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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路 电 影 工 业 化
——青岛建设影视基地调查

本报记者 刘 成

刚过去不久的 2024 年春节档，《热辣滚

烫》成为电影市场的一抹亮色，山东青岛是其

拍摄地之一。在此前的第 36 届中国电影金鸡

奖颁奖典礼上，在青岛拍摄的 4 部电影共获

7 个奖项。从《长城》《环太平洋 2》到《流浪地

球》《疯狂的外星人》《独行月球》《万里归途》，

再到“封神”系列电影等，青岛制作、青岛出品

的大片成为热门档期不可或缺的存在，青岛

影视基地也成为享誉业内的中国电影工业

基地。

青岛何以成为电影工业化的探路者？有

着怎样的优势和不足？在推动中国电影工业

化进程中释放着什么样的能量？探索之路又

面临哪些困境？对此，记者深入青岛影视基

地调查采访。

差异化突围

近年来，电影工业、电影工业体系成为业

界、学术界经常提及的热词，中国电影也走上

了现代电影工业体系快速发展之路。面对北

京、上海、横店、无锡等影视基地、数字产业基

地的迅速崛起，青岛这个后来者压力很大。

“需要差异化突围，建设一个真正对标国

际水准的超大规模影视基地，为中国电影工

业化赋能。”青岛东方影都产业控股集团总裁

孙恒勤说。

在位于西海岸新区的灵山湾畔、朝阳山

下，青岛开始了一场着眼未来的布局：以东方

影 都 为 龙 头 ，建 设“ 东 有 灵 山 湾 、西 有 藏 马

山”、辐射青岛全域的影视基地，并提出了 3 个

层级目标：一要建成以东方影都为龙头的影

视工业化制作基地；二要打造影视文旅目的

地，开发自身影视文旅产品，实现高价值链收

益；三要打造面向世界的影视文化交流中心，

成为影视文化汇聚地。

2013 年，青岛影视基地龙头项目青岛东

方影都正式启动，历经 4 年零 7 个月竣工落

成。这座占地 170 万平方米的影视产业园配

置了 40 个国际标准摄影棚、32 个置景车间，

配建有数字影音中心、影视虚拟拍摄制作平

台等硬件设施，为科幻电影和工业大片的拍

摄制作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流浪地球》、

“封神”系列的最终选择。

“青岛东方影都拥有大量专业影棚，现代

化程度非常高。”在电影开拍前，“封神”系列

电影导演乌尔善曾前往多地考察，最终选择

了东方影都作为置景拍摄地。乌尔善透露，

“封神”影片中姬发和骑兵骑马穿越朝歌森林

的场景对摄影棚要求非常高，对比下来，青岛

东方影都万米棚是唯一一个可以实现该镜头

拍摄的摄影棚。

置身于万米棚，记者感受到庞大空间带

来的震撼。9 层楼高，相当于两个普通足球场

的面积，12 个隔声门、静音空调、强大的空气

循环系统，都为大型巨制拍摄提供了可能。

园区工作人员陈方健介绍，乌尔善在选

场地时进行过专门测算，影片拍摄需要搭建

一个原始森林场景，万米棚的面积和高度都

能满足要求。为配合演员骑马奔跑并完成拔

剑出鞘一镜到底的拍摄需求，乌尔善在棚内

搭建了长达 168 米的跑道，从而呈现出震撼

的视觉效果，“骑兵鏖战的大场面在户外拍摄

需要打光、铺设绿幕等复杂环节，在棚内拍摄

不受时间、天气影响，可更好地控制灯光、温

度、湿度等，实现全天候拍摄，有效降低了拍

摄成本”。

一流的硬件设施吸引了大批影视剧组在

此“ 落 户 ”，并 创 造 了 中 国 电 影 的 一 个 个 传

奇。《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新的篇

章，《独行月球》打破了多项影史纪录，以真实

事件为背景拍摄的《万里归途》夺得当年国庆

档票房冠军，其在影棚复刻非洲异国风情的

做法给众多片方打开了置景新思路。

据统计，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的影片累

计票房超 300 亿元。青岛影视基地成为中国

科幻电影的摇篮，青岛也被视作中国电影市

场的重要票仓。

全链条搭建

太空景、森林景、城市景、乡村景⋯⋯穿

梭于东方影都多个巨型摄影棚，仿佛走进了

截然不同的多维空间。不同景致的搭建，离

不开完善的产业链支撑。

“电影工业化是规模化前提下的标准化、

精细化分工和流程化操作。链条体系越紧

密、越完整，电影工业化效率越高，青岛影视

基地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就越强。”青岛西海岸

新区影视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赵芳说。

为加快推动全产业链搭建，青岛西海岸

新区成立影视文化产业链工作专班，通过“行

业主管部门制定产业招商与发展政策，专业

招商部门定向招商，国企平台资本助力，大功

能区园区平台承接，镇街做好项目服务保障”

的招商机制，瞄准产业链薄弱环节补链、延

链、强链。

“我们通过对外推介和搭建影视周、视听

峰会等活动平台进行项目招商，园区则侧重对

剧组尤其是大剧组的招引。”在赵芳看来，相较

于引入企业、项目，大剧组往往能带来更直接

的拉动作用，“一个剧组就是一个‘生产工厂’，

剧组越大，涉及的产业环节就越多、要求也越

高，越能直接带动配套企业落地生根”。

大剧组招引成为青岛影视基地招商引资

的主打策略，大剧组的拉动效应也在《流浪地

球》、“封神”系列等影视巨制拍摄中得以体现。

希娜魔夫艺术工作室是一家物理特效公

司，2015 年《流浪地球》拍摄期间，作为供货方

和设备提供方，该公司跟随剧组来到青岛影

视基地，进行方向球等特殊道具的制作和六

自由度平台的使用维护。

“《流浪地球》拍完后，我们又相继参与了

《独行月球》《流浪地球 2》等影片的拍摄工作，

还在这里开设了青岛分公司。”希娜魔夫青岛

分公司负责人万博远说。

“因电影拍摄周期较长，我们在这里待了

两年多，无论是气候、环境还是生活状态都比

较放松，交通、时间成本没那么高，有更多时

间进行创作。”依山傍海的西海岸新区，让“封

神”系列电影的概念设计师四季“一见如故”，

他在青岛东方影都成立了末那众合电影特效

工作室，相继参与《异人之下》《流浪地球 2》等

影片的拍摄创作。

不仅年轻团队纷纷加入，资深力量也在

此筑巢。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舞美道具总制作

黄宝荣，从拍摄《长城》时便入驻青岛东方影

都。如今，他将旗下的影视工业超市、影视服

务公司、影视服装研发公司、影视置景公司等

都放在了青岛。参与过《功夫》《捉妖记》《红

海行动》等影片置景工作的影视置景道具制

作专家钟剑伟也在青岛成立了工作室。

大剧组的拉动效应已从青岛影视基地辐

射至整个青岛市的产业布局。“这里的产业配

套齐全，钣金、喷漆、铸造、3D 打印等企业很

多，能够极大满足我们的产品需求。”万博远

认为，一部电影的制作能建立在某一区域的

工业发展之上，这是中国电影从电影文化到

电影工业的一个巨大进步。

全流程服务也是青岛搭建影视全产业链

的重中之重。“我们组建了 3 个服务机构，目标

是把影视制作各方面的服务都做到位。”赵芳

介绍，青岛西海岸新区影视产业发展中心负

责构建全流程服务体系，包括规划研究、政策

扶持、公共服务等，协调各级部门开通绿色通

道，搭建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为影视企业、

剧组提供项目备案、拍摄协调、政策兑现等服

务；青岛海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负责构建影视供应链体系，包括影视产业

园+外景地、产教融合基地、“1+N”影视上市

公司、影视科技平台、5G 高新视频园区、影视

产业基金等，从资金、技术、发行、人才培育等

方面全方位参与扶持；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

建立涵盖外联制片、美术制作、影视器材、吊

装、群演、餐饮、住宿、车辆等服务板块的一站

式影视服务平台，提供“保姆式”服务。

“各机构相互配合、互为补位，企业、园区

不好协调的，我们就多方对接，合力做好融合

文章，为电影工业化助力。”赵芳说。

对此，第四次来青岛拍摄的制片人杨毅

深有感触：“这里的场景、住宿、车辆配套设施

成本较低。就拍摄《极限逃生》来说，西海岸

新区不仅帮我们解决了大场景拍摄难题，还

将剧组 400 多人安排在同一酒店住宿、统一管

理，大大降低了剧组管理成本。”

杨毅的感受并非个例。为满足“封神”系

列电影剧组的高效管理需求，青岛东方影都

为剧组开辟了专用食堂，还在园区外提供了

大面积置景用地。《流浪地球 2》拍摄期间，为

满足剧组机场置景需求，西海岸新区、影视产

业园积极沟通协调，使流亭机场太空电梯等

宏大场面置景顺利完成。

科技化赋能

记者到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 5 号摄影棚

采访时，正好遇见两位演员穿着动作捕捉装

备演示打斗场景，旁边的大屏幕则实时显示

了两个太空人的缠斗画面。

“这是我们打造的影视虚拟化制作平台，

主要包含三维扫描系统、动作捕捉系统以及

虚拟拍摄系统 3 个模块，串联起完整的数字化

制作流程。”三维扫描工程师朱红昌举例说，

《独行月球》《流浪地球 2》就是通过影视虚拟

化制作平台完成了预演。

在这里，记者还看到了车载三维扫描阵

列、球形扫描系统“穹顶光场”等科技感十足的

数字制作装备。朱红昌介绍，“角色的燃烧、灰

飞烟灭等无法进行实拍的危险镜头，以及成千

上万人的大场景，都需要通过后期特效来完

成。三维扫描系统的相机阵列可采集演员全

身照片信息，通过软件建模生成数字演员”。

在整个电影工业化制作过程中，剧本可

视化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数字资产制作是剧

本可视化的重要基础，朱红昌告诉记者：“在

这一过程中，演员穿上带有标记点的动作捕

捉服，根据剧本要求走位表演，动捕摄像头捕

捉演员身上的点，把表演运动信息生成动画，

绑定到虚拟角色上，再通过虚拟引擎实时合

成到相对应的数字场景中，完成剧本预演。

预演镜头可用于影视后期数字资产的制作，

实现实拍与后期的同步进行。”在预演阶段，

导演、摄影指导和视效总监可以尝试不同场

景的艺术调度，从中选择最合适的拍摄方案，

但无需承担实际制作成本。

记者了解到，《流浪地球 2》的数字资产和

特效场景数量庞大，开机前经过 3 个月的预演

制作，剪辑出一部 4 小时左右的预演片，确定

了演员走位、拍摄角度、景别等。剧组根据预

演片完成了实景拍摄。正是有了预演片，实

拍阶段所有主创人员都明确知道每个拍摄阶

段要做什么，演员调度、置景、摄像灯光器材

准备等方面工作高效完成，节省了时间，提升

了效率，实现了制作流程标准化。

“预演镜头确定后便发至后期公司，提前

近一年就开始了后期制作。如果等影片拍完

再进行制作，很难按期上映。”朱红昌说，“电

影艺术是镜头与画面的深度结合，剧本可视

化相当于‘数字彩排’，无需主演参与即可查

看拍摄效果，是看得见的成本压缩。”

除此之外，依托影视基地专属云服务和

5G 全覆盖网络传输系统，《流浪地球 2》实现

4 个海外拍摄团队与国内剧组的实时画面传

递、高效沟通和同步拍摄。“我们把纽约等地

拍摄的画面以小于 1 秒钟的延迟传输到东方

影都的摄影棚里，实现实时沟通。”为《流浪地

球 2》提供跨国同步拍摄技术支持的三界影业

团队负责人刘杨说。

“电影艺术推动科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

生产力保障艺术的完整性。随着拍摄想法的

不断升级，更多设备会推陈出新。”正如朱红

昌所言，随着影片中“双生”演员、元宇宙人物

角色等超写实数字人的制作需求逐渐增多，

超高精度面部扫描系统应运而生。

在 5 号摄影棚一角，一个镂空球状装备引

人驻足。朱红昌介绍，这是由上海科技大学

Mars 实验室自主研发的超高精度面部扫描系

统“穹顶光场”。人脸数字建模可精细到皮肤

微结构，每个毛孔都清晰可见，数字资产生成

效率由从前的 30 天压缩到 2 天至 3 天。

在原有影视虚拟化制作平台基础上，东

方影都产业园还与阿里大文娱达成合作，将

在东方影都建设帧享数字影棚，深耕 LED 虚

拟拍摄，目前已在电视剧项目中进行试水。

如今，青岛帧享视界影视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克苏鲁影视科技（青岛）有限公司、灵山

湾灵山（青岛）科技有限公司、超动灵视（青

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等 60 余家影视科技企

业落户青岛影视基地；LED 虚拟拍摄影棚和

数字实景棚正在加紧推进；东方影都与青岛

电影学院合作共建虚拟拍摄产业学院，共同

开发数字资产；中国科学院海洋所、崂山国家

实验室等国家级实验室也积极“入局”，为电

影工业升级开展自主研发，努力打破电影工

业技术应用的国际垄断，为中国电影工业争

取更多话语权。

近年来近年来，，我国电影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电影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票房数据亮眼票房数据亮眼、、类型日益丰富类型日益丰富。。特别是特别是

随着科幻片等类型影片的增多随着科幻片等类型影片的增多，，科技创新与电影工业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科技创新与电影工业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电影电影

工业化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受到关注工业化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受到关注。。在中国电影工业化发展之路上在中国电影工业化发展之路上，，

青岛扮演着重要角色青岛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两年大片频出近两年大片频出。。在探路电影工业化的过程中在探路电影工业化的过程中，，

青岛释放着什么样的能量青岛释放着什么样的能量？？又面临着哪些困境又面临着哪些困境？？

“ 电 影 工 业 化 ”如 何 定

义 ，可 谓 仁 者 见 仁 智 者 见

智 。 发 展 电 影 工 业 化 的 本

质，是在保证电影高质量基

础 上 实 现 降 本 提 效 。 说 白

了，就是既要把电影拍好，还

要省钱、提速。从这个角度

说，能够实现这两个目标的

环节，都应是电影工业化体

系的重要链条。

现代化影视基地能为电

影高质高效拍摄提供全面保

障 。 电 影 大 片 一 般 有 场 景

大、投入高、置景复杂、拍摄

周期长等特点，在现代化影

棚里布置多种场景，可以不

用考虑天气、光线等因素，实

现全天候拍摄，能有效缩短

拍摄周期，提高拍摄效率。

以青岛东方影都为例，这里

大片频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其抓住了建设现代化影

棚的重要机遇。如今不少地

方 积 极 布 局 大 型 现 代 化 影

棚，正是看到了电影工业发

展带来的商机。

完善的服务链、产业链

是 电 影 业 降 本 提 效 的 基

础 。 电 影 制 作 涉 及 环 节 众

多，从前期创作、置景拍摄

到后期制作、出品发行，哪

个 环 节 出 问 题 都 会 降 低 效

率 。 这 就 需 要 完 善 配 套 政

策，构建全流程服务体系，

为 影 视 剧 组 提 供 精 准 有 效

的 服 务 。 产 业 链 更 是 影 响

拍 摄 效 率 的 重 要 因 素 。 设

计 、美 术 、道 具 制 作—— 特

别是科幻片特殊物种、设备

的设计和制造，无一不倚赖完备的产业链条。若拍

摄地缺乏近距离供给能力，不具备必要的工业基础，

也会拉长拍摄时间、增加相关开支。服务链和产业

链的优劣事关拍摄效率和质量，是对影视基地乃至

整个区域综合能力的一大考验。

层出不穷的数字技术是提高电影制作效率的又一

法宝。无论是数字演员、剧本可视化、特效制作，还是

人脸数字建模，解决的都是传统方式不可能解决的问

题，节省了可观的人力、时间和资金。不过，对剧组来

说，是否能够运用这些新技术省钱提质提速，既有赖于

创作人员对技术应用的认知程度、应用能力，也依托于

整个技术应用生态的形成。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技术不断成熟，如何用新技术推动数据共享共

建、实现电影产业高质高效产出，是中国电影工业体系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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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条支撑大片频出

图图①① 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 55 号棚内号棚内，，工作人员正工作人员正

在进行在进行拍摄准备工作拍摄准备工作。。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 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电影电影《《封神第一部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朝歌风云》》拍摄现场拍摄现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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