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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灯塔专业

版数据，截至目前，今

年暑期档（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 170

亿元；其中，7 月份累计票房突破 87 亿

元，创下中国影史 7 月票房新纪录。

从《封神第一部》气势恢弘的史诗场景，到

《消失的她》海底星空的催泪情节，再到动画电影

《长安三万里》再现盛唐气象，如今不同类型的影

片中都有视效技术的加成。

电影作为视听艺术，视听的感官刺激是观众

对于一部影片的第一印象。曾经，“五毛特效”是

不少国内观众对国产影视剧中视效粗制滥造现

象的吐槽。随着近些年国内电影制作模式改善

和数字技术不断革新，出现了《封神》《刺杀小说

家》《独行月球》《长津湖》系列和《流浪地球》系列

等一大批视效制作精良的高质量作品，展现出国

内视效制作水平与电影工业化的进步，也在市场

上收获了高票房和好口碑。如今，国内视效行业

发展取得了哪些突破？制作水平与国外相比究

竟如何？还面临什么困境？

市场潜力巨大

北京墨境天合数字图像科技有限公司是国

内一家知名电影视效公司。近几年上映的《流浪

地球》《独行月球》《刺杀小说家》《唐人街探案》等

国产大片的视效制作均出自这里。

走进公司大厅，陈列柜中摆放着许多奖杯和

证书。公司联合创始人蔡猛刚送走几位前来洽

谈合作的客户，“这段时间明显感觉整个电影行

业的恢复速度加快，去年年底开机项目增多，有

不少已准备进入视效制作环节，最近市场上项目

也比前两年增加了许多。”蔡猛说。

今年电影市场的火热，带动了视效制作价格

回暖。蔡猛告诉记者，前两年电影市场遇冷，制

片方为降低影片成本，视效制作价格会被压低很

多。“今年国内电影票房已突破 300 亿元，只要观

众不离场，电影消费需求得以释放，视效行业的

复苏只是时间问题。”蔡猛说。

宝琳创展国际文化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

司不仅专注于国内电影市场，也在美国加州、韩

国首尔、印度班加罗尔等地设立了制作研发中

心，参与了众多海外项目。

“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视效行

业发展。新冠疫情的这几年倒逼我们寻找新的

发展路径，对全球视效行业也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宝琳创

展运营总监卓娜告

诉记者，疫情

期 间 ， 从

业 者 们

有了很强的危机和求生意识，竞争激

烈、风险变化大的市场环境倒逼国内视效公司

积极做出改变。“热钱离去，泡沫被挤掉，一些

低效的视效公司退出市场，投资者和创作者能

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创作内容本身，这对于视

效行业未来健康长远发展是利好。”

“近些年，国产电影中视效技术运用比重和

投入成本在不断增大。”大画众工电影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曹永说，“以前，有的项目中演员片酬

会占据制作成本的一大半，近些年随着限薪令的

出台落实和观众观影需求的改变，这种局面有了

明显改善，更多的电影制片方愿意将成本用于视

效制作来提高影片质量。”曹永透露，以前一部大

体量视效电影的制作费往往只占到成本的 10%

至 15%，现在可以达到 50%至 60%。

如今，视效技术在影片中的运用也更加广

泛。除了战争、科幻等常见题材，喜剧、青春类题

材影片也会应用视效技术。“去年暑期档上映的

喜剧电影《独行月球》票房超 31 亿元，影片中通

过视效技术制作的数字角色‘刚子’是一大亮

点。视效行业正不断开拓更大的市场，技术更好

服务于表达创作，也为创作者提供了新思路。”曹

永说。

“ 市 场 在 积 极 好 转 ，但 整 体 恢 复 还 需 要 过

程。”在北京锐艺多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昆看来，视效制作环节是一部影片生产的后

端，市场影响会呈现相对的滞后性，“预计国内视

效行业完全复苏还需要 3 个月至 6 个月，但行业

持续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国内视效团队逐渐摸索出了技术与本土审

美表达的契合点。据曹永介绍，过去国内大体

量视效影片更倾向于选择技术成熟的国外视效

团队制作，但因东西方审美差异和文化价值不

同，部分影片呈现的视觉效果不能契合国内观

众审美，导致“水土不服”。如今随着国内视效

技术的成熟，越来越多影片由国内视效团队独

立完成。

科幻电影是最需要视效技术支持的影片类

型。“《流浪地球 2》等科幻影片热映，为视效行业

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中国电

影美术学会视效专委会主任刘晓清说，“今年筹

备开机的科幻题材影视剧项目远超往年。视效

技术是科幻影视剧生产的有机‘土壤’，科幻电影

有大量视效镜头制作需求，优秀的科幻作品也会

推动本土视效产业的发展，乃至提升中国电影产

业的工业化水平。”

“‘科幻热’的背后，是国家科技水平、电影制

作水平和文明基础的提升与进步。”刘晓清认为，

科幻影片不仅能满足观众对未来世界的好奇，还

会引发大众对科技发展的思辨，这对于弘扬科学

精神、提升国民科学素质有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出

台了多项措施助推科幻电

影 与 视 效 行 业 发 展 。

2020 年 ，国 家 电 影

局 、中 国 科 协 印

发《关 于 促 进 科

幻 电 影 发 展 的

若 干 意 见》，提

出要以科幻电

影特效技术发

展引领带动电

影 特 效 水 平 整

体提升。2021

年 ，国 家 电 影

局 发 布 的

《“十四五”中

国电影发展规划》

再次强调通过大力扶持

科幻电影带动电影特效水平整

体提升。

底气来自技术跃升

国内电影视效产业的逆袭，底气来自日益成

熟的技术。“本世纪初，《卧虎藏龙》《英雄》等影片

走出国门，国内电影产业与国际市场合作越来越

频繁，这也是国内视效技术的起步探索阶段。

2010 年，视效大片《阿凡达》引进国内，很大程度

上刺激了国内视效大片的生产创作。”刘晓清说。

“2015 年 至 2019 年 ，国 内 视 效 电 影 市 场 扩

张，接连出现了《寻龙诀》《九层妖塔》《长城》《捉

妖记》《妖猫传》等多部大体量奇幻、玄幻影片。”

中国电影美术学会视效专委会副主任、视效导演

郭建全表示，那段时间电影业界对视效需求的膨

胀，对提升视效行业制作水平起到了关键的激励

作用，行业自身逐渐完善生物角色、毛发、真实感

物理光照等视觉制作技术短板。2019 年后，随着

《流浪地球》等视效大片的出现，国内视效制作技

术逐渐接近国际一线水准。

“相比过去，如今国内视效行业规模更加庞

大。”刘晓清介绍，胶片时期，视效制作需将胶片

扫描成数字影像，工艺复杂、制作门槛高，国内只

有几家公司可以制作，如今随着数字技术更新迭

代，众多民营视效公司涌现且拥有自己的技术

特色。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坞创新园的诺华视创

电影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

近几年完成了《妖猫传》《捉妖记 2》《大圣归来》

《风起洛阳》等多部影视剧的视效制作。通过不

断探索新技术，公司在虚拟拍摄、CG 数字角色、

大动画电影等方面处于领军地位。

在诺华视创 CEO 米春林看来，如今国内视

效制作水平已明显提升。“软件技术应用层面，我

们与国外差距不断缩小。尤其是立体特效制作，

如爆炸、水粒子流体、烟火以及硬表面等生冷物

体制作，国内与国际技术水平已很接近。”

与海外视效团队合作颇多的宝琳创展 CEO

郑胤对此也深有体会。“我们参与了《长津湖》《流

浪地球 2》等影片的制作，发现国内的技术水平并

不比国外差。”郑胤说。

“《刺杀小说家》中的 CG 角色赤发鬼，在数

字生物角色整体效果的完整性方面已达到国际

一线水平。”蔡猛介绍，CG 数字角色的皮肤毛孔

制作是视效制作领域的世界级难题，这个角色的

特写镜头渲染 1 帧需花费 30 个小时，表情变化会

导致毛孔产生挤压拉伸变形和纹理变化，虽然是

细微变化，但在塑造大特写的类人数字生物时不

解决好这个问题，“假”的问题就会随之而来。赤

发鬼的制作解决了这项难题，可以在中国电影数

字化工业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今年春节档上映的《流浪地球 2》，被不少观

众和业内人士誉为国内视效制作的最高水准。影

片中直冲云霄的天空电梯、月球核爆等视效场面

让人印象深刻。谈及《流浪地球 2》的视效制作，蔡

猛说：“我们结合了国内大部分视效制作力量共同

完成，影片体现的是整个行业制作水平的进步。”

除了传统的视效制作软件，虚拟现实、人工

智能等科技发展对影视制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科影融合”成为当前视效行业发展热点。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虚拟拍摄技术是未来

改变电影拍摄的新方式，也是影视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途径。“虚拟拍摄技术包含虚拟摄影机、虚

拟角色表演和实时渲染等诸多技术系统。在拍

摄现场可以实时观看合成画面，修改数字场景和

角色，有利于提升电影创作效率。”熟悉虚拟拍摄

业务的谢宜君告诉记者。

诺华视创是国内最早在虚拟拍摄领域“吃螃

蟹”的视效公司之一。“2021 年，我们视效团队在

制作电影《四海》中的山路摩托车追逐戏时，曾借

助航拍扫描技术对海岛道路扫描建模，在摄影棚

内搭建动作捕捉摩托车，通过虚拟堪景、捕捉摩

托车和车手动态数据等，在虚拟环境拍摄生成完

整的 CG 预演动画，不但省时省钱，还大大降低

了演员风险。”米春林说。

“通过视效技术制作的虚拟数字人，具有类

似真实人类的皮肤质感、肢体和表情变化，还可

以通过算法调用数据库，

实现实时互动，未来有可能

取代电影中的真人演员。”丁非同

在北京画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超

写实数字人业务。他表示，虚拟数字人可以通过

多领域 IP 跨界联动开发，创造丰富的 IP 价值，是

不少公司在积极布局的方向。

通过提前布局、持续深耕，我国虚拟技术的

发展与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十四五”中

国电影发展规划》中强调虚拟拍摄等多元化电影

摄制技术手段对提升电影摄制水平的重要性。

在米春林看来，虚拟制作技术的应用将推动电影

制作领域的变革。目前国外也处于探索阶段，深

化虚拟制作技术在中国影视行业的应用，不失为

中国电影产业实现技术超车的良机。

目前，人工智能领域与视效制作强关联的是

AIGC（人工智能自主生成内容）技术。郭建全认

为，这是未来最可能发生技术突变和广泛商业用

途的应用领域。人工智能技术有望在数字角色

动画表演、照片生成场景、previs（预览视频）、视

效制作流程管理等方面，为创作者进一步提供

帮助。

“《流浪地球 2》中吴京和刘德华饰演的角色

年轻几十岁的‘变脸’效果就是通过人工智能技

术进行大量学习，让其对脸部作出识别变化，提

高了视效制作效率。”郭建全说。

在数字技术推动下，电影后期制作迈入高精

尖的新技术时代，给视效行业带来创作模式变

革，但也有人产生了“技术压制艺术”的担忧。

“在突出电影技术需求重要性的同时，也要

把握好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合作协同关系。”中国

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孙承

健直言，在视效电影的创作中，创作者在展现技

术水准的同时，也要将艺术与技术高度融合，实

现文学性、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平衡，满足观众的

观影需求，推进国产视效电影高质量发展。

工业化体系初具雏形

视效产业工业化，是指建立一套分工明确、

专业化程度高，且能有效配置资源的视效生产系

统。“中国电影视效产业工业化是构建中国电影

工业化的内核要素，也是创新驱动中国电影制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环节。”郭建全表示。

对我国电影视效产业化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2019 年是重要的一年。“2019 年，视效产业发展

逐渐由半工业化、作坊式的生产形态，向工业化

产业成型化路径行进，呈现良性发展态势。2019

年上映的公路类型片《飞驰人生》虽是一部较写

实风格的赛车运动电影，但在制作环节体现出很

高的工业技术水平。”郭建全介绍，该影片许多赛

车镜头是在摄影棚内使用运动控制系统（Mo-

tion Control）拍摄完成，拍摄过程非常接近现代

电影工业化的生产标准。从镜头预览设计到运

动控制系统的准确实施，将视效技术与工业控制

技术有效融合，拓展了视效业的工业化外延效

应，客观上也启动了国内视效产业与其他工业设

备业技术链的协作关系。

“另一个案例就是 2019 年上映的科幻电影

《流浪地球》，它从体系上构建了中国视效电影的

工业生产初始模式。”郭建全说，影片拍摄前期，

导演郭帆带领视效团队做了大量视觉预览设计

和技术测试工作，为项目确立了符合现代电影制

作的工作流程基础，保证了影片的高品质视觉效

果，为后来《独行月球》《流浪地球 2》《刺杀小说

家》等电影在国内独立完成制作奠定了基础，推

动了国内视效产业工业化发展进程。

“ 前 一 分 钟 还 在 春 季 ，下 一 分 钟 就 进 入 冬

天”。在鼎盛佳和（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虚拟

摄影棚内，高 10 米、弧长 36 米的 LED 大环屏，让

这样的拍摄愿景成为现实。鼎盛佳和是国内最

大的影视剧后期制作公司之一，每年要为上百部

影视剧提供视效创意与制作。

“虚拟拍摄告别了传统绿幕，大幅度压缩后

期制作时间，既节约成本，又提高效率。这是视

效产业推进工业化、加速补链强链的一个缩影。”

鼎盛佳和董事长张升说，“推动视效行业发展，不

仅要制作出高水准的画面效果，还要建立一套完

备的电影工业流程体系。”

“过去，项目经常没有明确的制作周期和标

准，定剪时间拖、突然提档等不确定因素会给后

期制作环节带来压力。”张升介绍，“如今，视效制

片 项 目

流 程 化

管 理 体 系

日 益 成 熟 ，

保证了大体量

视效项目预算可

控 、产 出 稳 定 。”张

升介绍，公司组建了

几 十 人 的 视 效 制 片 管

理部门，开发出一套影视

后 期 全 流 程 协 作 管 理 系

统。根据不同的项目需求，

搭建各工序之间的流程配合，

制定文件的标准、格式，对素材

进行统一分发管理。“要让剧组拍

摄完后把素材放心交给我们，直接

带着片子走。”

前路并非坦途

随着一项项技术短板被补齐，国内视

效行业发展更有底气，但前路并非坦途。在

采访中不少公司告诉记者，人才流失是当前视

效行业面临的困难之一。

“游戏行业开出的薪水至少是视效行业的

2 倍到 3 倍。”北京画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邵轩表示，游戏行业与视效行业对三维制作、镜

头合成等方面的人才需求类似，收入差距导致视

效行业的人才流失较严重。

“想通过提高待遇留住人才，需要拓宽电影

行业和视效行业的收入渠道。”邵轩认为，当前行

业收入渠道比较单一，只能通过票房和制作费来

回收成本。在她看来，可以通过技术版权授权、

延伸产品产业链、建设主题公园等方式扩大电影

业营收范围，从而带动行业收入提升，留住人才。

小李曾在一家视效公司工作过两年，他告诉

记者，视效行业特别“吃经验”，遇到不同类型的

镜头需要不断学习打磨技术。有的人因为兴趣

爱好入行，但最终因为吃不了苦而离开。

为解决人才缺失问题，不少头部视效公司在

发力。“2019 年我们在成都成立了墨境天育职业

技能培训学校，希望能为公司和行业输送新鲜血

液、传播技术和经验。”蔡猛说。

“高校要转变教育方式，为行业培养更多懂

技术与艺术的复合型人才。随着视效制作难度

提升，也对高校提出了新要求。”刘晓清认为，一

方面，视效人才培养需从理论体系和实践创作两

方面入手，多为学生提供创作实践机会，通过校

企联合培养让学生提前了解行业动态。另一方

面，学校要对学科设置、教学内容等开展前瞻性

布局，及时掌握行业新技术。

国内视效行业发展迅猛，但目前仍缺乏自

主研发的核心制作软件，大多引进国外的商业

软件。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实现核心软件的

自主化是当务之急。

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高新技术研究院

硕士研究生马绪怡告诉记者，用户使用国外软

件，隔着一层技术“护城河”，无法对程序架构

或数学模型进行调整。如果无法实现软件

自主化，就只能是一个技术跟随者。

对于新技术和软件的开发，不少视

效公司负责人表示，这条路走起来非常

艰难，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仅凭

几家公司很难实现。“这个行业最后

拼 的 就 是 尖 端 技 术 的 研 发 能 力 。

希望国家能加大对视效行业的扶

持力度，比如通过申报重点科研

项目或与科研院所合作，对复

杂技术难题进行攻关。”蔡

猛说。

“可以通过项目制方

式，对技术难题予以支

持。这样更有针对

性，还可以将研发

成 果 推 广 应 用

到 其 他 影 片

制作环节。”

孙 承 健

建议。

中 国 式 科 幻 美 学 未 来 可 期
小 说 《三 体》 获 得 雨 果 奖 时 ， 有 人 评

价：“科幻生于西方，长于西方，在东方也找

到了沃土，这是科学与想象超越国界的人类

意义的最好证明。”科幻作为极具想象力的作

品类型，被不少读者和观众所喜爱。近年

来，随着 《流浪地球》《独行月球》 等科幻题

材影片热映，也让国内观众对于未来国产科

幻影视剧抱有极大期待。

构建具有中国式科幻美学的影视剧作品，

让科幻电影带动电影特效水平整体提升，要在

内容上根植于中国叙事体系。从小说《三体》

面对地外文明入侵，展现中国人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到电影《流浪地球》中“带着地球去

流浪”的浪漫壮举，流露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

家园的眷恋，再到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通过

小人物的视角展现中国人的探索精神。国产

科幻没有沦为西方科幻大片的低劣仿制品，而

是通过不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中国

科幻独特的精神内核和价值观念。

培育科幻文化的受众群体和发展土壤也

同样重要。科幻题材作为弘扬科学精神的载

体，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价值。

将科幻种子植根于青少年心中，树立全民科学

意识，将对未来国产科幻作品的健康发展产生

长远影响。

在视觉呈现上则是要找到本土视效与科

幻美学表达的契合点。近年来上映的科幻电

影中不乏技术与艺术有效结合的优秀作品，但

也存在因为视觉层面割裂导致口碑与市场失

败的案例。要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美学

风格，不仅要在技术上提高本土视效制作水

平，还要提升创作者审美，增强文化自信，善于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提取中国元

素，用适合东方人的审美讲好中国科幻故事。

今年暑期档已经过半，电影市场依旧火热。“观影热”的背后，视效技术正成

为电影后期制作不可缺少的环节。近年来，国内电影视效产业发展迅速，经过

了最初的起步探索阶段，如今正呈现崛起之势。

本版编辑 王薇薇 闫伟奇 美 编 倪梦婷

墨境天合公司动作捕捉摄影棚内墨境天合公司动作捕捉摄影棚内，，工作人员在进行镜头测试工作人员在进行镜头测试。。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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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利用视效技术制作的利用视效技术制作的

太空电梯太空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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