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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城》看中国电影的战略机遇
辛 安

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大调整、大升级的重要阶段。电影作为大众娱乐，顺应整个经济发展的大趋

势，成为“最活跃的温泉”。但比起好莱坞电影的工业化体系，我们的差距还很大。对于我国电影产业

来说，未来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电影工业逻辑和系统，使一个个令人惊喜的“点”连

成产业化生产的“面”，支撑起中国电影全面、持久的繁荣

港澳纳入珠三角湾区城市群规划意义深远
毛 铁

智慧城市需要数据共享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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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刷单”须标本兼治

曹 磊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来，国内电商快速发展，但也出现了“刷

单”、售假、虚假促销、价格欺诈等有违诚信经营

的现象。“刷单”已成行业潜规则，并形成一条产

业链，暴露出电商平台诚信体系不完善的弊端。但

仅靠举报、处罚、起诉等手段整治“刷单”行为远

远不够，治标同时更须治本，只有彻底修正、完

善、改变现有的存在重大缺陷的评价体系和商家商

品搜索排名展示机制，铲除滋生“刷单”“差评

师”等的“土壤”，才有希望从根本上消除乃至杜

绝“刷单”等网络失信行为。

我国冰雪产业面临挑战

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企业对政府管理的各

种数据有着强烈渴望。企业在做信用评估、评级的

时候，通常很难拿到政府相关数据，他们希望有一个

开放的平台，让企业获得更全面、更精准的数据。智

慧城市建设包含两个阶段，当前阶段最难解决的就

是数据收集和整合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的下一阶段，

才能基于大数据做出一些人工智能的决策。交通、

养老、教育、安全、出行等领域，都可以运用到人工智

能，而这也将牵涉到政府数据资源的开放与共享。

我国现在有滑雪场 568 家，数量不算少，但是，

若在这个数上再加一些条件，比如说加入表示滑雪

场从山顶到山底的高差之后，超过 300 米高差的雪

场也就 20 家。且 500 多家雪场中，超过 85％的雪场

面积不足 5 万平方米，说明大量雪场规模较小。另

外，与其他新兴行业类似，我国冰雪产业也面临着巨

大的人才缺口。为此，要做好雪场、冰场和学校的校

企融合，做好国内和国外的融合，做好近期培训和长

期培训的融合，做好冰雪专业和非冰雪专业的融合，

由此建立一个完整的冰雪人才培育体系。

一个古老文明标志，叠加 IMAX 巨幕

科技，融入一部现代商业电影，带来一场

颠覆想象的超级视听享受。电影《长城》

历时 3 年、耗资 10 亿元，打造出的“饕餮围

城”“陆上航母”恢弘奇观、冷兵器时代的

中国先进科技和战争艺术，令人叹为观

止。张艺谋导演说，这是“第一次尝试用

好莱坞模式讲述中国故事”，在故事设计、

特效技术、制作阵容、文化融合、运作方式

上都有很大突破。站在产业视角来看，

《长城》作为一部现象级作品，也给中国电

影抓住战略机遇、走向工业化、走向世界

带来诸多启示。

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大调整、大升级

的重要阶段。电影作为大众娱乐，顺应整

个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成为“最活跃的温

泉”。2015 年，我国电影产业规模首次达

到 1000 亿元，关联产业规模达 3050 亿元，

总票房 440 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

市场，今年仍在持续升温。体量庞大的资

本被吸引进来，金融与电影日益紧密结

合，加速了行业发展节奏，各类顶尖创作

人才有了更加清晰的市场定价，也有了更

多的创作热情。这样一个“生态系统”培

育起来后，必然带来产业爆发性增长。从

2015 年的口碑监测数据看，优秀国产电

影供给增长已经驶上快车道，“超出期待”

这一指标的前 10 部电影中，有 8 部都是国

产电影。

热潮之中，中国电影工业化发展模式

的雏形已经悄然呈现。

对比好莱坞，其电影工业化体系主要

表现为有一条制作、生产、放映、衍生品开

发的成熟产业链，有内外联通的、庞大的

国内外电影市场，有高度发达的电影投融

资模式。这种机制，能够有效吸纳人才并

激发持续旺盛的创作能力去生产电影，更

能提升全球化市场运作能力去推广电

影。而其根本，还在于尊重电影市场规

律、掌握电影工业化逻辑。

比较起来，我们的差距很大，当然，这

些年追赶的步伐也大。一批重量级作品，

如《捉妖记》《寻龙诀》等以及眼下热映的

《长城》，都有“讲好一个故事、创造一个世

界”的基本出发点，有创作、技术、融资、运

营的专业化分工与协同合作，最终体现为

沉甸甸的票房和口碑。拿张艺谋导演的

话说：“有再多的寄托、再多的责任感，还

是要落实到一个工业体系中的标准化产

品上⋯⋯你只有完成好这个产品，才有后

面的寄托，中国风也好、文化也好、价值观

也好，就都在其中了。”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电影承载

着重大使命。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化

商品之间的博弈，背后是综合国力的较

量；落实到文化产业中，则是生产体系效

能的较量。中国电影正面临着难得的战

略机遇——市场环境好，渠道发展快，吸

引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人才，中国元素

被全世界关注⋯⋯这样巨大的“市场金

矿”“价值金矿”，如果自己挖掘不好，就会

拱手让人。未来真正的挑战在于中国电

影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如何建立起我们自

己的电影工业逻辑和系统，在制作、发行、

放映、后期衍生品开发的各个环节提升工

业化流程的水平和能力，使一个个令人惊

喜的“点”连成产业化生产的“面”，支撑起

中国电影全面、持久的繁荣。

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城市

群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提出 2017 年启

动“珠三角湾区”城市群等规划编制，“珠

三角湾区”城市群规划将包括香港和澳

门。把香港、澳门和珠三角 9 个城市作为

一个整体来规划，在城市群之间建立、保

持合理的协作分工关系，对于香港、澳门

更好融入国家经济体系，确保香港、澳门

长期繁荣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珠三角湾区”城市群规划将对粤港

澳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

世界各国城市群的发展经验证明，沿海湾

区城市群是发展条件最好、最具竞争力的

城市群。目前，由粤港澳组成的珠三角区

域湾区经济形态正在形成。据统计，2015

年珠三角区域生产总值达到 1.3 万亿美

元，进出口贸易额约 1.5 万亿美元。作为

重要的交通枢纽，该区域拥有世界级的海

空港群，机场年旅客吞吐量接近 1.4 亿人

次 ，港 口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接 近 7200 万 标

箱。近年来，随着港珠澳大桥等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的推进，珠江口西岸城市群与港

澳地区的融合进一步深入，珠三角区域一

体化迎来全新发展阶段，形成具有高端、

开放、创新特点并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湾区

经济形态。

“珠三角湾区”城市群规划的编制，将

明确“珠三角湾区”城市群的空间范围和

发展定位，优化城市群空间格局和城市功

能分工，在一些相邻城市之间，建立并保

持一种合理的协作和分工关系。规划实

施后，“珠三角湾区”将实现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城市功能互补、产业链延伸，这必将

构建更加国际化、高端化的湾区型产业体

系，推动区域经济整体转型升级。香港在

“珠三角湾区”建设中，可以寻找新的经济

定位，解决产业结构单一、创新科技、文化

创意等新兴产业发展缓慢的问题；澳门也

将在“珠三角湾区”建设中进一步扩大发

展空间，走上经济适度多元和持续发展的

道路。

“珠三角湾区”城市群规划将进一步

推进粤港澳经济融合。粤港澳可在分工

合作的基础上共同打造创新科技产业链，

包括合作进行科技研发、知识产权保护、

科技融资等金融及专业服务，以及科技产

业管理和运营模式创新。“珠三角湾区”建

设，还将进一步推动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

化。比如，广东省服务业发展一直处于全

国前列，港澳服务业更是处于全球领先水

平。粤港澳在现代服务业上的深度合作、

优势互补，有助于将“珠三角湾区”打造成

世界级现代服务业基地。

把香港、澳门纳入“珠三角湾区”城市

群规划，再次表明中央政府始终把港澳发

展放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谋划和布局

的定位。中央政府不仅高度肯定港澳对

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的历史

性贡献，且高度重视港澳未来在国家发展

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提升港澳在国

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

能。中央政府重视加强内地与港澳的交

流合作，着力支持港澳发挥独特优势、提

升自身竞争力。因此，香港、澳门特区政

府和港澳社会各界更要齐心协力，抓住机

遇，做好与国家战略的对接，找到“国家所

需、港澳所长”的交汇点，找到港澳新的经

济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