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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光影不息·燃梦未来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开幕论坛聚焦电影强国

电影强国建设

是未来中国电影发展的核心方向

余俊生表示，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

民族强，电影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柱，

电影强国建设已经成为未来中国电影发展的

核心方向。未来五年，中国电影需要在战略上

谋篇布局，进一步明确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路

径，以实现“电影创作生产能力显著，彰显中国

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美学的精品力

作不断涌现，以国产影片为主导的电影市场规

模全球领先，电影产业体系和公关服务体系更

加完善，培养造就一批世界知名的电影艺术家，

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大幅提升”的目标。

陈玲在致辞中说，北京国际电影节作为汇

聚世界电影优秀成果、增进中外电影交流合作

与传播的重要平台，以其独特的风格气质和日

益深远的国际影响力，为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

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新活力，也为中国电影

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作用的强化和提升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她表示：“我们要充分发挥电影博物馆联

系人民群众和电影业界的桥梁纽带作用，运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突出互动性、参与性，常

态化地展示电影节的发展历程和成果，促进更

广泛的文化交流与创新融合，增强电影节持续

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感染力，让更多的观众走

近电影节、参与电影节、感受光影美好。”

闫少非表示中国电影家协会作为将不断

发挥组织优势、强化专业优势、创新工作体系，

与电影人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深入生活，扎根于人民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中国电影人

的共同努力下、不懈奋斗中，电影强国目标一

定能够早日实现。

用好作品

推动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

首场圆桌论坛为产业高峰圆桌对话，来自

中影集团、华夏电影、上影集团、长影集团、光

线传媒、博纳影业、保利影业、华谊兄弟、爱奇

艺影业等九家电影企业的负责人共聚一堂，回

顾过往成绩、分析发展现状、畅想行业未来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回

顾了中影以“创作为核心”全产业链发展的十

年。在他看来，中影集团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

是改制上市。“中影于 2016年 8月在A股主板

上市，从国有企业变成了上市公司，这让我们

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责任重大”。

具体到业务方面，傅若清从内容出品、基

地建设、发行放映和数字化等方面进行了介

绍。“过去十年，从《建党伟业》到《中国合伙

人》，再到《流浪地球》等，中影创作、出品和投

放市场的各类影片一共有200部，累计实现了

票房837.16亿元。”

他还表示，伴随 2007 年国家中影数字制

作基地的建成，中影先后布局了虚拟棚、混录

棚、云制作和数字化生产线等多项先进技术和

设施。十年来，中影基地共为 5111 部影视作

品提供了制作服务。

在发行和统计结算平台建设方面，中影集

团十年来累计为 4401 部电影提供了发行服

务，占到了全市场上映数量的 76%，其中中影

发行了 3483 部国产影片，占到了全市场上映

国产影片数量的 72%。在影院、院线建设方

面，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发展速度的加快，中影

旗下的控股院线和控股影院合计覆盖了全国

21028 块银幕，有 264 万个座席，占到 28.15%
的市场份额。

此外，中影集团通过设立中外合资公司，

引进国际的先进技术，实现了数字放映机的本

土化生产。至今，中影旗下的合资公司已累

计销售了 40494 台放映机，占到了全国设备

数量的 50.07%。中影集团还率先推动高格

式电影技术的发展，又推出了高帧率、高亮

度、高动态范围等七大电影技术融为一体的

高格式电影，为观众提供了更极致、更有差异

化的观影体验。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电

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儿表示，上影未来

几年将持续深化精品内容、大 IP开发、数字化

转型三大战略，以开放促合作、以创新促发展，

“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上影、支持上

影。”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赵海

城谈到，华夏发行作为国有发行公司，会注重

对主创人员在表现、感受新的时代，感受现实

生活中的普通人以及普通人中的英雄，从这个

方面加以引导和扶持。

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鲍盛华透

露长影在对老的经典 IP进行复拍，如《英雄儿

女》、《上甘岭》，同时也针对年轻人的喜好，计

划在老 IP中改造创新一些动漫电影。

博纳影业即将在A股上市，博纳影业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于冬在论坛上表示：

“十二年前，博纳影业在美股上市，当时我 38
岁，我人生最好的十年，就只做了拍电影这一

件事。”他还说，2015年决定从美股退市，是一

个重要的人生决定，“切换资本市场的轨道，我

走了七年多，从递交材料到过会通过1870天，

从过会拿到批文 630天。”他还表示：“如果上

天还能再眷顾我，再给我 10年、15年的健康，

我至少还能给中国电影拍100部电影。”

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在回顾光线发展

历程时表示，“十年前光线的《人再囧途之泰

囧》开创了中国电影的10亿票房时代，后来我

们参与的《美人鱼》开创了 30亿时代，再后来

我们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开创了（动画电影）

50亿时代。我希望未来我们能开创70亿、100
亿的时代。”

再谈及光线传媒未来发展时，王长田介绍

道，光线目前正在不同阶段运作的电影有 70
部左右，此外还有几十部动画电影在规划中，

“在正常年景下，希望每年能有15至20部影片

推向市场。下一个十年，我希望我们能做到至

少 150部影片上映，单片票房平均做到 5亿以

上。”

华谊兄弟联合创始人、副董事长兼CEO王

中磊表示，华谊兄弟在最近的十年致力于让电

影更有意思、更有想象力，让更多人去感受电影

的魅力。十年来，从影游联动、到实景娱乐在全

国落地与运营5个项目，再到如何让电影内容

在元宇宙中产生更强的关联和更大的价值，华

谊兄弟在不断创造优质内容的同时，更注重发

掘电影商业生命力的延续。

谈及电影产业和元宇宙的结合，王中磊表

示，元宇宙是未来生活方式的一个表现，将会

与所有的行业产生交集，电影与元宇宙的碰撞

带来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前端，就

是虚拟技术和增强技术带来的虚拟拍摄，让影

片制作的时间、效率、成本和完成度都大大提

高，华谊兄弟计划两年出品两部虚拟拍摄占比

在 80%以上的高质量电影；在后端，元宇宙带

来的改变是内容消费端的模式创新，会在电影

院、线上观看以及实景娱乐等方面为消费者带

来全新体验，带来更强的体验感和更深入的参

与感。

他在发言中还表达了对未来中国电影产业

发展的期待及展望，表示中国电影人要以政策

为导向、市场为导向、创造为导向，用持续不断

的好作品来推动中国电影的高速发展：“在座的

电影公司多是20年以上的企业，我们不会‘躺

平’，中国电影也不会‘躺平’。”

相对于传统电影企业来说，以互联网企业

身份入局的爱奇艺影业资历相对较浅。爱奇

艺创始人、CEO龚宇在圆桌论坛上坦言：“对我

们来说，电影创作太难了，栽过很多跟头，当学

生一直没当得特别好。但是没关系，我们会一

步步走、一步步学，希望我们在电影制作方面

能从一个小学生逐渐成长，早日进入大学。”

龚宇透露每年爱奇艺在内容上的预算大

概有 200 亿，其中投入在电影行业的有几十

亿。相对电视剧而言，原创电影目前投入相对

较少，未来会在这方面加大投入。他还表示邓

超执导的《中国乒乓》和尹力执导的《战争

1840》等新作品正在推进中，有望今年和观众

见面。

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卫强认

为，保利文化以线下为主，通过线上线下的结

合、大屏小屏的互动，可以进一步结合双方优

势来创作更多的作品。

青年人才

是建设电影强国的重要基础

第二场为电影人圆桌对话，尹力、白百何、

霍廷霄、龚格尔等老中青三代电影人，以近十

年中国电影辉煌成就为切入点，并结合自身一

线创作经历，通过不同视角探讨如何解决当下

电影发展面临的挑战。最后以展望未来、共话

电影强国的角度，共同展望中国电影发展蓝

图。

导演尹力表示，在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发

展过程中，除了硬件和多提供影院视听享受以

外，更多的是对年轻人才的培养，今后五年、十

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一代人成长起来是真正中

国电影的中流砥柱，是建设电影强国最重要的

基础。

演员白百何谦虚调侃自己还是一名电影

界的“小学生”。她表示，一部电影的“骨架”是

要有好的编剧，“血肉”需要灯光、美术、服装等

等很多人一起努力来打造，“作为角色出现在

现场，带着热爱去工作是我永远不变的梦想。”

美术指导霍廷霄认为，近几年随着科技进

步，对做视觉化的美学体系要求越来越高，对视

觉创作者挑战性也越来越大，新的时代下，中国

电影要从大国变为强国，最重要的就是人才体

系培养，也是他最大的使命。

剪辑指导周新霞认为是影片剪接技巧成就

了影片的风格，这个风格不是剪辑自己完成的，

而是导演、编剧、摄影、表演、美术各方面元素综

合给出的感觉，然后拿出这个片子应有的技巧，

这个技巧才能成就影片的风格。

编剧、制片人龚格尔表示，新的流程正在

对电影产生新的影响，科幻片是比较容易尝试

的技术和流程创新的特定类型，《流浪地球2》
全程虚拟拍摄预拍摄的手段，让创作团队先了

解影片大概的风格内容，也帮助团队现场拍摄

时候更从容。《流浪地球 2》在做一些尝试，电

影永远没有完全一致的流程，但是永远会有全

新令人想象不多的东西，这也是他最热爱电影

的一部分。

论坛最后，主持人李道新教授总结道，中

国电影有这一批理性又充满感情、有资本又有

艺术、拥有科技又关注人的掌舵者们存在，相

信中国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梦想一定

能够实现。

“天坛奖”彰显国际表达和中国叙事

“天坛奖”国际评委会在开幕式上亮相，评

委会主席李雪健表示，北京国际电影节是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一定会努力地评

选出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优秀

电影创作人。”

评委会成员郭帆、柯文思、秦海璐、吴京也

来到开幕式现场，两位外国评委——阿根廷导

演卢奎西亚·马特尔，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
弗兰马汀诺通过视频，表达了各国影人同心向

未来的期待。

本次“天坛奖”入围影片从1450部报名的

全球佳作中脱颖而出。在开幕式上，谢飞、惠

英红推介了《印度刺客》、《摆动》、《我们的家

园》、《海的尽头是草原》四部入围作品；沈腾和

马丽组成的“沈马组合”也惊喜亮相，作为推介

嘉宾，介绍了《速度与爱情》、《一个不愿观看<
泰坦尼克号>的盲人》、《好老板》、《追月》四部

入围作品；王祖蓝、张天爱、齐溪推介了《全

职》、《真正的家人》、《珍妮热线》、《妈妈！》四部

入围作品；葛优、王俊凯推介了《回西藏》、《安

纳托利亚豹》、《杰伊·比姆》、《入学考试》四部

入围作品。几位推介嘉宾的精彩引荐，让观众

看到了世界电影的多元风景与丰富哲思。

作为本届北影节的开幕影片，《海的尽头

是草原》的导演尔冬升、制片人白洁率主演陈

宝国、马苏、阿云嘎、罗意淳、丁程鑫、巴德玛登

台亮相，尔冬升邀请观众们去观看这部用心至

诚的作品，“感受那段镌刻在历史丰碑上流着

民族大爱的共和国往事”。

节目动人心弦

成为心灵沟通的艺术纽带

电影人的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电影

节的每一次转动都在开启全新旅程。开幕式

不仅有动人心弦的演出，也注重电影与时代的

紧密关联，成为了心灵沟通的艺术纽带，开启

了穿越时空的精神之旅。

《北京怀柔·与北影节有约》用天光云影和

明月千灯的唯美画面，描绘出怀柔影都的灵动

神韵。开场秀《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新

颖又富有殿堂感，让观众与影人“零距离”共享

开幕盛典。

李宇春演唱的《银河中的星星》展现了北

京这座双奥之城的绚烂，愿和平盛世不负先辈

的期盼；张信哲的歌曲《爱就一个字》唱出所有

电影人对电影的挚爱情怀。

时代少年团表演的电影金曲串烧《动人的

歌谣》回味无穷，激励电影人以传世之心创作

传世之作；刘欢演唱了电影《流浪地球》主题曲

《带着地球去流浪》呈现中国影人的内核情感。

而在“意论·光影中的传统文化”环节，组

委会则请出意公子讲述光影中的传统文化，揭

示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中国电影的独特魅力。

“中国故事”彰显中国力量

北京电影行业创造辉煌

中国电影市场正呈现着一片蓬勃生机，耀

眼的成绩背后，是上亿人次观众的合力托举，

彰显出中国电影人的精神与力量，中国电影工

业的实力与潜力以及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

韧性。

影片《长津湖》剧组作为“特别荣誉”环节

亮相，出品人及总制片人于冬、总监制兼编剧

黄建新、领衔主演吴京，以及抗美援朝老兵梅

门造、何宗光也作为嘉宾来到了开幕式现场，

北京冬奥冠军高亭宇、齐广璞为两位老人献上

鲜花。

北影节展现了中国电影市场背后的文化

繁荣和中国影迷对电影的爱与热情。第十二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不仅是为全世界朋友写就

的一封情书，也是中国电影人对新时代、新征

程的铿锵作答。短片《行者为光》回顾了北影

节如何抒写对于电影的挚爱深情，如何用 12
年的时间，让全球目光聚焦在北京这座中国光

影诞生的城市。

九大主体活动助推产业发展

构筑中国电影高地

北京这座双奥之城的开放与包容、古朴与

创新，赋予了北京电影文化和电影市场独特的

气质和风韵，在北京最美的金秋季节，8 月 13
日至20日，各项活动将蓬勃绽放，续写北影节

新的辉煌。

与影迷们“不见不散”的“北京展映”单元

精选了百余部中外优秀电影作品，推出庆祝香

港回归 25 周年的特别策划。北京策划·主题

论坛系列活动以电影强国建设主题为统领，助

力中国电影产业健康高质量发展，还将举办李

雪健、柯文思、尔冬升三场大师班。“北京市场”

通过项目创投、创投训练营等活动发掘新人新

作激发创造活力，并举办一系列行业内交流活

动。“电影+”活动创意丰富，“微博电影之夜”、

“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中国·北京电影之

夜”都首次作为北影节活动亮相。电影嘉年华

中的“露营俱乐部”将充分拉近青年影人与影

迷距离。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上接第1版）

8月14日，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论坛——“奋进新征程：光影不息·燃梦未

来”电影强国论坛在京举办，论坛由中国电影博物馆与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承办。北

京市委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台长，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组委会副主席余俊生；中国电影博物馆党组书记、馆长陈玲；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

组副书记、秘书长闫少非致辞。本场论坛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李道

新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美子主持。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国际评奖委员会主席李雪健，评委会成员郭帆、柯文思、秦海璐、吴京

《长津湖》出品人及总制片人于冬、总监制兼编剧黄建新、领衔主演吴京与抗美援朝老兵梅门
造、何宗光一同亮相

开幕影片《海的尽头是草原》剧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