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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2024 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福建

厦门落幕。电影节期间，从金鸡奖的紧张竞逐到

电影市场项目的积极推介，从学术论坛上的智慧

火花碰撞到电影展映带来的艺术盛宴，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演，不仅搭建起电影行业人

士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也为观众打开一扇深入了

解电影艺术与文化魅力的窗口。

2024 年是厦门与金鸡百花电影节携手共进

的第六个年头。自“金鸡”落户以来，厦门充分发挥

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平台作用和品牌效应，以“全域

影城”为方向，高起点实施影视产业培育行动，加

快汇聚优质影视资源和市场要素，推动影视业加

速发展，引领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构筑高地。

厚植发展根基

夜幕降临，位于厦门湖里区的航空古地石广

场迅速热闹起来。这片充满乡愁的闽南村落近

年变身为文艺范十足的新兴商业体，以生态与时

尚俱佳知名。在这里，天然湖景、园林造景与现

代建筑空间浑然融合，音乐酒吧、艺术画廊、脱口

秀剧场等诸多流行元素一应俱全，成为不少影视

剧的热门取景地。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一直以来，厦门凭借

独具特色的海岛风光和中西交融的人文底蕴，备

受影视界青睐。环岛路、沙坡尾、山海健康步道、

集美学村等标志性景点，频频被搬上荧幕。商铺

林立的骑楼、精致热闹的各式小店等充满生活气

息的场景，也纷纷出现在剧组镜头中。厦门依托

优美的自然环境、深厚的人文底蕴及四季适宜外

拍的“全天候无时差”气候优势，每年吸引上百个

影视剧组前来取景，是国内公认的“天然摄影棚”

“最佳取景地”。

记者从厦门市电影局了解到，早在 2010 年，

厦门就发布《厦门市影视产业发展规划》，着手布

局影视产业链，以打造国内乃至东南亚现代影视

产业基地、两岸影视产业合作试验区以及具有较

高知名度的国际性影视城为总体目标，为影视产

业发展厚植根基。

2013 年，厦门影视产业服务中心挂牌成立。

这是厦门唯一由政府官方授权的专业影视服务

机构，开启为来厦剧组提供专业化影视服务的新

篇章。2020 年 11 月，厦门影视拍摄基地落成，占

地面积 5.5 万平方米，设有“剧组服务中心、组合

摄影棚、招商服务中心、数字摄影棚、室外场景搭

建区”5 个功能分区，是福建首个高标准摄影棚

群，填补了厦门专业影视拍摄基地的空白。

走进位于厦门集美区的厦门影视拍摄基地，

一条影视文化长廊跃入眼帘，两边墙上满是厦门

电影大事记。从厦门最早关于电影的文献记载，到

新时代厦门影视产业的繁荣景象，光与影的交错

中，折射出厦门这座城与影视的深入连接。在这

里，基础摄影棚、实景棚、影视设备器材库、道具

库、服装库等一应俱全，不仅可以实现医院、别墅、

办公等现代生活场景的实景拍摄，还建有 3200 平

方米的数字摄影棚，能够满足剧组各类场景需求。

厦门影视拍摄基地负责人、厦门文广影业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巧锋告诉记者，厦门影视

拍摄基地是厦门深化布局影视全产业链的重要

一环，完善了厦门影视产业的基础设施配套，可

为影视剧组提供专业摄影棚、服化道等配套服

务，大大提高影视剧组来厦门的积极性，是真正

让影视产业在厦“升温”的重要硬件设施配套。

薛巧锋表示，厦门影视拍摄基地累计招商落

地企业超 1000 家，累计实现产值达百亿元，培育

出《山海情》《周生如故》《开端》等诸多“厦门出

品”的影视精品，也被业界视为“金鸡”与厦门影

视产业碰撞出的重要果实。

2024 年 1 月，厦门又推出全新升级的“促进

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涵盖影视全

产业链，从扶持影视精品创作发行、吸引影视剧

组来厦拍摄等多个方面再推利好，服务越来越多

影视佳作在此起航。

优化产业生态

在 2024 金鸡电影市场开幕式上，厦门集中

签约 175 个文化影视产业项目。其中，10 亿元及

以上项目 6 个，1 亿元以上项目 97 个，签约总金额

达 316.33 亿元。签约项目覆盖面广，涵盖影视、

音乐、版权等多元业态，涉及厦门流行文化中心

建设、文化出海及两岸融合发展等多个领域。

厦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子东表示，金

鸡百花电影节落户以来，厦门成功吸引一批影视

企业和项目落地，影视企业年均增长 10.8%，营业

收入年均增长 14%，文化影视企业达 3200 多家。

2024 年 前 11 个 月 ，厦 门 文 化 产 业 营 业 收 入 达

2200 多亿元，增加值占全市 GDP 的 5.4%，已成为

支柱性产业，其中影视产业作出积极贡献。

影视产业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繁荣景象，

意味着厦门已告别过去“雁过无痕”候鸟式取景

模式，担当起“厦门制作”“厦门出品”的新角色。

这背后，是厦门探索实施“以节促产、以节促城”

电影发展路径，持续强化政策供给、加强产业要

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能力，举全城之

力为影视产业集聚发展夯实基础。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第十七届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名单，由华策（厦门）影

视有限公司出品的田园治愈剧《去有风的地方》

名列其中。华策影视自 2020 年落户厦门以来，

出品了不少热播剧，还带火了厦门文旅。该公司

负责人表示，厦门拥有独特且多样化的自然景观

和人文资源，还有多个影视拍摄基地和专业摄影

棚，适合不同类型的影视拍摄需求。现代化的交

通网络和便捷的物流系统也为影视制作提供便

利。更重要的是，厦门出台一系列针对影视产业

的扶持政策，鼓励影视企业落户和发展。“比如，

我们出品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我可能遇到

了救星》等项目，就获得厦门市文化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扶持。”

慈文（厦门）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陈

奕雍也有同感：“厦门对影视产业的政策支持力

度很大，这对企业吸引力非常大。特别是积极扶

持影视精品创作发行，对获得重要奖项的影视作

品给予各种奖励，激发了影视创作的创新和影视

制作的用心。”

厦门市的 6 个区也陆续出台并优化升级影

视产业政策，形成市区产业扶持政策合力，加快

释放影视发展动能。

“从 2021 年正式落地集美区以来，我们在起

步和发展过程中享受到各个部门细致入微的帮

助。”凤凰秀（厦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人刘艳英告诉记者，她第一次到集美区税务局办

税大厅办理税务登记时就被圈了粉，因为很多涉

税业务均可通过集成套餐服务实现“一件事一次

办”，一个综合窗口就能解决好不同环节问题，省

去了在部门之间跑动的麻烦。

“我们所在的厦门影视拍摄基地规模很大，税

务部门为帮助广大影视文化企业在园区扎好根，

每年都会到基地为有需要的企业宣讲政策、答疑

解惑。2024 年，厦门市税务局还专程来基地调研，

在了解行业发展情况的同时，现场回应企业的困

难诉求，让我们吃了定心丸。”刘艳英说。

紧跟科技潮流

电影自诞生以来，就是艺术与科技的交响。

新兴科技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正在

深刻改变电影产业的创作、制作、发行、放映以及

观众体验等多个环节，为电影产业带来了全新气

象和无限可能。在这一浪潮中，厦门影视产业格

外注重科技赋能和创新驱动，积极推动影视与科

技深度融合。

从阿尔卑斯山的皑皑白雪，瞬间穿越到充满

未来感的“赛博朋克”都市⋯⋯甚妙视觉科技（厦

门）有限公司 XR 数字科技影棚的前沿技术，让

记者体验到虚拟拍摄带来的震撼效果。甚妙视

觉董事、总经理张学政说，在传统影视拍摄中，演

员们常常需要在绿幕或蓝幕前表演，周围一片单

调场景，全凭想象来演绎角色。对于导演和摄影

师来说，由于无法即时看到最终融合效果，工作

不仅充满挑战，还往往耗时长、成本高。在 XR

数字科技影棚，演员的表演变得“看得见”，他们

可以在虚拟环境中实时互动，大大提升了表演的

真实感和沉浸感。同时，剧组也无需长途跋涉去

实地拍摄，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搭建实景的费用，

制作成本显著降低，效率则大幅提升。

2024 年，湖里区正式引入腾讯互娱内容生态

部，与辖区润禾梵星（厦门）影视有限公司合作打

造厦门影视科技文化产业基地，重点应用腾讯在

动捕技术研究、平台搭建等方面的经验，筹建高

规格虚拟数字影棚，赋能特殊场景制作等业态；

建立虚拟制作教学实训基地，培育新型人才，打

造多层次、多业态的影视科技高地，带动影视文

化、数字科技等领域融合发展。

润禾梵星（厦门）影视有限公司总经理项华

斌认为，该基地承载腾讯前沿技术与人才培养资

源，代表着影视产业 AI 赋能、沉浸式体验、跨界

融合与多元化内容创作等未来方向，有助于进一

步推动产业链动态融合。

近几年，厦门陆续获批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

示范基地、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中国（厦门）智能

视听产业基地等国家级园区和示范基地，形成了

影视、动漫游戏、网络视听、艺术品、数字出版、创

意设计等产业门类的聚集区。

2024 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中国电影

剪辑学会“剪辑创新实验室”授牌仪式同期举

行。该实验室将依托中国（厦门）智能视听产业

基地雄厚的技术力量和产业资源，聚焦电影剪辑

与人工智能、虚拟制片等前沿技术的跨界融合，

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应用研发，打造国内一流的

电影剪辑技术创新平台。

这一基地自 2020 年 12 月获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批复设立以来，始终以

打造智能化、全链条智能视听产业聚集地为方

向，推动网络视听、动漫游戏、数字创意、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重点行业落地。“围绕大视听产业发

展思路，我们协同厦门影视拍摄基地、集美集影

视文创园，努力为厦门构建视听产业生态和增强

聚集发展活力再蓄新动能。”中国（厦门）智能视

听产业基地负责人宋婷说。

探索“影视+”

随着越来越多文化影视企业、项目落地，厦

门已形成集摄制、后期、特效、动画、音乐等业务

于一体的完整影视产业链条。在此基础上，厦门

探索运用“影视+”方式，逐步打造出一个全产业

链条的蓝海，形成多元化的“影视+”产业格局。

日前，备受武侠迷期待的武侠漫改真人电影

《镖人：风起大漠》正式杀青。该影片由厦门袁和

平影业有限公司出品，根据长篇隋唐历史漫画

《镖人》改编而来，是厦门影视精品项目、福建重

点项目。厦门袁和平影业有限公司副总裁刘迪

表示，“厦门在文化底蕴、动漫产业基础等方面具

有显著优势。以我们所在的湖里区为例，10 年

前孵化的动漫产业已成型成势，‘影视+动漫’的

结合成就了我们与动漫公司在此地的合作”。

借力一大批优秀影视 IP，厦门以影视拍摄为

主线，融入影视娱乐、旅游观光等业态，逐渐形成

“影视+文旅”的联动效应。“追热剧 游厦门”影

视打卡游也成为厦门旅游新亮点，游客将此当成

玩转厦门的一种新方式。

穿过厦门的地标性建筑双子塔，沿着蜿蜒的

步道漫步至演武大桥，眼前豁然开朗，一片正对

浩瀚大海的观景平台映入眼帘，鼓浪屿的轮廓在

海天一色中尽收眼底。这便是近年来在社交平台

上迅速走红、被誉为电影文化新地标的金鸡百花

星光海岸。在这片海岸边，一块特殊的星光之石

尤为引人注目，它镌刻着陈道明、张艺谋等 49 位

电影大师的手模与亲笔签名，成为市民与游客争

相打卡的热门景点，每月吸引客流超 10 万人次。

厦门市文旅局还将 10 余部在厦门取景拍摄

的影视剧串联起来，包装 35 个影视打卡点、60 多

条“金鸡”影视主题旅游线路、300 多款“金鸡”特

色酒店服务，受到游客好评。透过“影视+”的独

特视角，厦门为城市人文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实

践样本。这一模式不仅推动厦门影视产业繁荣

发展，也为城市带来更多文化魅力与经济活力。

在 2024 金鸡电影市场开幕式上，厦门二轻文

旅发展有限公司携城市主题文化影视项目、二轻

大狮国潮文化品牌项目与厦门思明区签约，着力

讲好非遗故事。该公司董事长朱世龙介绍，“思明

区文化氛围浓厚，非常重视影视产业发展。我们希

望通过项目的开展，挖掘、活化、利用厦门传统文化

资源，打造有温度、有情怀、有故事的产业场景”。

厦门市思明区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区社科

联主席刘海涛表示，思明区着力培育好作品、拓

展新场景、推动大融合，积极发挥“影视+文旅”

联动效应，签约引进途纪文化品牌项目、上海思

尔腾文化影视项目、坊间美学·鹭潮鼓浪屿美院

文化主题项目、沙坡尾海洋文化综合体项目等文

旅项目，推动从单一观光向多元体验转型，让文

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全 域 影 城 构 筑 文 化 高 地全 域 影 城 构 筑 文 化 高 地
——厦门市培育影视产业调查厦门市培育影视产业调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刘春沐阳

2024 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不久前刚刚落幕，举办地福建厦门借由此次

光影盛会，一展其影视产业的强大生产力。如何最大限度利用“金鸡奖”效应

“以节促产、以节促城”，是厦门打造中国影视之都的重要机遇与课题。以“金

鸡”落户为契机，6 年来，厦门充分发挥电影节的平台作用和品牌效应，以“全域

影城”为方向，推动人才、项目、资本快速落地，形成影视产业聚集发展之势。

从全球来看，电影节与城市的产业发展、

品牌经营相辅相成，是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发展

经验。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金鸡奖”效应“以

节促产、以节促城”，是厦门打造中国影视之都

必然面临的重要课题。

金鸡奖落地以来，厦门影视产业实现跨越

式发展，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短板。产业链条的

完整性虽已初步形成，但后期制作、国际发行

等关键环节仍显薄弱；龙头企业数量不足，难

以吸引大型项目和顶尖人才；市场推广、版权

交易、融资等商业运作环节仍不成熟，限制了

影视作品的商业化进程和盈利能力。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与观众对高品

质影视作品的需求，厦门影视产业亟需升级发

展。当前，虚拟制作、AI 等技术的应用正在重

塑传统影视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厦门

应依托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积极推动影

视与科技深度融合，以数字影视拍摄和后期制

作为主导，形成特色品牌；同时鼓励数字产业

和影视产业跨界合作，培育本地数字影视制作

行业龙头企业，打造中国数字视听制作中心。

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是影视产业发展的

重要保障。厦门应建立与影视相关的知识产

权和数字资产交易所，成立版权和数字资产交

易协会，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影视企业

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服务。通过知识产权的

保护和交易为影视产业提供资金保障，推动其

快速发展。

此外，厦门影视产业需加强人才培养和引

进。政府、高校和企业共同投入，促进产学研

结合，培养影视产业所需的数字影视工业技术

和人才。同时，利用厦门的区位与文化优势，

挖掘地方文化特色，扶持本土原创作品，面向

东南亚华语市场打造一批具有厦门特色的影

视作品。

（作者系福州大学教授）

上图 2024 年 11 月 15 日，在厦门白鹭洲畔，市

民群众踊跃参加 2024 金鸡电影生活节活动。

（资料图片）

右图 剧组在厦门影视拍摄基地内取景拍摄。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