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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

开启发展新阶段
——台湾走访录

本报记者 陈小力

本报讯 记者金晶报道：今
年是香港与内地签署 CEPA 第
10 年，内地与香港的电影市场
进一步融合。据中国电影合作制
片公司提供的最新数据，2003
年至 2012 年内地与香港的合拍
影片共计 294 部，占我国每年合
拍片总数的比例常年维持在 65%
的水平。截至 3 月 31 日，内地
与香港 2013 年合拍片数量已有
4部。

2003 年签署的 CEPA 催生
了香港和内地合拍片，为两地影
人合作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根
据 CEPA 协议相关规定，香港主
创人员所占比例不受限制，但内
地主要演员的比例不得少于影片
主要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对故
事发生地无限制，但故事情节或
主要人物应与内地有关。香港内
地合拍片进入内地市场基本享受
国产片待遇。

合拍片不但拓展了两地电
影市场的空间，也见证了华语
电影的繁荣复兴。在 CEPA 的
带动下，两地电影人经历了从
接触到熟悉、从试探到合作,最
终携手融合发展的过程。越来
越多的香港电影人北上拍片。

九龙塘、油麻地、肠粉、咸柠七⋯⋯很多内地人最早

的香港印象来自港产电影，无论是粤语白话，还是时装美

食，香港人的生活点滴通过大银幕构成很多内地人脑海

中一段特有的记忆。

香港电影在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辉煌之后，进

入21世纪前10年的低谷。在香港电影市场急剧萎缩的同

时，内地市场却在迅速崛起。据统计，中国内地已成为仅

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2012 年的电影票房达

到27.4亿美元。

在香港电影走下坡路的 10 年间，许多曾经风云一时

的香港电影人另寻出路，选择在内地开辟第二战场。

2004 年初，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

的安排》（CEPA）正式生效，香港电影开始以合拍方式大

规模进军广阔的内地市场。

CEPA 第五份补充协议有关电影部分主要有如下几

条：香港与内地合作拍摄的电影享有国产片待遇；香港电

影不再列入进口电影；合拍电影和香港电影的粤语版可

以在广东地区公映；香港商人可以在内地投资建电影

院等。

内地与香港合拍片的默契让香港电影有了更大的市

场空间，香港导演执导的合拍片也越来越多。以第 32 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为例，在有资格角逐香港电影金像奖的

52 部影片中，仅有 23 部是百分之百的港产片，其余的都

是香港-内地合拍片。

香港电影业者们融合新潮、摒弃传统和越来越内地

化最初多是以商业为前提来考量的。在香港和内地电影

人从试探到合作的过程中，合拍片为电影市场和票房做

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但毋庸置疑的是，香港电影也通

过合拍重新活跃起来。并且，在进一步成功融合中，不乏

优秀作品呈现给观众。同时，合拍带来的技术交流、理念

碰撞也在悄悄影响着整个中国电影市场，为中国电影进

军国际影坛储备正能量。

正如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陈嘉上所说：“合拍片救了

香港电影。香港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地方，面对好莱坞

电影，香港电影没有任何保护，香港电影在回归前已经崩

溃，如果不是回归之后和内地电

影合作，香港电影现在将是一个

幻灭的局面。其实，香港电影与

内地电影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

的，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共同感受

着好莱坞的风高浪急，也在一起

寻找大众的兴奋点，寻找华语电

影崛起的陆地。”

香港电影的

“合拍”空间
□ 廉 丹

记者：这些年，两岸三地合拍片经历

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张思涛：如果从内地与台、港电影的
关系来看，中国电影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
3 个主要时期，即从 1905 年到 1949 年，
分治而有交流的时期；从 1949 年到 1978
年，分治而基本隔绝的时期；从 1978 年
到 2013 年，由交流、合作走向融合的时
期。在交流、融合的时代背景下，2003
年，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 CE-
PA，内地香港合拍电影条件得以放宽。
2011年 1月，ECFA 正式实施，内地电影
市场对台湾电影进一步开放。这些都对深
化两岸三地电影业内经验交流，促进两岸
三地合拍片市场的繁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积极作用。

内地与香港合拍电影始于 1982 年的
《少林寺》、《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
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90 年代初期，
两岸三地电影合拍高潮迭起，合拍片产量
每年达 30 部至 50 部。与此同时，内地与

台、港合拍电影纷纷在国际各大电影节亮
相 、 获 奖 ， 包 括 大 家 熟 悉 的 《霸 王 别
姬》、《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
司》、《菊豆》、《卧虎藏龙》 等。

CEPA 实施后，大批香港电影工作
者“北上”拍片，不但成为香港电影发
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也使得内地与香
港合拍片数量突飞猛进。内地电影市场
国产电影票房总数在 2004 年至 2011 年
间超过进口大片，其中合拍片发挥的作
用明显。合拍片也常常成为年度最卖座
的影片。目前，无论在内地还是香港，
合拍电影都已成为电影事业的重要支撑
和市场的主导力量。

记者：内地电影、香港电影、台湾电

影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合拍片能否将其融

合，满足市场的需求？

张思涛：香港电影长期沿着“商业
化、娱乐化、类型化、明星制”的道路发
展，积累了有关商业电影制作的丰富经
验。商业化也带来艺术创作某些方面的粗

糙和低俗化倾向，但同时也创造了艺术类
型的丰富性。从李小龙到成龙，香港功夫
片使中国电影走向了世界，使“中国功夫
片”立于世界影坛。

台湾电影崛起在上世纪 60 年代，较
之内地和香港电影发展较晚，其发展轨迹
介于内地与香港之间，既有深厚的中华传
统文化影响，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

经过 30 多年来两岸三地电影界的交
流、合作和整合，两岸三地已经开始出现一
批融合了三地电影资源的“华语大片”，如
近几年拍摄的《风声》、《建国大业》、《叶
问》、《花木兰》、《让子弹飞》等。这些“华语
大片”多数是两岸三地合拍片，特别是内地
与香港的合拍片。有的虽然并不以“合拍
片”名义拍摄，实际上也是融合了内地、香
港、台湾的资金、技术、人才、经验，做到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合拍片要想满足两岸三地观众的胃

口，还是要从文化的同根同源性入手，找
到“最佳契合点”。如在题材上选择中华

民族的历史、传说，加入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中国功夫等元素。在美学观念上综
合各方经验，加入内地的文化反思、香港
的商业理念等；在制作上汇集两岸三地演
艺界顶级的人才，凝聚强大的编导演、摄
录美、服化道等主创力量。此外，国际化
的融资方式提供了资金保障，高科技特效
的运用也为合拍片增色不少。

记者：基于市场的反馈，未来几年，

合拍片还会有怎样的发展？

张思涛：优秀的合拍片总是在不断涌
现，譬如近两年我们看到的 《桃姐》、《寒
战》 等，但有的影片也受到来自观众或评
论界的尖锐批评。合拍片取得的成绩大小
不一，人们对影片的评价自然褒贬有别，
无可厚非。未来，随着两岸三地电影人继
续深化交流、合作，互促融合，合拍片未
来整体发展走向还会得到人们的持续关
注。“华语大片”已经成长为一种新的电
影形态，相信两岸三地电影未来也将实现
创作上的真正融合。

交流融合是通途
——访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张思涛

本报记者 金 晶

本报讯 记者周剑报道：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近日公
布对外商品贸易数据显示，2013 年 3 月份香港整体出口和
进口货值均出现较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 11.2%和 11.3%。

3 月份，转口与港产品出口合计的商品整体出口货值
为 2917 亿元(港币，下同)，其中转口货值为 2866 亿元，
同 比 增 11.3% ； 港 产 品 出 口 货 值 为 51 亿 元 ， 同 比 增
3.3%。与此同时，3 月份商品进口货值为 3409 亿元，同
比增长 11.3%。

3 月香港往内地的整体出口货值为 1636 亿元，占总
数的 56%；从内地进口商品货值总额为 1595 亿元，占总
数的 47%。

3月份香港对外贸易增长快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4 月 1 日起，A 股市场向境
内港澳台居民正式开放，来自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的数据显示，截至 4 月中旬，港澳台居民在深市
的开户数约为 3200 多户，深圳市场反应普遍平淡，部分营
业厅至今仍是零开户。

记者调查发现，在内地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台居民对此
新政态度较为谨慎。香港籍居民 Yuki 称通过媒体报道获
知境内港澳台居民 A 股市场开闸一事，但尚不了解具体情
况。Yuki 告诉记者：“我和多数朋友没有在 A 股市场开户，
只有个别人开了。”Yuki 认为，香港人素来对投资比较敏
感，且有部分香港人一直较为关注内地金融市场，因此未来
一定会有更多香港人在 A 股开户。同时她还表示，目前对
于像她这样的小股民来说，A 股市场仍存在一定风险，所以
她仍选择观望态度。Yuki 称：“金融市场竞争必须是良性
的，才会保持长远和长久。”

台湾籍居民江小姐看好这一业务的未来前景，她认为
A 股市场对境内港澳台居民开放，丰富了他们的在陆投资
渠道。江小姐表示，相较于沪市，以创业板和中小板为主的
深市较为吸引她和朋友的关注。但由于目前仍缺乏更加详
细的资料及说明，所以他们都还没有在 A 股开户。

据了解，境内港澳台居民开设 A 股账户需要提交“三
证”，即香港、澳门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和台湾居民来往大
陆通行证、港澳台居民身份证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临时住
宿登记证明表。如果“三证”带齐，一般 10 分钟左右就能办
完开户手续，深市当天就可交易，沪市第二天可交易。

今年以来，两岸经济合作有多项进
展。来自海关总署 4 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前 3 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
额为 514.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5%。从相
关政策的调整和实施，到统计数据结果的
变化，反映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
议》的签署和实施，开启了两岸经济关系新
的发展阶段的最新成果。

记者近日从厦门循“小三通”到台湾金
门、台北、台南、高雄等地走访后，深切感受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推动经济繁荣，造福
两岸同胞带来的变化。

“一日游”提升金门产业发展

位于台湾海峡南部的金门县距大陆
最近处仅 2310 米，农业、旅游业和酿酒业
是金门的主要产业。自从 2011 年厦门暂
住居民赴金门开通“一日游”后，金门一下
子热闹起来。

记者在金门看到，大陆的游客一早从
厦门坐船出发，一个小时就到了金门。一
天的时间，游客畅游金门的风景名胜，品
尝台湾美食，去免税店购物。

金门副县长吴友钦说：“近年来，金门
凭借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
鼓励对具有闽南风格的传统民居进行改

造，开办民宿（农家乐）。这不但解决当地
农民就业，而且吸引大陆游客到金门观光
旅游。”

激增的大陆游客，拉动了金门的市场
消费，促进金门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发
展。“金门三宝”——贡糖、菜刀、高粱酒
成为大陆游客争相选购的纪念品、伴手礼。

记者在一家贡糖老字号专卖店看到，
用芝麻、花生、麦芽糖为主要原料，经烘
烤制成的贡糖，琳琅满目摆满了柜台，大
陆游客在柜台前竞相选购。这家名为陈金
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老字号始建于1934
年，公司总经理、店家第四代传人陈金福
告诉记者，大陆游客带来了很多生意，近
两年贡糖销量每年增加两成以上。

同时，用废弃的炮弹壳切片锻造成的
金合利菜刀、金门高粱酒也深受大陆游客
青睐。金门高粱酒是台湾白酒第一品牌，
市场占有率高达八成，2012 年营业额突破
123亿元新台币。

大陆游客赴金门“一日游”推动金门经
济发展。居住在金门的本地人把去厦门

“一日游”作为一种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也
拉动了厦门的市场消费。金门的一位导游
黄小姐告诉记者，金门服务业不太发达，店
铺通常晚上很早就打烊，很多金门人愿意
去厦门娱乐消费。他们常常坐早上第一班
船到厦门，逛百货商场购物，然后去吃厦门

的特色餐或者洋快餐，十分快乐。

百户渔民的喜悦和希望

虱目鱼是台湾的特产，主产地在台南、
高雄等地区。受益于两岸经济合作的发展，
这种既营养又美味的鱼成功进入大陆市场。
在ECFA早期收获清单中，大陆对台湾关税
减让539项，虱目鱼便是其中一项。

记者来到虱目鱼的一个重点养殖地台
南市学甲镇，这里鱼塘一个连着一个。学
甲食品公司董事长、台南市虱目鱼养殖协
会理事长王文宗介绍说，学甲镇有 600个
虱目鱼养殖户，近几年随着鱼苗、饲料、
供电等价格的不断上涨，虱目鱼的养殖成
本增加很多，但岛内虱目鱼的收购价格波
动很大，供需不平衡往往造成“鱼贱伤
农”。海协会来这里考察调研后，便马上
组织大陆的水产公司与学甲镇渔民开展虱
目鱼的契约养殖试点工作。

负责该合作项目的海协会联络部主任
于京告诉记者，2011 年 1 月 ECFA 正式
实施。上海水产公司与学甲镇 100个养殖
户正式签订虱目鱼“契作”合约，上海水
产公司以每台斤 （合 600 克） 45 元新台
币的价格收购这些养殖户的虱目鱼，每户
收购 3 万台斤不经过中间环节，并由上海

水产公司率先与学甲镇渔民开展虱目鱼的
契约养殖试点。大陆在学甲镇实行虱目鱼

“契作”让当地渔民赚到钱，增加了收
入，更多的渔民希望参加“契作，2012
年已扩展到 120 户。此外，辽宁、江西、
苏州、武汉等地的一些企业也陆续与学甲
公司签订虱目鱼养殖、鱼丸加工等订单。

学甲镇 52 岁的“鱼嫂”林丽足一家共
养了 7 甲虱目鱼（一甲合 0.9699 公顷），她
欣喜地说：“因为有与大陆的‘契作’，我多
养了虱目鱼，一年就能增加 10 多万元的收
入。现在鱼塘里的鱼已经有 8寸长，8月份
大约长到 1 斤半左右就可以上市了。希望
大陆能增加虱目鱼‘契作’养殖户，让大家
都能增加收入。”

王文宗说，虱目鱼合作项目给台湾
南部的渔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为满
足渔民的要求，去年，大陆与学甲食品公
司规划合作投资，兴建虱目鱼冷冻库和
加工厂，同时加强在大陆市场的宣传和
推 广 ，让 更 多 的 大 陆 民 众 了 解 、品 尝 虱
目鱼。

随着 ECFA 的实施，两岸将加快推进
经济产业方面的合作。于京告诉记者，两
岸企业正在加紧落实农产品加工方面的
合作项目，比如虱目鱼的综合加工，鱼鳞
可以加工成胶原蛋白，骨头可以加工成骨
粉等。

投资A股——

港澳台居民看好前景

本版编辑 廉 丹

版式设计 邵 颖

图① 香港星光大

道是为表彰香港电影界

杰出人士而设，深受游

客喜爱。

本报记者毛 铁摄
图② 在香港时代

广场举办的影星张国荣纪

念活动。

本报记者廉 丹摄
图③ 香港星光大

道地上镶嵌影星李小龙

的纪念牌匾。

本报记者廉 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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