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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论坛在京举办

聚焦电影工业与观众审美变革
探寻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路径

本论坛从观众的视角出发，分“主题

演讲”和“圆桌讨论”两个部分，分别从高

新技术制作与放映、影院经营能力提升、

提高国产影片创作质量三个方面，深入

探讨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总结

经验，发现问题，给出建议。

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总编

辑，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

秘书长李秀磊在致辞中肯定了新颖独到

的论坛主题，她表示，电影是高工业规

格、高技术支撑的艺术产品，科技和艺术

的结合是电影艺术研究者探寻的经典问

题之一，也是这次北影节的重要任务之

一。她相信到场的行业专家、电影创作

者、院线经理和设备厂商，在艺术创作、

影院经营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将会推动中

国电影高质量发展，引导更多观众走进

电影院。

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电影技

术质量检测所）总工程师刘达以“电影科

技创新的探索与实践”为主题，重点阐述

了电影核心关键要素及提升优化策略和

新时代电影科技创新的探索与实践。他

认为，电影是文化产业发展龙头和现代

视听技术的发展制高点，在新一代信息

通信技术和智能科学技术的有力驱动

下，电影产业正由传统视听产业向高新

技术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电影发展的核心目标

和重中之重，深化电影科技自主创新，实

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是新时代电影科技

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电

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正高级

工程师傅若清以中影推动高新数字电影

的发展为例，指明了影院放映质量和观

影体验的提升，能够为观众提供更具差

异化、更极致的观影体验，使得观众更加

认可银幕观影的独一无二性。此外，他

还表示，未来中影将不断完善高新技术

格式电影产业链，探索高新技术格式电

影在拍摄和制作上的创新性技术，开发

相应的前后期制作工艺流程，同时继续

进行关键技术的重点突破和创新升级，

研发前沿显示技术、探索新技术模式、商

业模式、加强高新技术格式电影产业链

每一个环节，在此方向上中影愿与业内

同仁一起为繁荣推进电影产业高质量发

展做出贡献。

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

究中心）馆长（主任）、一级文学编辑孙向

辉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影院、院

线经营者应该从思想层面上充分认识新

时代的社会历史坐标和社会主要矛盾转

换带来的新机遇和新要求，从业务层面

上形成营销管理观念和体系。她从三个

方面给影院提出了发展建议：第一，洞察

观众需求，识别细分市场，开发影院定

位；第二，制定产品战略目标，创造客户

价值，发展长期观众忠诚度；第三，认识

策展力量，养育策展人，塑造核心竞争

力。孙向辉强调策展人及其策展能力是

影院差异化经营和运营者与观众之间实

现价值共创的关键力量，也是影院核心

竞争力之所在。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

究部主任、研究员左衡以一位普通观影

者的身份出发，看到B站、短视频的弹幕

和评论区，他认为中国电影观众的素质，

他们的电影修养有时候令我们震惊，这

是中国非常理想的艺术电影的观众。并

指出艺术电影正在拓展和延伸，对电影

观众进行观察和思考做好充分准备会更

加重要。

《中国电影报》社社长、《当代电影》杂

志社社长兼主编皇甫宜川担任本场论坛

主持。在圆桌对谈环节上，来自行业一线

的精英们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成就。

圆桌 A 从技术角度出发，邀请了技

术专家、摄影指导、视觉特效等专业人士

探讨如何给观众带来舒适的视听效果和

观影体验。

摄影师赵小丁表示，技术方面的进

步，为观众在视觉观影和影像呈现上会

越来越趋于完美，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

电影创作者在影像体系中注入自身真挚

的情感，才能够打动观众。

中影华夏电影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总经理，工程师边巍介绍了在CineEurope
展会上，CINITY 放映系统独家放映了

4K/3D/高帧率技术规格的《阿凡达》续作

《阿凡达：水之道》的全新片段，取得了非

常显著的效果。卡梅隆导演答应《阿凡

达 2》上映时一定会使用 CINITY 系统的

高帧率版。边巍希望《阿凡达：水之道》、

《流浪地球2》的放映，能够为中国在世界

上掀起以高帧率为基础的或尝试性的拍

摄制作环境。

参与了《流浪地球》系列视效制作的

北京橙视觉电影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视

觉特效总监丁燕来表示，在追求给到观众

更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效果的前提下，

电影特效需要参与到电影制作的全部环

节中，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性的问题。电影

创作中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跳离出创作

规律，每一个部门都要协同工作。

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电影技

术质量检测所）高新技术研究处副处

长，高级工程师王萃从两个方面概述了

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在科研方面

的工作。一是持续针对图像显示、沉浸

式音频、数字水印持续开展迭代创新，

也包括 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通用技

术，因不能直接应用于电影产业，所以

针对电影行业需求，开展前沿技术定制

化研究，将它们和电影产业需求进行深

度融合。二是采用云计算技术和后期

制作技术相结合，建设国家电影云制作

服务平台。

圆桌 A 结束后，致力于 VR 研发的

PICO公司互动影视中心负责人熊俊杰从

VR 发展出发，讲述 VR 内容为影视行业

发展提供的无限可能。

圆桌 B 从影院经营角度出发，邀请

了院线和影城经理分享他们在创新消费

模式、扩大消费规模等方面的经验，探讨

如何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多样、优质的

电影服务，增加整体收益。

中影影院投资有限公司经理，中影

数字院线（北京）有限公司经理刘力铭结

合具体影院经营数据，表明了中影影院

的高格式放映给予了观众极强的观影吸

引力。CINITY放映技术以其无与伦比的

沉浸式观影体验为北京党史馆店、武汉

光谷店、广州太阳新天地店等多家中影

国际影城带来了忠实的观众、喜人的票

房和卓越的行业影响力。

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运营中心总

经理刘洋认为，争取在电影院固定的环境

下不断展示出新鲜内容，把更多的内容、

更多的展示方式在影院中进行具体体现，

要区别化解决同质内容方面的问题，带来

一些能够让观众认可的消费内容。

北京天幕新彩云影城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沈涛的“把观众当做朋友”理念，

帮助他的影院在疫情前每年观影人次达

到了 100 万。他认为，作为影城首先是

做生意，做生意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你的

顾客变为朋友。

深影国际影城（北京）有限公司总经

理蔡慎表示，电影院是给观众以感受真

善美的地方，观众在我们的影城里能够

跟创作者产生共鸣的影片就是好影片。

我们要把观众服务好，关键在于自己的

内心，多一些尊重、给观众一个笑脸，让

观众高高兴兴地看电影。

圆桌 C 从艺术创作角度出发，邀请

导演、制片人和策展人，探讨如何创作一

部吸引观众的高质量作品，让广大观众

对国产电影的满意度持续保持高位。

导演、作家万玛才旦强调，电影越是

人性的，越是世界的。他从自身创作经

历出发，强调在写剧本、拍电影时，除了

解决基本人物、情节的同时，也要把背景

带入。

监制、制片人耐安分析了未来电影

观众的主力军，并呼吁整个行业要更加

关心年轻电影人才的培养，因为他们才

是中国电影的未来。

导演杨荔钠就如何拍摄出贴近群众

生活的影像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我是一

个跟生活捆绑很紧密的一位创作者，因

为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作为一个影像工作

者的责任”。

中国电影资料馆节目策划、北京国

际电影节展映单元策展人沙丹从三方面

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第一，观众应该接

触更优秀的影片。很多电影在其诞生一

瞬间就成为“即刻经典”，电影之所以成

为经典是因为导演艺术思维极其优秀，

而导演艺术思维需要在创作者、策展人、

观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第二，影院应

该拥抱更加多元化的电影与大家见面，

与观众进行交流对话，观众了解到电影

呈现的意义。最后是作为服务中介，要

拥抱技术。

在论坛最后的总结中，皇甫宜川表

示，中国电影要形成稳定的高质量发展，

就需要心怀观众，需要真正形成“以人民

为中心”的理念，并为此不断进行实践和

探索，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艺术创新，不

断技术革命，从而推动中国电影高质量

发展。

■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为落实《“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中提出的“2035年中国电影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愿景目标，8月17日，由北影节组委会主办，中国电

影科学技术研究所（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第

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论坛——“理想的观众与观众的理想”在北京雁栖湖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