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意义非凡的

暑期档。从春节档和五一档的历史第

二，到暑期档的历史第一，中国电影市

场不仅基本完成了全面复苏，更逐渐展

露出一个既“大”又“强”的崭新面貌。

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史上最强暑期

档的尾巴回望，2023暑期档的意义不仅

在于刷新了票房历史纪录，更在于它以

一个“六边形战士”的姿态，在多个维度

浓缩呈现了一个更加健康有力的电影

市场形态。我们看到了周末档、小档期

和大档期相结合的多元档期对于构建

一个“大而强”的电影市场的重要性。

7月份内，在《消失的她》《长安三万

里》《热烈》等多部高口碑影片的带动下，

连续四个周日票房逆跌周六票房，周末

单日票房持续在4亿-5亿的高位。这是

非常罕见的成绩。因此，我们说，暑期档

的成功实际上也是周末档的成功。

周末档不仅为片方提供了更多的

档期选择，同时，它更是产业的需要。

如果没有多元化的小档期、周末档，中

国电影市场只能是“大”而不“强”。

打造更大更强的中国电影市场，必

须要确保本土故事类型的多元化，社会

大众的强烈情绪共鸣。在接下来的四

个月，我们要持续推出各种类型多样的

影片，为整个电影市场带来更有效的供

给。我们认为国产电影到了非常关键

的时刻，是否能够持续暑期档多元化的

供应，需要在类型、档期、用户等方面多

向发力，我们希望阿里影业通过平台和

内容的建设为电影行业做更大的贡献。

◎李捷（阿里影业总裁）：构建“大而强”的电影市场

无锡数字电影产业园2011年获批，

在 2013年正式对外开园。具有 12个数

字摄影棚，3个水下棚，目前有 5个新建

的摄影棚，同时为了发展和完善自身的

产业服务平台，包括协拍、基金融资、项

目审批、影视交易。作为数字园区，我

们注重打造自己的数字化制作平台的

建设，包括协同制作、虚拟拍摄系统等。

在过去十年中，包括《中国机长》

《中国医生》《八佰》《西游记之三打白骨

精》《女儿国》等在内的1200多部影视剧

在园区进行了拍摄和制作，其中一批影

片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江苏省

“五个一工程”奖和金鸡奖等奖项。

随着LED的虚拟拍摄，人工智能的发

展，我们在2021年底立足于现有的技术

平台和整体发展的规划，顺应国家的战

略，基于行业的需求和技术的趋势，我们

和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联手打造了

5G智慧虚拟拍摄联合实验室，项目主要

基于LED屏虚拟拍摄的行取，进一步融合

5G网络传输和人工智能的应用。由5G智

慧虚拟摄影中心、AIGC影视科创中心、影

视智能算力中心三大核心部分组成。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在2023年6
月20日，对外发布了国内目前最大的440
屏LED立屏的拍摄系统。同时我们也在

宣发海报、制作、剧作创作，虚拟场景的设

置，进行了AIGC的尝试。下一步也将致

力于实验室设备进一步完善，打造全国重

点实验室，参与标准的制作，落地更多的

影视项目，培养创新性科技创新人才。

我们相信技术对于电影的推动

作用，虚实结合将引领未来。新时代 新

征程，我们将继续给中国电影科技的发

展和电影强国建设贡献新力量。

◎凌律巍（无锡数字电影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虚实结合”将引领未来

八个月以前，我们思考我们的影片

口碑是不是“热烈”，我们的票房敢不敢

“封神”，我们的创作敢不敢“孤注一

掷”。坦白讲我是信心不足的，我应该做

个检讨。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比黄金还珍

贵的行业信心回来了，我们看到观众回

来了，我们看到我们的创作者回来了，我

们看到所有的行业小伙伴回来了。

今年暑期档热闹非凡。超 30亿票

房影片有 2部，超 20亿票房的影片有 4
部;超 10亿票房的影片有 5部。“票房逆

跌”频频出现，多部影片给行业不断带

来惊喜，《长安三万里》实现 9次逆跌、

《八角笼中》6次、《消失的她》5次、《封神

第一部》和《热烈》3次。不断“破圈”·的

好口碑为好电影拉高了长尾效应，助力

大盘持续突破票房天花板，暑期档期

间，7月 9日起，连续 5个周大盘票房实

现周日逆跌。

暑期档的新纪录是中国电影上下

一心的结果。作为行业的一员，我们感

受到国家电影主管部门对电影行业的

支持、理解与激励；也感受到一大批电

影从业者饱满的奋斗激情；更感受到了

近几年来中国观众对国产电影的渴望、

期盼、不离不弃，和对国产电影日渐生

长的自信、自豪与认可。

今天的创作者和以前不一样，乌尔善

导演和《封神第一部》，现在已经举办了5
城首映礼、24城巡演、33天170场超长路

演活动，开完这个会，他又要去路演了。

《八角笼中》在21个城市落地活动举办了

129场面对面活动。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

创作者会加入我们，我们也相信中国电影

的票房绝对不会停留在800亿、1000亿，

我们相信中国电影的春天刚刚到来。

◎郑志昊（猫眼娱乐首席执行官）：国产电影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随着中国电影的蓬勃发展，中国视

效行业也取得了喜人成绩。回望十年

前，中国电影刚出现大量数字特效需求

的时候，中国的视效企业也刚刚起步，

多是十几二十来人的“小作坊”，在技

术、经验、流程等方面远远落后于电影

发达国家。

这十年间中国电影视效人孜孜不

倦勤奋拼搏，完成了逆转，综合能力大

幅度提高。中国视效团队已经全面主

控了近几年中国“视效大片”的创作和

生产。不仅完成了创作需求，同时在

业内业外也取得了良好的口碑，一批

故事好、视效好、市场表现好的佳作频

频诞生。

基于视效行业的特点和应用场景

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视效行业

虽然有了很多进步和成功之处，但也没

有在方方面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大体

原因我归纳为两类：

一是在一些高难度例如生物特效

以及大规模的流体和柔体物理解算上

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其原因是相关项

目少，各视效团队缺乏实践情景进行技

术积累和迭代。二是受电影制作成本

限制导致视效团队收入低，间接导致社

会上高端复合型的艺术人才、技术人

才、管理人才很少进入视效行业，尤其

是在面临游戏行业的人才需求高度重

合的今天，电影视效行业人才枯竭的问

题已经越发严重，在此也呼吁主管部门

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予以扶持。

现如今，AIGC正在快速发展，相信

中国的视效从业者一定会抓住此次机

遇与众多热爱电影的同仁们为实现电

影强国目标而努力。

◎徐建（墨境天合视效总监）：努力发展数字特效助力电影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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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电影是一个合力的过

程。”王易冰在对谈中表示，在

摄制组有各个工作部门，电影

制造完成要上映的时候，无论

从制片、发行，还是到院线、影

院，都是一个合力的过程，十

几年的时间，中国电影市场做

大就是在这样的合力过程中

一点点形成的。《孤注一掷》是

坏猴子影业的新作品，王易冰

在《受益人》和《孤注一掷》这

两部电影里都能感受到了申

奥的全情投入，“《孤注一掷》

能够有今年出现这样的成绩，

还是和申奥的积累有巨大的

关系，当年《受益人》结束之

后，我们做了大量复盘工作，

当时很多经验和教训都体现

在了这次《孤注一掷》里，我也

从申奥的工作中看到了他的

变化、成长、调整，这是功夫不

负有心人。”

第五届中国电影新力量

论坛时，张苗还作为新力量代

表上台发言，今年论坛上，他

已经成为“前辈”了。在发言

中，张苗感触很深，“现在全世

界还能够以一定的规模化、工

业化去生产电影的国家只剩

下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

个是我们。道理特别简单，只

有这两个国家具备电影工业

发展的两个基本前提，第一个

是我们的实体经济和本体市

场的足够强大，第二个是我们

有自己的文化传承和输出的

需求。能在这样的时代下，还

能够继续做电影，我觉得特别

幸运。”

“相信”是郑志昊在对谈

中提到最多的词汇，“我们相

信未来，我们认为目前市场的

春天是一个开始，我们相信中

国电影市场在未来几年可以

上探 1000亿票房，我们相信

观众，我们相信年轻一代创作

者，他们的崛起，他们的学习

能力，而所有的这些相信，让

我们今天有机会建设一个更

好的平台服务大家，让我们今

天能够带来那么多的干货一

起分享，下一次坐在这里时我

们的干货和成长的收获会更

多，我相信下一次再聚的时候

有更多的收获和成长。”

徐建在发言中呼吁行业

给视效从业者更多关注，他表

示，电影行业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复合型人才密集的行业，复

合型人才在整个市场都非常

稀缺，而视效行业作为整个电

影创作生产里唯一作为公司

群体的实体，格外需要人才积

累和公司的体系建设，也非常

需要时间和资金去建设。“我

替大家发声，这个行业有很多

优秀人才，如果你们遇到了非

常好的合作伙伴，视效总监，

视效制片人，请你们善待他

们，如果你们碰到了好的视效

公司，也请你们善待他们。”

李捷在发言中表示，如果

想要实现周末档的繁荣，就要

相信科学定档的重要性。他

说：“科学的定档对于周末档

是重要的前提，我认为所有的

导演都想进大档期，这是一种

懒，因为我不清楚电影要卖给

谁，不清楚在哪个档期。”他还

建议市场尝试可调节的票房

分账机制，“举个例子，如果是

文艺片，需要更多的排片和场

次，片方可不可以降低分账比

例，更多给院线，这样院线就

可以支持文艺片，而热度极高

的片子，我们不差排片，就降

一点分账比例，让片方多拿一

点，甚至上映后两周再把分账

比例调回来等等，希望有灵活

结算体系的分账比例。”

凌律巍在对谈中关注的

重点是“创新”。无锡数字电

影产业园获批时，创新就是离

不开的主题，无论电影从黑白

到彩色，胶片到数字，还是目

前的虚拟化拍摄，创新永远在

路上。凌律巍表示：“我们园

区在 AIGC，整个系统上的数

据挖掘已经在实际产生，我们

在做一些短片时用到 AIGC，
AIGC如果把行业模型建起来

真是一日千里，但如果内容端

或者底层不进行一定的防范

或者管理的话，可能会发生一

些问题，目前在我们的实验室

加入了AIGC内容，也试图在

这方面做一些研讨。”

第五组对谈：

发挥产业链齐全的优势
激活中国电影的要素市场

我们总在聊市场多样性，但

这个前提是拥有强大的电影市场

底盘。只有储备足够多的优秀创

作者，才能迎来新的创作与市场

高峰。在此基础上，创作的多样

性才有实现的可能。

所以在今年的海浪电影周期

间，中影公布了“中影青年电影人

计划”首期投资规模10亿元，计划

在未来三年内投资 30到 50部青

年电影人的原创电影作品。此计

划更多的是面向有志于创造商业

价值和类型叙事的电影人才，为

观众、为电影市场、为投资人服

务。中影将会通过全产业链的优

势提供全周期孵化通道，对有潜

质的青年导演、编剧及其原创项

目给予全方位扶持。

拍电影是一件有门槛的事，

是一件需要遵循工业化流程和

精细化辅助的技术统筹工作。

纵观行业生态，青年电影人在项

目操盘能力、制作经验、市场形

势判断上缺乏足够履历，而国内

优秀的影视公司具备多年市场

生产经验、对市场趋势的数据化

专业判断和能进行全流程扶持

的强大资源。因此，影视公司们

完全有责任利用自己的优势去

不遗余力地帮助青年电影人进

入到专业的电影制作流程里，将

他们自身对世界的探索和思考，

与现有的资源相结合。因此海

浪学堂诞生了。海浪学堂希望

在海浪电影周的视线之外，为创

作者们投注更为长线、切实的关

注。以上层视野为引导，细分培

育课程、调配专业资源，为有能

力进入主流市场的创作者提供

一方训练、交流与传播的平台，期

待他们能在离开学院教育后，进

一步校准自身创作理念与主流市

场的偏差，早日将作品送入大众

视野。

◎谢瑾（海浪电影周秘书长）：
全方位扶持青年力量

任何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年轻力

量。中国电影也需要青年创作者对当下

时代的感受以及真诚而炽热的表达欲

望。为了保护好这份热情，我们创办了

“金钥匙创投”计划，以“真指导、真投拍、

真上映”为宗旨，全方位挖掘年轻创作者

的商业类型影视项目。

我们认真分析了新导演们面临的困

境，将他们最匮乏的资源加以整合。富

有经验的前辈、具有影响力的艺人、细致

负责的制片人、善于操盘的经营者与关

注新生力量的资金池都被囊括进了金钥

匙创投计划。在这里，所有的资深从业

者都不再是评委，而是一群有着几十年

经验的出谋划策者，也是未来能够帮助

项目落地实施的躬身入局者。大家都将

直接参与到项目的开发和创作中，这些

资深影人的加持，将大大提升电影在市

场上的竞争力。这一模式也是首次出现

在创投活动中。

2235个报名的长片电影项目中，有12
个项目入选了“金钥匙创投”计划的年度片

单。目前12个项目都在积极推进中。今

年会开机2部，明年上半年开机3部……

此外，我们发现除了成熟的剧本外，

还有很多优秀、富有创意与表达的大纲，

还有很多抱有热情的创作者并没有继续

将大纲进行后续创作，他们有的是面对

庞大的行业不知所措，有的是受困于柴

米油盐不能专心创作。基于此类现象，

我们专门成立了“箸笔”基金，让更多的

创作者尽可能抛开眼前干扰而投身创

作。第一期收到了1580份投稿，正在进

行紧锣密鼓的筛选。

作为影视行业的一员，我们越知创

作不易，便越想让后来者知道星辰不远。

◎ 康利（人马文化创始人）、王晔（“金钥匙
创投”计划内容主理人）：
全方位挖掘年轻创作者的商业影视项目

许多伟大的电影作品都畅

想过未来的理想生活，作为电影

人，我们也应当时刻向自己提问

“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
从而打造一个更具活力、更具成

长性的电影产业。

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本无

绝然的界限，也绝非对立。艺术

电影是“少数”，是小众，但它始

终是电影创造力的发动机，保持

着创作者的一种感受与思想的

弹性、活力，不断进行电影叙事

和电影语言的尝试。电影市场

若多给艺术电影一些机会，于电

影创作生态的哺育多有裨益。

可在当下的市场中，艺术电影的

创作者多少还面临着乏人喝彩

的孤独，以及资金掣肘的尴尬。

FIRST一直倡导“多样性电

影”——既发展电影工业，又鼓

励艺术性和实验性，作为区别于

主流商业电影的形式存在。同

时，FIRST在电影节、电影市场、

青年文化的建立之外，连续 13
年构建制作培育板块，因为观察

当下电影行业环境，不难发现中

部力量的创作者始终稀缺，如何

加速中部人才的扩充，培育出更

多的“合格电影人”是整个生态

的阵痛。

所以，FIRST 训练营、短片

季、拍片季、实验室等，用了 13
年的时间，从导演、编剧、摄影、

制片、剪辑、美术、录音、表演等

不同维度给予实践拍摄制作指

导，打造区别于传统学院教育的

沃土，以期给新生代创作者别样

的养分供给。

借助这些工作，我们或许能

够形成蝶变之前的蓄力，令产业

的高频词在“寒冬、艰难、起起伏

伏”外，还有另一种如“希望、坚

持、勇敢、一定要拍出来”的坚

定。 （下转第7版）

◎李子为（FIRST青年电影展执行官）：
给新生代创作者别样的养分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