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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下午，由上海电影股份

公司与每日经济新闻联合主办的

“AI+IP”海上论坛在上海影城举行。

本场论坛以“当 IP遇见 AI 打开

光影新视野”为主题，邀请到导演、编

剧、制片人、监制黄建新，光线传媒董

事长王长田，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

席、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上海电

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儿，博纳

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

长兼总经理于冬，爱诗科技联合创始

人谢旭璋，青年导演、编剧张末共话

AI技术对电影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

变革与可能。

AI为电影产业注入新动能

“AI技术不是未来，未来已来。”

这是于冬对 AI影响影视行业的论

断。他以即将于 7月 12日与观众见

面的《传说》为例，“我们拥有了年轻

成龙的数字资产，这相当于我们拥有

了一个永远不会老去的演员。这样

的技术突破，能够让演员的工作方式

发生了重大改变，过去拍真人时我们

用 90天的时间，但是现在 20天足

矣。”同时，借助 AI技术让电影在上

映前得以进行调整，无需要求演员进

行现场补拍，也无需重新搭建场景，

提高了电影制作效率，节约了电影制

作成本。“过去我们常常说电影是遗

憾的艺术，但 AI技术的出现让电影

不再是遗憾的艺术。”

“唯有入局才能破局，同时还要

加快布局。”这是今年年初 Sora出现

时，王健儿最紧迫的想法。为了能够

紧随时代步伐，“我们用了 14天时

间，紧急磋商讨论，上海电影迅速响

应AI浪潮，率先布局‘iNew’新战略、

‘iPAi星球’，以及中国动画学派大模

型等多项计划。”他介绍，自今年起，

利用产业链的上游资源和整合跨界

能力，从三个维度着手，推动人工智

能在影视领域的创新与应用：一是中

国动画学派大模型的训练；二是通过

“全球AI马拉松大赛”等项目进行人

才培育；三是实施“IP+AI”商业计划，

让AI的相关延伸产品零售总额突破

100亿元。

黄建新的早期作品《错位》就是

对未来科技与人类关系的深刻反思，

他肯定了 AI对电影创作的影响，利

用 AI技术可以更加高效、精准地完

成特效制作、场景设计、角色塑造等

工作。

王长田也肯定了AI技术在电影

制作效率提升上的帮助，“光线传媒

是国内最大的动画电影制作公司，可

目前也只能做到一年生产 1-3部动

画电影，AI的使用可以将生产能力

提升到一年 4-5部。AI可以将行业

的生产效率提升30%，把生产成本降

低 25%。这将缓解电影行业制作领

域面临的亏损问题，让行业进入良性

循环。”

AI还能够在字幕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张末创作的最新作品《拯救嫌

疑人》就是利用AI做英文字幕，不仅

只耗时 20分钟生成了整部电影字

幕，而且翻译还比较准确。“以前影片

涉及海外发行时为电影做英文字幕，

需要找专人，可能 10天后对方才能

给你一稿，还要自己去润色，不仅有

费用，还存在时差和沟通等方面的问

题。”

AI发展仍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尽管AI能够为电影制作提供许

多便利，但是电影人也不免对 AI崛
起产生了一些担忧。

在黄建新看来，今年端午档表

现较为低迷离不开 AI技术发展的

影响。正是因为技术的发展，使得

大众的休闲娱乐方式变得更为多

元，电影如何吸引观众留在影院成

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他还指

出，当前电影产业还面临着一些误

区，即有些人认为 AI只是一个工

具，但 AI不仅是工具，我们还要与

AI对话、商量、探讨。

王长田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至少在电影领域，AI还终究是个工

具。它确实能在动画电影的形象设

计、动态分镜等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但现在这个工具还极不成熟，在电影

行业还远远不能达到银幕放映的效

果。”他强调，“AI的光芒永远掩盖不

了人性的光芒”，因为当前AI以搜索

与整合功能为主，其广泛运用往往导

致大量同质化内容的产生。在此背

景下，人类独特的审美观与创造力将

成为宝贵的稀缺资源。

张末也发现AI在剧本创作上还

存在很多问题。“AI写的场景，往往

都会有些似曾相识，我需要不停地通

过对话让 AI更明确我想要什么，还

不如自己写。”但是她也坦言，在和

AI对话的过程中会更明确自己想要

的剧本、想呈现的人物，同时不停地

训练AI也是为了未来省时间。

或许大家对爱诗科技并不了解，

但是导演“闲人一坤”利用爱诗科技

的视频生成大模型产品 PixVerse创
作的中式奇幻片《山海奇镜之劈波斩

浪》受到了广泛关注。谢旭璋观察

到，目前 AI视频仍处于起步阶段，

“全球 AI创作的视频总量大概在几

亿量级，而全世界一天人类创作的视

频量可能就是几亿。”但他相信，未来

在 AI生成领域中，视频将是最大的

商机。

在 AI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电影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

与发展的契机。在新技术浪潮的冲

击下，电影人也要努力学习掌握新

的电影艺术创作流程，转变艺术创

作观念，同时也要相信视听美学的

呈现、思想感情的共鸣、幻想世界的

构建依旧需要以人为核心，电影行

业与 AI的共生发展仍旧有很长的

路需要走。

本报讯 2024年恰逢中法建交60
周年之际，国家级人文艺术项目

「ART SHANGHAI欧洲国家珍藏展」

发起全新特别单元——中法女性电

影项目「创造中的她」。6月 12日，

“创造中的她”中法女性电影项目发

起论坛：中国女性电影人峰会。

首位获得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

的女性导演许鞍华，北京电影学院教

授、一级剪辑师、中国电影剪辑学会

会长周新霞，北京大学教授、「ART
SHANGHAI」中法女性电影项目学术

主席戴锦华，中国电影集团美术师、

服装设计师、跨界艺术家马德帆，北

京电影管理学院副教授、原青年电影

制片厂副厂长、电影策划、监制叶静，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家毛尖，声音

指导、混录师龙筱竹，导演、编剧、北

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刘伽茵，编

剧、导演滕丛丛，摄影指导、灯光师邓

璐共同参加交流。

电影作为一种高度工业化的媒

介，除了导演、演员外，还需要诸多工

作角色的协同完成。然则，由于这个

行业长期以来的性别失衡，女性惯以

镜头前“被观看”“被构建”的对象被

诠释。但是女性电影工作者对电影

艺术的起源、发展、推动都有着不可

磨灭的影响。秉承对女性在电影工

业中创作生态与状态的关注，论坛集

结作出杰出贡献及活跃在一线的几

代中国女性导演、剪辑师、声音设计、

摄影师、服装美术等贯穿电影工业的

领军女性，共同探讨女性电影工作者

的时代命题，并以线上直播的形式与

观众分享。

本次论坛中，中国女性导演专场

及幕后电影人专场从不同创作视角

切入，呈现银幕之后女性的创作力

量。“创造中的她”电影项目的学术主

席戴锦华同时带来一场主题演讲，她

以电影史为话题出发点，结合“创造

中的她”主题展览，将历史与未来勾

连，呈现在女性在电影创作中的足迹

与脉络，带领观众感受女性丰富而充

满生命力的创作。

而在中国女性导演专场交流中，

在教授、作家毛尖的主持下，许鞍华、

刘伽茵、滕丛丛三位女性导演从各自

的经历与创作过程中凝练的思考与

困惑出发，与戴锦华教授进行一场深

度交流。

导演许鞍华率先分享对女性创

作及女性力量的看法，“一直在思考”

是她对自己的概括，她表示：“审视这

些事情非常重要，思维的变化会以潜

意识的形式影响自己的创作，或许改

变一些就可以拍得更好一点。”以《不

虚此行》斩获第 25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两大奖项的刘伽茵导演则渴望更

加宽广的女性创作领域，她希望观众

能够透过性别看到真正的自我。凭

借迷你剧《我的阿勒泰》收获关注的

导演滕丛丛表示：“女性特有的观察

世界的角度是非常难得和微妙的。”

同时她也分享了自己在片场工作时

因女性身份遇到的困境，直言：“我们

想要的是一种才华和能力上的互相

平等和尊重。”

幕后电影人的分享则将创作拆

分为更细节的行业，从摄影到声音设

计再到服装美术，嘉宾们带领观众了

解电影幕后行业中的女性创作者，共

同见证女性的力量。服装设计师马

德帆以电影为载体，从服装设计和美

术的角度带领观众深入感受了女性

在电影幕后创作中的重要性；摄影师

邓璐分享了自己闯入男性为主导的

摄影行业的经历，鼓励女生不必为自

己设限；剪辑师周新霞坦言自己在剪

辑工作中“感受到纯粹的快乐”并很

高兴电影剪辑逐渐从幕后走入大众

视野中。声音指导龙筱竹分享自己

对电影声音的理解，认为“声音是极

其官能、主导情绪”的，她认为“声音

的性别就是女性”。电影监制叶静则

从在座的女性嘉宾中看见未来女性

电影人的力量，直言“现在有这么多

女性坐在这里，这是一种社会的进

步，也是我们的未来”。

在中法建交 60周年之际，作为

中法女性电影项目「创造中的她」特

别单元，除6月13日至7月13日举办

的中法女性电影项目「创造中的她」

电影展览外，电影展映将以「法国电

影周」的形式，首度将多部具有重要

历史意义及近年涌现的优秀女性电

影在上海影城及上海百美汇影城进

行公映。

（杜思梦）

创新艺术表达完善类型结构

引领中国电影产业健康发展

去年以来，电影市场强劲复苏，

票房大幅提升，宣发形式日趋多样，

口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电影人如

何持续深耕精品创作，为观众贡献

更多题材多元、类型丰富的口碑佳

作？

在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看

来，国产电影类型在市场中占比结

构不尽合理，比如动画片和科幻片

等类型电影在整体票房中所占的比

例过低。近年《哪吒之魔童降世》等

“爆款”影片让业界看到了动画影片

的广阔发展前景。作为“哪吒”系列

的出品方，光线传媒坚持每年出品

两三部动画电影，“未来每年将增加

到四五部”。

“科幻电影代表着一个国家电

影工业的实力，还具有巨大的市场

潜力。与好莱坞等成熟市场相比，

当下中国科幻电影和动画电影还有

较大发展空间。”基于此，光线已经

开始布局科幻电影的创作生产——

将与“三体宇宙”联合开发科幻电影

《三体》，由张艺谋担任导演，目前处

于前期运作阶段。王长田表示：“这

是一个科幻大作，我们希望它不仅

能抓住《三体》这部小说的精髓，同

时也能带来一些突破和创新，也希

望能够带领中国电影，未来在国际

市场上有所收获。”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王健儿认为，实现中国

电影持续高质量发展不能仅依靠票

房，而要深度开掘 IP价值。“因为 IP
有跨界、整合和合作的能力，跟各种

各样的商业品牌进行合作，可以破

除产业壁垒，大大拓宽商业回报。”

他透露，“中国奇谭”的首部动画电

影已定名《小妖怪的夏天：从前有座

浪浪山》，计划2025年暑期上映。

谈及如何为中国电影注入持久

生命力，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于冬认

为，结合商业类型片特质，融入艺术

元素和新技术表达，呈现深邃的人

文情怀，才能成就一部好电影，“商

业、艺术、技术和人文是电影的核心

要素，缺一不可。”过去十年，博纳影

业一直在拍主旋律电影，但是如何

把这些主旋律的选题与商业电影、

类型电影结合，并融入艺术元素，融

入新的技术和新的表达，包括人文

故事、人文情怀，这是博纳一直在摸

索和升级的。“未来，我们可能想在

类型电影的国际化表达上，去做一

些努力，比如讲述中国人在海外的

故事，这在今天的世界电影当中还

是一个相对的空白。此外，我们也

希望实现在本国市场的盈利之后，

在海外市场能继续扩大影响力、辐

射力和出口力，这可能是我们未来

十年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

关键。”

阿里影业总裁李捷注意到，观

众的价值主张、审美趋势以 6至 12
个月为周期产生变化，而电影制作

周期一般为一年到36个月。“在这个

长短周期的冲突中，我们需要找到

真正能抗周期性的电影。”他认为主

要有三类电影具有抗周期性的特

点：一是有品质感的电影，二是大制

作的电影和工业化的电影，三是跟

个体命运、家国情怀、时代共鸣相关

联的电影。此外，做大电影市场还

要让中国观众能够看到全世界各个

国家不同类型、不同文化、不同表达

方式的好电影，这些作品有助于培

养观众对电影的喜爱。未来的五到

十年，中国电影行业一定要有更多

的定力、更大的投入，才能收获更大

的回报。

IMAX中国首席执行官孟丹青

则认为，多元化的内容供应是一个

重点，IMAX公司曾经在中国台湾和

中国香港地区进行体育赛事的影院

放映，最终吸引到的用户有80%已经

三年没有去过电影院。“我们去年和

阿里合作的泰勒·斯威夫特的演唱

会电影，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

例。所以我们希望推动一些多元化

的内容的发展，吸引那些很久没有

感受影院体验的观众，走回影院。”

华人文化集团副总裁、华人影

业总裁、东方梦工厂总裁应旭珺表

示，无论从制作端还是发行端来讲，

中国电影都需要更多地走出去。“请

进来”和“走出去”应是一体两面。

“在合作共事中，中方深入了解世界

电影的格局和生态，海外演职人员

则对中国电影有了切实的体会。”

在她看来，最重要的一点，中国

公司和中国电影人要积极全面地以

极其开放的态度参与到整个世界电

影的大循环当中。

电影“出海”需要真诚表达

找到走出去的“起点”

近年来，中国电影扎根本土文

化，呈现东方审美，受到国际影坛的

关注和认可。不久前，管虎导演的

新片《狗阵》获得了戛纳国际电影节

“一种关注”单元的最佳影片奖，一

人一狗相互救赎的故事打动了海外

观众和评委。

“在创作上，我的出发点比较单

纯，就是通过电影镜头说出心里流

淌的声音。”在管虎看来，电影与音

乐、绘画一样，拥有人类共同的情

感。是一个交流工具，“但是电影的

表现手段更为丰富多彩。”

谈及中国电影如何走出去，东

京国际电影节节目总监市山尚三表

示，对于创作者而言，并不需要在创

作的当下去思考未来是否面向国际

市场，你只需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

一些艺术感受，把结果交给观众。

“回看以前在国际上很成功的中国

电影，大多都是呈现了中国美轮美

奂的风景，有着很好的艺术感，但为

什么大多数当代中国商业片很难在

国际上获得成功？可能除了一些风

景之外，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关于家

庭、社会的元素，一些共通的情感和

真真切切的形象。”

导演李少红表示，电影语言本

身就是国际化的语言，它不是“说”

的语言，它是一种能够代表我们心

灵和世界观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共

通的。所以，电影本身的目的不是

为了“走出去”，而是展现和交流创

作者对于世界的看法。她认为：“我

们能够表现的就是我们自身，就是

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还有我们民

族的文化和历史，这里面没有什么

刻意去寻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

们能够真诚地，有感而发地把我们

看到和想到的东西用影像表达出

来。只要你的表达是真诚的，你的

故事和人物足以动人，我觉得它都

会在国际性的交流中被大家认可。”

阿根廷马塔布拉塔国际电影节

主席费尔南多·胡安·利马认为，如

果我们在创作电影的时候就想着

“出海”，可能就会丧失电影创作的

灵魂。重要的是我们在创作的那个

时刻要带着真诚感，要全力以赴打

造优秀的作品。“中国有非常独特的

视角和非常悠久的文化，我觉得这

是可以让中国电影大获成功的基

石。”

导演乌尔善介绍，《封神第一

部》今年会在欧洲上映，这是他之前

没有期待过的一个结果。“因为当时

创作的时候，我希望为中国的观众

拍一个神话史诗，来重新认识我们

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宝贵的精

神财富，获得中国观众的共鸣。我

觉得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如果我

们被感动，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民

族、不同区域的观众也同样会被感

动。”所以他一直不追求“走出去”这

个目的，“我一直希望能够如实地表

达我们现在的精神世界，如实地去

面对我们的情感生活，然后实实在

在把我想讲的故事讲出来。所以，

相较之下，我更关心的是我们如何

找到走出去的‘起点’。”

■ 文/本报记者 赵丽 ■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2024“AI+IP”海上论坛举办

AI影响电影行业的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女性电影人峰会在沪举办

见证银幕背后“创造中的她”

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论坛举行

真诚表达引领中国电影产业健康发展

从中国电影的摇篮，到如今的“电影之城”，上海开放、创新、包容

的城市品格，让上海国际电影节始终以独特的引领性，照见中国电影

高质量发展之路。

在6月16日举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论坛上，国内外电影企

业领军人物与知名电影人代表以“光影之路 焕新启航”为主题建言献

策，为中国电影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和构建国际合作新格局，谋划方

向，探寻思路。论坛由《中国电影报》社长、《当代电影》杂志主编皇甫

宜川主持。

许鞍华、戴锦华在峰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