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上海大剧院里金爵奖项揭晓的喜悦落实成上海影城中观众欣赏获奖影片的共情一刻，为期十天的第22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圆满落幕了。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时间经度，以“一带一路”、“亚洲”、“长三角”为空间维

度，勾勒出一个立足上海、辐射世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时空。置身其中，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金爵”的朋友圈

不断拓展、电影节对产业的关注无远弗届。

依托成熟、完善的电影节架构，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次履约精彩：

电影节46个展映单元共展映影片511部、其中包括304部首映片，累计放映1745场，观影人次超过 46万。

电影市场共吸引了313家国内外展商参加，境外展商占比40%，新设“长三角影视拍摄基地”、“电影人才培

养”、“电影投融资”三大主题馆，三天吸引了两万多专业来宾洽谈合作。

电影创投收到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454个项目的申请，36个项目从中脱颖而出，入围作品得到了业界的

热烈反响，三天完成646场洽谈会议。

电影论坛以电影节一贯的敏锐性、专业性、前瞻性聚焦全产业链，以产业对话和电影学堂的不同形式，探讨

国内外电影的发展方向。

在金爵奖、亚洲新人奖两个竞赛单元基础上，新增短视频探索单元，进而构筑了包括短视频、金爵短片、创投

训练营、电影项目创投、亚洲新人奖和金爵奖在内的“六阶”新人培育体系。

作为上海最具标识度的文化名片，上海国际电影节与时代同行，创新元素无处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为青年

服务，六级人才培养体系不辜负每一个阶段的才华；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发展中成熟，架构和体系不断完善，电影

节对电影全产业链要素的理解和影响不断深入。站在22届的新起点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进击中的上海国际电

影节将一路与卓越同行，在中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征程中发挥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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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节·与时代同行

生于上海、长于中国、面向全球的上海国

际电影节，呼吸时代气息，跃动发展脉搏，用

创新驱动发展早已融入了“金爵”的血液之

中。每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都坚持与时代同

行的精神，通过电影节的内容创新，贯彻落实

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反映社会发展重大节

点，鼓舞和激励电影人和影迷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新中国

七十华诞”成为贯穿整个电影节的内容创新主

线。从 5 月下旬开始，“荣耀七十载，光影映初

心”70 部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映影片片花剪辑

便以系列短视频的方式投放，用符合新媒体时

代的传播手段传递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

强起来”的伟大历程。

“光影记忆 时代经典”展映单元精选 14 部

优秀影片、再现了不同年代的珍贵画面，以独

特的美学价值和历史场景给观众以全新的观

影感受。其中，新中国首部公映影片《三毛流

浪记》经 4K 修复后的世界全球首映，成为本届

电影节的一大亮点。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金爵盛典上的闪

亮元素，根据同名电影改编创作的杂技剧《战

上海》片段，让观众的思绪瞬间穿越到 70 年前

的上海，感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真谛。

金爵电影论坛以“光影七十年，共筑强国

梦”为开幕主题，来自全国各大电影机构掌门

人在论坛上以各自角度回望新中国电影的发

展历程，畅谈面向未来、坚定迈向电影强国的

文化自信。

《攀登者》、《中国机长》等国庆献礼片剧组

纷纷亮相金爵盛典红毯、仪式，一批国庆档电

影密集发布，为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镌刻了鲜

明的时代创新标识，营造了迎接新中国七十华

诞的喜庆气氛。

◎ 电影节·与创新结伴

“创新，无处不在；但创新并非为了创新而

创新，而是紧贴时代发展和大众需求。”中共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电影局局长胡

劲军说。

“电影节发展到今天，创新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觉悟。每个版块都在研究自己创新

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

主任傅文霞告诉记者，常常是这一届还没结

束，电影节的小伙伴们就已经开始琢磨下一届

有哪些创新的可能性了。从接待流程的完善、

电影节海报的设计到某一版块的重大架构调

整，创新无处不在。

为发掘和鼓励年轻人进入电影产业，本届

电影节新设短视频“探索”单元和创投训练

营，阶梯型新人培育体系进一步完善；为强化

“立足亚洲、关注华语、扶持新人”的办节定

位，本届电影节在亚洲新人奖的基础上创新推

出“SIFF·ASIA”架构；敏锐捕捉媒介和技术进

步，在“5G 商用元年”金爵盛典成功完成了首

次大型文化活动的“5G+4K”超高清直播，强化

了电影节的传播品质和传播能量。

创新也紧贴时代发展和大众需求，感知到

观众审美兴趣的多元化趋向，电影节对展映单

元分类进行了创新规划；有感于新科技在电影

制作和影院设计方面的突破，特别设置“新视

野”单元，从全球范围引入“IMAX+3D”、杜比

视界、杜比全景声影片同广大观众分享。

结合上海国际电影节与戛纳电影节合作

的日益深化，电影节创新设立“戛纳零时差”

单元，将一批刚刚在戛纳崭露头角的优秀影片

及时送到中国观众面前，如《悲惨世界》、《痛

苦与荣耀》、《小小乔》、《对不起，我们错过了

你》等。

◎ 电影节·向强国迈进

今年春节档，一部《流浪地球》收获超 46
亿人民币票房。对于这部现象级影片的讨论

一直延续到了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关注的焦

点也从《流浪地球》的故事情节辨析和科幻场

景想象转入电影创制的背后。如何建立强大

的电影工业化体系，为更多的“爆款”奠定产

业基础，用源源不断的优秀作品满足大众的文

化需求……所有这些，借由上海国际电影节的

交流平台，正在从一线电影人的现象思考转化

为务实实践，从前进的决心和勇气转化为自信

且睿智的表达。

“我们摄制了《流浪地球》，知道这条路有

多难，我们有多大差距。”在“电影行业如何构

建有效的工业化标准体系”金爵论坛上，谈及

工业化的迫切，《流浪地球》导演郭帆有感

而发。

传播学博士李湛提出“找对人、打对点”的

发展思路，认为中国电影在野蛮生长的红利期

结束后，应该为精耕细作做准备。

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需要强大的

电影工业体系支撑；强大的电影工业体系建

构，离不开有的放矢的顶层设计和产业布局。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上海亮出覆盖全产业

链的“服务牌”、“科技芯”、“世界窗”等重磅举

措。上海科技影都发布《上海科技影都总体概

念规划》和《松江区关于促进上海科技影都影

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前者以“科技芯”、

“世界窗”实行“双核联动”，打造行业领先的

科技影视产业集聚中心和面向全球的中外影

视文化交流之窗；后者则通过制度保障、政策

倾斜，鼓励和扶持海内外影视企业落户及项目

实施。

根据规划蓝图，科技影都将拥有占地面积

达 15 万平方米的 60 个摄影棚，其中三分之二

为高科技摄影棚，并辅以配套办公、教育、实

训等机构，为上海打造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形

成“1+3+X”影视产业发展格局，提供坚实的基

础保障。上海科技影都规划和政策在中外媒

体云集的电影节平台上发布后，迅速吸引了全

球的目光。

一业兴带动百业兴。全球影视创制中心

的打造、电影工业高地的构筑，在激活、夯实

上海电影产业活力的同时，也为带动上海文化

产业乃至长三角地区电影一体化发展奠定了

基础。

本届电影节电影市场开馆当天，旨在积极

落实长三角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长

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作启动，通过四大倡议

联动助力影视产业，即通过联合长三角苏、

浙、皖各大影视拍摄基地，共同建立健全长三

角影视拍摄服务体系、共同编制《长三角地区

影视拍摄指南》、共同宣传长三角影视拍摄政

策和拍摄服务环境、共同建立长三角影视拍摄

数据库，充分利用和整合资源，向中外影视企

业提供优质服务。

随后的长三角电影论坛致力于带动沪、

苏、浙、皖地区在培训教育、技术交流、艺术放

映、论坛展会等相关电影领域的深度合作，推

进长三角电影一体化的更高质量发展。

◎ 电影节·在发展中成熟

作为中国唯一的A类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

电影节历经 26 年的创新和积淀，逐步探索形成

了一整套符合中国电影创作、市场和消费现状

的电影节稳定架构和均衡格局。借由薪火相传

的办节队伍，各大版块之间的关联促进，高效的

志愿者服务……所有这些构成了上海国际电影

节独特的办节生态。

成熟首先体现在人才培养和项目孵化机制

上。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以六级台阶完善了

多年始终坚持打造的阶梯型新人培育体系。新

人以短视频创作展示潜力和才华，通过金爵奖

短片评选进一步接近行业，凭借一定的电影创

制才华进入创投训练营，借由成熟的项目创意

在电影项目创投中实现与产业的对接，形成长

片作品后进入亚洲新人奖、金爵奖等竞赛单元

的评选……

这样拾级而上、层次分明的新人培育系列，

每一级都对应着不同成长状态的青年影人，举

电影节之力给予相匹配的创作关怀和制作支

持。通过这样的新人培养机制，为产业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

鉴而发展”，根据习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上的讲话精神和“立足亚洲、关注华语，扶持新

人”的办节定位，本届电影节还把阶梯型新人培

育体系中的亚洲新人奖环节进行了创新性的扩

展、组合和升华，形成了全新的“SIFF·ASIA”框

架系列，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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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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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导演往往都有自己的艺术野心，喜欢

很大的命题。”本届亚洲新人奖评委会主席宁浩

在亚洲电影沙龙上提醒青年导演，“对自己的才

华和能力是否认识充分，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是

否认识充分都是拍出一部成功电影的前提。”

“一带一路”版块的探索、成熟是上海国际

电影节架构创新、完善的重要动作，不但有效地

回应了社会关切，也在短短五年内迅速走深走

实，全面渗透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活动的方方面

面。回顾“一带一路”版块的发展轨迹：

2015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设立“丝绸之路”影

展单元；

2016 年，电影节将“一带一路”设置为国际

展映版块的常设单元；

2017 年，15 个电影节代表共同签订“一带一

路”电影文化交流合作备忘录，举办“一带一 路”

电影文化圆桌论坛，设立“一带一路”主题馆;
2018 年首设“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打造

“一带一路”电影大师班、“一带一路”电影人沙

龙、“一带一路”电影之夜，创设“一带一路”电

影周。2018 年电影节结束后，上海国际电影节

依托联盟平台，迅速向各成员机构电影节推送

中国新人新作，开启了“一带一路”电影巡展

机制。

2019 年，“一带一路”电影周全面升级，联盟

扩展到遍及五大洲的 33个国家、38家成员机构。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节

系列活动进一步升级，成员更壮大、交流更深

入、片目更好看！”胡劲军说。

（下转第3版）

凝聚建设电影强国的力量
——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综述

《攀登者》剧组踏上开幕红毯

长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启动仪式现场

亚洲电影沙龙现场

“一带一路”电影之夜

96岁高龄的常枫领取最佳男演员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