力量
从新人一步步成长为知名演员

的欧豪、曾美慧孜、姚晨、黄奕等也陆
续登台，作为颁奖嘉宾为获奖者颁发
奖杯并表示祝贺，并且分享了自己曾
经作为“新人”时的经验，与他们共
勉。欧豪在采访中谦虚地表示：“这
是我第一次受邀参加亚洲新人奖的
颁奖典礼，虽然已经不是新人了，但
是我依然会以新人的心态去拍好每
一部戏，也希望每年都可以带着自己
的新作品来参加上海电影节。”

当晚的最佳影片奖由亚新奖评
委会主席宁浩和与中国香港导演、演
员吴君如共同颁出。14年前曾经凭
借影片《绿草地》获得第8届亚洲新
人奖最受欢迎影片奖的宁浩尤有感
触，他认为亚新奖对他有“知遇之
恩”，它是从青年导演迈向主流成熟
创作人的一座桥梁，坚定了一个新人
去做这件事情的信心。而吴君如则
一如既往的温暖：“作为一个前辈，今
天能够来到这里参与新人作品的颁
奖，非常荣幸，我觉得电影也好、创作
也好，必须要有新的血液加入，才能
够把电影带到更好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为了贯彻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精
神，还推出了“SIFF ASIA”架构，包括
梳理亚洲电影经典和通过国别展推
出亚洲新片的亚洲电影展映；鼓励亚
洲电影新人创作与发展的亚洲新人
奖；鼓励亚洲电影产业互动的亚洲创
投合拍项目；以及促进亚洲影人交流
互动的亚洲电影沙龙；帮助更多优秀
的国产影片走出国门的电影直通车
亚洲站。

“亚洲新人奖”颁奖典礼昨晚举行

“新”光璀璨 生生不息

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获奖者合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