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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

资本融合——

开辟市场新时代

去年底以来，我国电影市场进入了一个
相对持续的火热时期。随之而来，电影产业
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资本青睐——这一点
从本届上海电影节产业论坛的主题中便可
洞悉一二。6 月 16 日开始的三场产业论坛
围绕投融资主线，分别以“制作并投资面向
世界观众的电影”、“选择正确的影片进行投
资并为电影增值”、“中国资本‘逆袭’好莱
坞”作为讨论话题，演讲者和参与者中也不
乏投行和金融界人士。电影产业的巨大商
机似乎让资本找到了适于投资的“价值洼
地”。而与资本的融合将使中国电影产业进
一步迈向成熟，也已成为业内的共识。

“中国电影面临非常好的形势。”中国国
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管理委员会主席朱云
来说。根据他的估算，目前关注国内电影市
场的资金已超过了 1000 亿元，其中包括各
种各样的基金、信贷、私募股权投资及部分
上市融资。

“这对于创业、创新和创造来说，都是非
常好的机会。”在他看来，如果能逐步建立适
应国内电影产业发展的完片担保机制，给投
资者带来一些可预期性，减少一定的风险，
还会吸引更多的资本向产业方向流动。

然而，一枚硬币总有正反两面。在众多
投资方不由自主地从投资回报率角度出发
参与电影过程时，大量资本涌入是否会造成
行业“虚火”上升的问题，也引起了部分电影
人士的担忧。

对于当下进入电影市场的资本，博纳影
业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于冬有
着自己的认识，表述也颇为直接。他告诉记
者，“由于资本 IPO 遥遥无期等原因，电影业
很多资金来源于煤矿、房地产等业外游资。
这些资本进入电影圈后带来了很多恶性循
环，如不计成本地抬高演员片酬等，这些都
是目前国内电影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由此
看来，开辟更多的融资渠道，将为电影产业

提供更多的“源头活水”。
“行业想要进入良性发展，还需考虑如

何把资金更好地运用到创作之中。”朱云来
说，“在‘能不能真正有票房吸引力’、‘能不
能创造收入’之外，‘能不能拿出让大家都喜
欢看的好片子’是根本前提，是当下电影市
场面临的主要挑战。”

文化互动——

引领创作新潮流

电影影像的背后呈现的是多元文化。
在上海电影节的舞台上，来自不同国家、地
区的电影文化相互交流、互动、碰撞，激发着
电影创作的深刻感悟。

文化互动集中体现在国际影展和获奖
影片评选环节，也让电影节有了“海纳百
川、包容并兼”的迷人特质。本届上海电
影节上，数百部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优秀影片集中上映，体现除了商业片之

外的电影市场的艺术发展潮流。“金爵奖”
评选邀请了国际业界知名专业人士组成专
门的国际评委会，而参赛“金爵奖”的 14
部影片则分别来自中国、德国、加拿大、
希腊、俄罗斯、土耳其、日本、韩国等国
家和地区。一系列活动不但增进了我国与
其他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也让上海电影节
的权威性和专业性与日俱增。

而在论坛环节，电影创作的交流也让多
元文化找到了共通融合的契合点。“优秀的
影片之所以优秀，关键在于以真情触动内
心，引发观众的共鸣。”拍摄过《国王的演
讲》、《悲惨世界》等影片的著名导演汤姆·霍
伯以拍摄、创作为例，讲述了自己对于电影
创作的理解。

“《国王的演讲》这部电影的中心是讲一
个有言语交流障碍的人的故事，无论你讲什
么样的语言，他都会结巴，没有办法很好地
做公众的演讲，没有信心与别人沟通、交
流。这样的主题其实是一个国际化故事的
主题。”他说，“这样一个主题会打动所有的

人，而不仅仅在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文
化当中。无论在中国、在日本、在德国，在任
何一个国家都会引起共鸣。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这也是一个商业的价值。”

科技携手——

打造光影新世界

除了扣人心弦的故事外，电影能带给观
众的，还有光影的感官享受。上海电影节期
间，组委会特别开辟了 IMAX 影片展映单
元，上映 IMAX3D 版《壮志凌云》等 5部经典
影片。正值电影《超人：钢铁之躯》上映，众
多观众还在 IMAX 大银幕前体验了电影特
效带来的强烈的感官冲击。

“电影的魅力在于体验式消费，它的每
一次进步都离不开技术的发展。”于冬说，

“回顾电影发展的历史，有 3 次最著名的技
术革新：第一次是无声片到有声片，第二次
是黑白到彩色，第三次就是 2D 到 3D 技术的
升级。接下来还会有不断的技术进步，这也
是电影生命的延续和发展。”

而在去年收购美国特效公司“数字王
国”后，小马奔腾也在进行一次有趣的尝
试。“数字王国在虚拟人制作方面拥有全球
首屈一指的技术，我们正在把这一技术转化
成一个可复制的模式，比如此刻正在做的邓
丽君的虚拟人。”北京小马奔腾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执行理事钟丽芳说，“大
家有望在今年看到‘邓丽君’登台表演，将
来还可以去全球开巡演、拍电影、拍广告。”

科技的渗透力还不仅于此。6 月 20 日
晚，作为上海电影节最具青春活力的环节
之一，手机电影节举行了颁奖典礼。最佳
短片、最佳导演、最佳演员、最佳编剧、
最佳故事片、最佳纪录短片、最佳动画短
片等 8 个奖项全部揭晓。来自联合主办方
的上海市普陀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单少军
告诉记者，“借助新媒体技术、平台与电影
产业成功对接，可以为原创力量提供展示
创意和才华的国际舞台，助推电影梦想，
为业界推送新锐。”

和着时代的脉搏跳动搏跳动

机 会

乐视影业执行董事张昭：
中国电影行业近百年的历史，需要一种

文艺启蒙式的跌宕，将科学、艺术、哲学融合
起来，现代互联网给电影产业带来真正机会
在这里。如果为了商业化目的，太早用数据
做电影，用数据挣票房，我们将错过一次中
国电影的文艺复兴。

我们设置了一个基于数据的商业模式，
叫“一定、三导、三屏联动”。“一定”就是用数
据来定位观众，要知道它在文学网站的点击
量如何？什么样的人点击？要知道电影可能
存在的核心观众以及第二圈、第三圈观众在
哪里？第一个“导”是导航，是产品和消费者
之间社会化、互动化的沟通。第二个“导”是
导流，即用数据把社会上的在各种互联网平
台上的网民“导入”电影院。第三个“导”是导
购，我们做了基于位置移动的微电商平台，每
一个线下电影院都对应网站上的虚拟商店，
卖所有跟观影有关的服务。“三屏联动”则是
在我们的超级电视，流媒体上PC的观影和影

院数字屏上实现联动。

融 合

搜狐公司副总裁、搜狐网总编辑、搜狐
视频首席运营官刘春：

大数据是我们所有的产品平台里一个
最核心的关键词。整个视频行业大数据有
3 个方面，用户大数据、内容大数据、渠道大

数据。在互联网时代，这 3 个大数据将融合
在一起。

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下，我们所有的产
业链，尤其是电影和电视剧产业链正在由传
统的 B2C 模式向 C2C 模式过渡。现在由点
击量很高的原创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
剧剧本，已经被证明有比较好的收视率，这
是简单的商业模式。更重要的是如何基于
这 3 个大数据，更好地用现在的数据预测未
来？这在短时间内是非常重要的挑战。

深 化

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在线视频部
总经理刘春宁：

基于用户习惯做定向分析是非常好的
方式，但大数据不要过于深化。主要有以下
原因：第一，在中国尤其在我们网络视频上，
小微电影、网剧、栏目剧等才刚刚起步，空间
非常大，有些空间不需要分析就能得出结
论。大量空间没有做的情况下，依托大数据
很容易迷失自己，尤其在网络制作上。

第二，技术虽然非常重要，但代替不了
艺术家和创作家。我们千万不要陷入到一
种现象，基于大数据以后，我们就模块化，进

而陷入了一种模式。内容的生产基于大数
据可以做更好的预测和更好的分析，但是最
关键的成功还是作品本身。

洞 察

万达文化产业集团副总裁，美国 AMC
院线董事叶宁：

大数据或者数据本身后面是什么？就
两个字——“洞察”。时代在变，消费者在
变，我们要跟随这种变化趋势。事实上，万
达的电影院很早就已经开始变了，数据库已
成为我们重要的核心“矿藏”，到今年年底建
立会员数据库达到 600 万，AMC 达到 400
万。虽然我们运用这些数据能力还有些不
足，但在未来，这个“矿藏”必将变成“金矿”。

大数据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看到这个
数据的人能不能通过大数据做事情。在信
息、数据特别多的当下，如果没有洞察之心
或洞察之力，有可能被数据吞噬。

创 作

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总经理
姜伟：

当你看到电影带来的本身震撼，可能不
是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电影产品不同于
其他产品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非理性占很
大比例。它的体验性消费很难用一个数据
去分析、前瞻。我认为，大数据就是在海量
数据面前可能有软件上的技术分析，帮你把
所有行为通过数据方式整理出来。但是这
是基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它的价值在于为
你未来做什么东西提供一些方向。

所以说，数据分析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
的价值，但是我不认为能代替创作行为。此
外，预知 5 年以后观众喜欢什么是很难的事
情，而且观众观影的感觉是感性的数据分析
可以有所帮助，但是不能决定内容。

“大数据”如何对电影产业发挥作用

一部原创剧《纸牌屋》的热播，不但让在线影片租赁公司Netf-

lix重焕活力，也让国内外影视界开始关注一个新概念——“大数

据”。大数据如何对电影产业发挥作用？大数据是否能准确预判

影视作品的市场走势？大数据能否成为我国电影产业的驱动力

量？在第16届上海电影节的产业论坛上，来自电影发行公司、放

映公司、网络社区和视频网站的各界人士给出了各自的答案。

本报讯 为期 3 天的第 16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电影市场”日前顺利闭幕。本次电影市场仍以“电
影交易市场”加“电影项目市场”的结构呈现。其中

“电影交易市场”共有参展机构及公司 819 家，来自
亚洲、欧洲等海外展商比例占 42%。本次电影交易市
场共吸引 10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718 名注册买家，达
成交易意向 750 多项。“电影项目市场”则从收到的
224 个报名项目，精选出 8 个极具潜力的“中国电影
项目”与 21 个“合拍项目”入围。最终经评委评
选，李霄峰的 《少女哪吒》 获得最具创意项目，高博
的 《跑火车》 获得最具市场投资潜力项目。陆一铜的

《纹身》、田原 《水之彼岸》、罗冬 《摩登时代》 获得
天工异彩特别关注项目。克诺特别关注奖则颁给了王
岳伦的 《遇见爱》。电影市场青春题材、现实题材的
增多，创作主体的跨界实践，也预示出未来一段时间
市场趋势走向。

上海电影节达成交易意向750多项

电影票房的成绩也只是整个电影工业的健康

标志之一，它不是整个电影业的全部。和西方成

熟市场相比，我们电影投资回报在中国是不高

的。西方电影的票房在整体电影产业中的利润不

到一半，但是中国基本上接近利润和收入的全

部。所以我们的想法是利用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

迅猛发展的机会和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进行有

机地结合。

——华人文化基金董事总经理 李川

中国资本进入美国，特别是进入电影主流，

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特别不希望中国资本

进入美国后变成一家满足美国电影需求的“银

行”。我感觉，现在美国电影业不是被资本追逐的

行业。这个地域之差，市场之差，造成了很多美

国电影到中国来找钱，形成所谓的资本“逆袭”。

作为电影行业的人，我期待不管是国内什么样的

资本，能有一个与电影相结合的平台，来参与美

国电影。

——华谊兄弟传媒董事长 王中军

在收购数字王国的时候，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

能输出中国特色文化的电影。中国是电影大国，每

年出品的电影很多，但是能达到特别高的质量的电

影，从纯技术层面声光等所有要素达到特别高质量

的电影，还屈指可数。中国有很多传统文化故事，

结合好莱坞最顶尖的技术和创意人员，在不久的将

来，我们很快会有更多的有中华文化、中国背景，

以中国主导的片子走出去。

——北京小马奔腾副董事长 钟丽芳

这是一个高速增长，充满魅力和潜力的市场。随着产业的蓬勃发展和

消费的大幅增长，我国电影迎来了新一轮发展的良好机遇。第16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让我们感受到，中国电影正——

精 彩 观 点精 彩 观 点

在上海国际

电影节产业论坛

上，国内外电影

界知名人士为电

影产业发展出谋

划策。

上海电影节举办期间，上海电影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位于上海电影制片厂原

址，展陈面积达 1.5万平方米，是一座涵盖文物收藏、学术研究等功能的行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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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市场现场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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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影片 《警界黑幕》（俄罗斯）
评委会大奖 《信赖》（瑞典）
最佳男演员奖 张家辉 《激战》（中国）
最佳女演员奖 李馨巧 《激战》（中国）
最佳导演 尤里-贝科夫 《警界黑幕》（俄罗斯）
最佳编剧 安格斯-麦克拉克伦 《信赖》（瑞典）
最佳摄影 瓦臣-夏尔马 布洛姆格伦-多万《信赖》

（瑞典）
艺术成就奖 尤里-贝科夫 《警界黑幕》（俄罗斯）

上海电影节金爵奖获奖名单

电影市场现场洽谈电影市场现场洽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