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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赵 丽

上海“电影之城”建设成果丰硕

全产业链服务赋能创作生态

上海市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刘祎呐

致辞中介绍，过去一年上海以全流程服

务体系推动电影创作实现质效双升。

2024年，42部上海出品电影占全国国产

片票房总量的 1/5，13部作品票房过亿，

占全国过亿影片数量的 1/4，3部作品荣

获"五个一工程”奖，8部作品斩获华表

奖、金鸡奖、百花奖等 12项大奖，形成"
佳作频出、票房领跑"的良好态势。

作为服务创新典型案例，2024年以

7.2亿票房跻身国产片年度前十的《好东

西》，通过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协调全市

勘景资源、创新"城市情书"主题宣发，实

现小成本影片的口碑票房双丰收，被业

内称为“上海服务体系助力创作的范

本”。上海已建立涵盖项目立案、拍摄、

宣发全周期的重点项目库，并依托文化

发展基金会形成稳定的资助机制，为《酱

园弄·悬案》《刺杀小说家2》《浪浪山小妖

怪》《分手清单》《欢迎来龙餐馆》《飞驰人

生3》等重点影片提供从创作到市场的全

链条支持。刘祎呐说：“期待这些影片能

为中国电影市场注入更多能量，也期待

更多国内外制片企业能落户上海，还期

待越来越多的好作品在上海诞生、成长、

壮大，给行业以希望、给观众以力量、给

城市以荣光。”

从“仰望工业”到“驾驭工业”

与观众双向奔赴

在开幕论坛环节，万达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陈祉希表示，电影

工业标准提升使制作周期从1 - 1.5年延

长至 3年以上，导致内容供给减少。她

提出，上一代新导演的成功催生了“高追

求”效应，但新一代导演的补给却严重不

足。“我们收到 800多个青年导演剧本，

最终只能选出 10个进入开发，即便在短

片阶段，他们对叙事节奏、观众共情的把

握仍显生涩。”这种断层不仅源于创作能

力，更与人才培养体系的滞后密切相关。

“中国电影不缺有才华的年轻人，缺

的是让才华落地的土壤。”陈祉希表示，

当行业过度关注“下一个郭帆”的出现，

却忽视了人才成长的系统性需求，终将

陷入“青黄不接”的循环。唯有从教育、

产业、政策多维度构建“以观众为中心”

的培育体系，才能让青年导演从“仰望工

业”变为“驾驭工业”，为中国电影的下一

个十年储备真正的创作动能。

面对中国电影产业的结构性挑战，

大麦娱乐总裁李捷提出，需从观众、投资

方、制作与宣发方三个维度建立危机意

识与反应机制，为行业破局提供系统性

思考。他认为，中国电影观众规模潜在

可达3亿至4亿人，但影院观影率未达预

期的核心原因在于“影片品质未满足期

待”。春节后灯塔研究院调研数据显示，

《哪吒之魔童闹海》等作品拉高了观众对

优质电影的评价标准，约 15%的观众期

待提升直接导致部分影片票房不及预

期。他强调，当前行业缺乏有效的观众

信息反馈系统，尤其在与国际优质内容

对比时，国产片尚未建立稳定的品质认

知。

“电影不是过时的娱乐形式，而是需

要用创新赢回观众的艺术。”他表示，当

《长安三万里》能以动画形式承载传统文

化并斩获高票房时，行业已证明“内容创

意+技术适配”的可能性。唯有打破对

“大投入、大明星”的路径依赖，中国电影

才能在观众审美升级与技术变革中重获

增长动能。

聚焦创意驱动

打破“票房唯一”困局

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长

田直指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当前上千部

的年产量中，至少一半缺乏市场竞争

力。”他建议将故事片产量压缩至 500 -

600部，聚焦“必看性”内容——即通过题

材创新、风格突破和视听升级，让电影在

与短视频、游戏等娱乐形式的竞争中重

获优势。

“《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的成

功证明，观众需要的是‘不可替代’的观

影体验。”他以 2024年票房数据为例，指

出头部 10%的影片贡献了 70%的票房，

而尾部影片平均票房不足千万，这种“马

太效应”倒逼行业必须淘汰低效产能，将

资源集中于类型创新与工业化制作。

王长田警示行业风险：“当前95%的

收入依赖票房，远高于美国的 30%。”他

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该片衍生品

销售额预计超千亿，显露出 IP开发的巨

大潜力。“当《流浪地球》等作品能通过周

边产品覆盖 40%成本时，行业才能真正

抵御市场波动。”

作为拥有 76年历史的国有电影企

业，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隽围绕老牌电影企业的传承与

创新，分享了上影在全产业链建设、技术

融合及 IP生态开发等方面的实践思路，

勾勒出传统电影企业面对产业变革的应

对之策。

王隽回顾行业变迁，20多年前中国

电影史上首部破亿影片《生死抉择》诞

生，而如今单片票房已达百亿级，未来更

有望冲击 200亿票房能级。这种跨越式

发展让上影思考三大命题：如何继承前

辈奠定的工业基础、如何应对观众与市

场的迭代、如何布局电影的未来形态。

“从1亿到200亿，不仅是数字增长，

更是产业逻辑的重构。”她指出，上影作

为“电影之城”上海的主力军，正通过全

产业链建设回答这些问题——既坚守内

容创作的核心，又通过技术赋能与业态

创新拓展边界，形成“传统根基+创新活

力”的发展双轮。

华策影视集团总裁傅斌星则聚焦创

意驱动，她提出“用创意平衡成本”的发

展理念，通过成立电影学院和技工学校

构建人才培育体系，深度陪伴创作者成

长。她表示，当下观众审美与文化需求

正快速迭代，创作者需走出办公室，深入

年轻群体感知时代脉搏，以《流浪地球》

系列为例，其成功印证了“硬核科技 +情

感共鸣”的创作逻辑，也为科幻类型片打

开了工业化探索空间。

凝聚“三个不变”共识

锚定电影强国建设方向

在中国电影诞生 120周年的历史坐

标上，行业需以守正创新的姿态应对挑

战——既要坚守内容为本的创作初心，

又要在技术应用、产业模式、国际传播等

领域开拓新局。

数据显示，第 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开幕首周票房已达 4300万元（截至 6月
14日），《酱园弄·悬案》作为开幕影片首

创上海市 500厅同步放映，标志着电影

节正从专业平台向全民文化盛事升级。

中国电影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唯有以观众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

引擎，以人才培育为支撑，才能在传承百

年光影基因的基础上，书写从电影大国

迈向电影强国的新篇章。

解构观众变迁

探索中国电影创作新范式

在论坛第二部分，陈茂贤、董润年、

黄建新、李少红、文晏、魏书钧等电影人

齐聚一堂展开深度对话，为中国电影注

入新视角的思考动能。

导演董润年认为，当下观众“不再是

被动接受者，而是带着强烈主体意识的

参与者”，他们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等

渠道构建自我表达体系，甚至将电影切

片作为形成个人价值观的讨论素材。这

一观点得到与会者共鸣，数据显示，中国

观众日均网络使用时间达 5小时，其中

短视频消费占比超 60%，这种行为模式

正重塑他们对电影的期待——从单纯娱

乐转向情感共鸣与社交话题的需求。

“观众不再满足于被讲述故事，而是

渴望在电影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导演陈

茂贤以自己的作品《破·地狱》为例，透露

该片在剪辑阶段进行了 1050份样本的

观众调研，根据香港等地的反馈调整了

50余个版本，最终形成的叙事节奏更贴

合年轻群体的认知习惯。这种“创作 -
反馈 -迭代”的模式，打破了传统闭门造

车的创作逻辑，印证了观众与创作者正

在形成文化共同体。

导演黄建新则关注到行业内部的矛

盾：“专业电影人年均观影量从 50余部

降至 20余部，却要求观众保持热情，这

本身就是悖论。”他强调，创作者必须主

动拥抱短视频等新媒介，“不是为了对

抗，而是理解这个时代的信息传播逻

辑”。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电影观众

中，35岁以下群体占比达72%，他们成长

于互联网环境，对视听语言的节奏、主题

表达的深度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创作突围路径

技术赋能与人文坚守的平衡

导演李少红以多年创作经历为脉

络，深刻剖析了技术迭代与观众变迁对

电影创作的重塑。面对短视频对观众注

意力的重构，她以王朔为例——这位作

家曾熬夜刷短视频 8小时，既焦虑又依

赖，“这揭示了短视频已成为创作者了解

世界的窗口，而非对立的敌人”。

“刷短视频不是消遣，而是在寻找与

观众的共情点。”李少红指出，当她在抖

音观察到某条乡村生活视频获百万点赞

时，意识到“真实的情感共鸣比华丽的视

听更重要”，这直接影响了她后续作品对

现实题材的处理方式。

“90年代我们担心数字技术毁了电

影，如今看来它只是让电影多了一副翅

膀。”李少红总结，当创作者能像接纳数

字摄像机一样接纳AI，像研究剧本一样

研究短视频，中国电影将在技术变革中

迎来新的创作黄金期。这种开放与坚守

并存的态度，或许正是破解当下创作困

境的关键。

但技术之外，人文内核仍是创作的

基石。导演董润年在创作聚焦打工人群

体的《年会不能停》时，深入工厂生活半

年，“站在他们中间讲故事，而不是居高

临下地观察”。这种沉浸式创作让影片

收获了目标观众的强烈共鸣，印证了黄

建新的观点：“好电影能跨越代际与阶

层，关键在于创作者是否足够诚实。”

导演文晏以“时间加速度”为切入

点，深刻剖析了技术迭代与观众心理变

迁对电影创作的重塑。她强调，在变革

频率从“几年一变”到“几月一变”的当

下，创作者必须打破传统思维，以更开放

的姿态拥抱观众的主体参与，在类型创

新与主题表达中找到与年轻世代的对话

支点。

将市场洞察内化为创作基因

青年导演魏书钧从创作者与观众双

重视角切入，深刻剖析了“观众主体意识

觉醒”对电影创作的颠覆性影响。他强

调，当观众从“仪式感消费”转向“情感共

鸣与社交表达”，创作者必须重新定义题

材选择与市场宣发的边界，在艺术表达

与观众连接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点。

在魏书钧看来，当下观众正经历从

“观影仪式化”到“参与主体化”的转变：

“过去观众走进影院是为了体验‘银幕奇

观’，现在他们更期待电影成为表达自我

态度的社交货币。”

“观众主体意识觉醒不是创作的束

缚，而是新的可能性，”他总结，“当我们

把‘与观众对话’作为创作起点而非终

点，电影就能从单向输出的艺术品，变为

连接时代情绪的文化节点。”这种将市场

洞察内化为创作基因的思路，或许为青

年导演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寻找平衡提供

了新的思考维度。

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论坛举行

共探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6月15日，第27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开幕论坛：时代风华

梦启新程”举行，万达、大麦娱

乐、光线、上影、华策等影视行业

领军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中

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历史节点，

就内容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迭

代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为

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注入思想

动能。

中宣部电影局主持日常工

作的副局长毛羽，中国电影基金

会理事长张丕民，华夏电影发行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白轶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上海市电影局局长潘敏等

出席论坛。论坛由中国电影艺

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当代电影》

杂志主编皇甫宜川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