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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赵丽

在过去的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

突破了 600 亿大关，成为可以与北美

电影市场并驾齐驱的第二大电影市

场。从2017年开始的“电影供给侧改

革”、“电影质量促进年”，中国电影在

摒弃、抛弃低俗庸俗媚俗的道路上坚

定前行，聚精会神、齐心合力为努力

打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的精品而持续、不懈的努力。在

中国电影稳步增长的票房数字背后，

我们欣喜地发现，主流电影在内容创

作上、表现形式上的创新和开拓，正

迅速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追捧。从《红

海行动》到《战狼》系列，从《我不是药

神》到《流浪地球》，主流电影不仅持

续三年占据了年度电影票房冠军宝

座，跻身年度十大最受观众欢迎的电

影，并且在中低成本领域，不断有优

秀作品出现。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导

演尹力表示，电影理论批评界将这一

批能够成功实现思想、艺术和商业的

平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价

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的电影，而命名

为“新主流电影”。

尹力表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

神、道德境界、美学规范，结合时代

变革要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主流电影必然将成为中国电影创作

丰富多彩的立体阵列中的基石和重

要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中国电影

家协会发起“中国好故事”电影项目

孵化计划。

中国现在有 30 余家国有电影制

片企业，活跃在创作一线的有十多

家，它们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作

需求。国有电影制片企业既需要肩

负社会责任，又必须兼顾市场效益，

因此最适合在主流题材影片创作上

发力。在这个历史机遇下，“中国好

故事”电影项目孵化计划应运而生。

“中国好故事”项目的合作单位

有：联合发起、承办单位蓝色星空影

业；核心成员单位包括长影集团、西

影集团、峨影集团、珠影集团、潇影集

团、内蒙古电影集团、云南电影制片

厂、广西电影集团、重庆电影集团、河

北电影制片厂、南京电影制片厂共

12 家。蓝色星空影业是首期“中国

好故事”电影项目孵化计划的共同发

起方和承办方。蓝色星空影业作为

浙江省国有影视龙头企业，对此次计

划极为重视，特别设立了“星空联盟”

影视新势力计划，努力挖掘和培育国

内有才华、有能力的新人导演、编剧，

共同推进中国电影主流创作新力量

的崛起。

“中国好故事”项目主动挖掘优

质题材和剧本，将与12家国有企业一

起，孵化培养一批优质电影项目落地

投入拍摄，计划三年推出十部作品，

并嫁接优质项目，创作者和资本、企

业界合作的平台。

本报讯 6 月 20 日下午，在第二十

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中国电影家协

会发布了《2019 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

告》，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导演

尹力，产业研究报告调研组主要成员、

资深市场研究专家、北京电影学院客座

教授刘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

藩，以及《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国际

版）》合作伙伴美国电影协会亚太区总

裁艾理善，和大中华区总裁冯伟参加了

发布活动。发布会由《中国电影产业研

究报告》主编，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

产业研究处处长王丹主持。

2018 年电影总票房达到 609.76 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9.06%，银幕数达

到 6007 块，自 2015 年起超过美国位居

世界第一。全年共上映516部新片，其

中国产片398部，进口片来自18个国家

和地区的 118 部影片。国产片票房为

378.97亿元人民币，占比62.15%。全年

总观影人次为17.16亿人次。经过十几

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电影产业取得了令

世界瞩目的成绩。

2018年中国电影产业也遭遇了资

本退潮的危机，增速放缓，一些上市影

视公司市值大幅缩水，许多项目计划搁

浅。然而，在资本退潮的大背景下，中

国电影人交出了十几年来最好的创作

成绩，电影市场趋于成熟，观众享受到

了十几年来电影界改革的实践成果，

中国电影创制在开拓思路、拓展题材、

工业化探索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我不是药神》、《找到你》、《红海行

动》、《暴裂无声》、《春天的马拉松》、

《狗十三》等一批优秀的现实题材影片

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现实，引起了观众

的强烈反响；反映电影工业实绩的类

型电影《流浪地球》、《无双》、《唐人街

探案 2》、《捉妖记 2》等作品既取得了

不俗的票房成绩，也表达了主流的价

值观；探索电影语言和人性深度的《邪

不压正》、《一出好戏》、《阿拉姜色》、《无

名之辈》表现出探索者的不懈追求。这

其中，不少是新人新作，这让我们看到

了中国电影的希望。

刘嘉解读了市场数据背后所透出

的信息：第一，中国已经成为北美之外

的第二大国际票仓。全球电影市场中

美及中美之外三分天下格局已见雏

形。正是中美两大市场在2018年都有

良好表现，拉动了全球影业整体增长了

1.2%。第二，现实题材火爆市场，《我不

是药神》全球票房达到4.5亿美元，位列

全球年度票房榜第 18 位。第三，中美

合拍片贡献成功案例，引力影视和华纳

兄弟共同打造的《巨齿鲨》“讲好世界故

事，赢得国际市场空间”。第四，中国电

影市场已经成为进口片、好莱坞大片的

重要票仓，《毒液》、《头号玩家》中国市

场票房甚至超过北美本土票房产出。

刘藩从制片行业角度进行了行业

发展的趋势分析。他表示，2018年，流

量明星号召力大幅下降，观众审美提

高，多部空有明星但质量不过关的影片

惨遭滑铁卢。同时，“IP神话”褪色，泛

娱乐资本退潮，而精通创作的主创和制

片公司成长起来，成为稀缺资源。

（李霆钧 赵丽）

从许鞍华的《半生缘》、关锦鹏

的《长恨歌》到王家卫的《2046》，不

少香港影片里都有着上海文化的烙

印，上海方言、旗袍、老洋房、交响乐

等等，构成了香港电影里的典型上

海记忆。

任 仲 伦 在 回 顾 沪 港 电 影 合

作的一些案例时表示，沪港电影

合作如今已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

他指出，从近十年的中国电影

看，香港电影给内地电影带来最

大的好处，就是工业化的规则流

程和规范，“前几年是启蒙，这几

年讲的是推动，商业化的思维和

商业的表现能力。”

谈及近年合作的感受，庄文

强表示，接触内地市场的一个很

大的感受，就是看到了一个更广

阔更多元的市场。林炳坤则进一

步指出，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强

大，与内地的合拍比以前有了更

多的机会，与此同时还有进一步

深化的空间。

韦翔东表示，电影导演是艺术

创作，但更是一个技术活，需要有经

验丰富的流程，香港电影人各个工

种配合、各司其职，这是香港电影工

业化的匠人精神给年轻创作者团队

带来的启迪。

本报讯 由袁锦麟编剧导演，王

大陆、张榕容、米拉·乔沃维奇、许

魏洲、刘美彤领衔主演的动作喜剧

电影《素人特工》日前在上海举办

“特工集结”发布会，以米拉为“导

师”的国际化特工阵容首次同台亮

相。该片是《生化危机》女主米拉

的首部中国电影。

当天发布会现场，米拉在酷炫

灯光中帅气登场，尽显“正牌特

工”的风范。作为一部充满欢乐

的动作喜剧，米拉在电影中贡献

了自己很少尝试的“喜剧表演”。

“我在看剧本时就被这场戏吸引

了，之前很少拍摄这样的喜剧，是

一次很新鲜的挑战。”对于自己拍

摄的首部中国电影，米拉还表示：

“戏中我们是一个团队，戏外我们

也像是一个家庭，大家都是很好的

朋友，很温暖。”

发布会现场，导演袁锦麟获得

了“最会选景特工”的称号。被誉

为欧洲最美城市的布达佩斯，是电

影的主要拍摄地。袁锦麟表示：

“布达佩斯首先景色优美，还有合

作过好莱坞的专业电影团队，而且

对我们电影拍摄的配合度非常

高。”不仅地标被拍了个遍，在古建

筑群中实拍撞车也让米拉感到很

新鲜刺激：“以往拍过很多大特效

的电影，但在布达佩斯街头去拍真

的撞车，这是第一次。”袁锦麟也幽

默总结道：“可以说我们在布达佩

斯是‘为所欲为’。”

电影《素人特工》由新丽传媒、

新丽国际、淘票票影视、华夏电影、

英皇影业、原生映画出品，万达影

视、优酷电影、集智映像、引力影

视、引力国际联合出品，并将于 7
月 12 日全国上映。 （木夕）

中国电影家协会发布”好故事”计划

李少红、文牧野谈主流电影的传承与创新
沪港电影的合作与交流：

政策利好推动进入融合新阶段

中国电影家协会发布《2019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

《素人特工》发预告海报定档7月12日

本报讯 6月21日，由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主

办、壹娱观察合作的“沪港电影合作交流论坛”举行。

导演、编剧庄文强，监制林炳坤，上海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上海电影股份公司董事长任仲伦，香蕉影业

执行总裁韦翔东等出席论坛，纪录片导演魏君子受邀担任

主持，和与会嘉宾一起，探讨如何推动沪港优秀电影人进

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促进沪港影视产业资源共享和优势互

补，推动沪港影视合作再升级。

任仲伦认为，沪港电影的创作

者经过多年的相互融合已经达到了

一个新阶段，未来沪港电影合作不

是只能局限于哪几类题材，完全是

多元开放的。

任仲伦表示，国家电影局4月出

台的支持港澳电影业在内地进一步

发展的政策，有助于彼此更深入更

全面的合作。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

国发展的进程中，需要更多的华语

电影人团结起来，而沪港合作的这

些经验，可以成为华语各个地区电

影合作的参考和借鉴。

庄文强表示，政策越开放，对创

意的体现必然会有好的影响。以香

港电影产业发展走向海外的历程来

看，这也有利于中国电影提升全球

竞争力。 （木夕）

◎政策红利、类型多元化

◎ 从概念启蒙到商业化推动

近日，第二十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论坛“复兴之路：主流电影的传承与创新”在银星皇冠假日

酒店金爵厅举行。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导演尹力在论坛上致辞，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著

名导演李少红，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赵宁宇，导演文牧野、苏伦一同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由上海戏剧学

院影视学院院长厉震林主持。

在新主流电影的价值体现和社

会担当成为共识的前提下，新主流

电影的创作和创新则成为的重点。

尹力表示，新主流电影创作的空间

非常广阔，既可以展现国家发展大

主题，也可以体现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还可以着重于反映个

人的感受。在他看来，只要遵从了

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一切题材都可

以是好题材，只是取决于创作者以

什么样的专业态度跟方式去执行。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李少红则表

示，好故事是一切创作的前提，人物

成立是关键。新主流电影的创作，

也需要抓人物、抓情感，通过人性来

表现，以艺术性的方式，传达出价值

观，体现社会意义。

各位导演在论坛中分享了他们

在创作中的心得与体会。文牧野表

示，他在创作中十分重视“娱乐性、社

会性、灵魂性”三点。作为新人导演，

苏伦认为要和观众做好朋友，电影的

根本还是要讲好一个故事。李少红

表示，市场的表现是艺术创作很好的

土壤，好的大环境需要大家来共同培

养和维护。

针对在新主流电影创作上效仿

好莱坞这一取向，北京电影学院教

授赵宁宇指出，新时代的内涵是由

中国社会自身塑造的，在创作上，应

立足于中国文化。他认为，近几年

来，在每一部成功的华语电影当中

都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根。青年导

演文牧野以“树”比喻中国电影根植

于本土文化的重要性，“任何一个国

家的电影都像是一棵大树，走出去

不是根扎在外面，是枝长在外面，创

新肯定是要根植于本土才能得到成

长。”

◎“中国好故事”电影项目孵化计划启动

◎新主流电影创作的空间非常广阔

任仲伦

刘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