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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观察

近日，2023年第七届厦门影视产业论坛在厦
门市湖里区举行。作为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重要配
套活动，该论坛已成功举办七届，成为推动厦门
影视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带动了一批重点影视
企业、项目落地。

本届论坛以“聚合数智未来，共建影视大观”
为主题，聚焦“影视+科技”“影视+音乐”“影视+
互联网”等关键词，分析影视产业现状和发展脉
络，探讨影视产业的发展方向。

影视+科技
融合破圈激活创造力

真人完成前期拍摄，再通过后期的人工智能
（AI）技术转制，就能快速制作动画电影；借助扩
展现实（XR）虚拟摄影技术可以实现在一个房间
里拍完一整部剧……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影视
制作在内容制作工艺、生产效率和美学风格方面
都迈上了新的台阶。

“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特效等技术为电
影带来更多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同时也为电影产
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资深电影制片人、数字
文旅专家王彧在主题分享中这样说。

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电影制作团队需要
不断创新和探索，把握市场趋势，满足观众的需

求。以特效技术为例，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图形学
技术的不断进步，电影特效将更加逼真和震撼。
在特效制作中，电影制作团队可以借助虚拟现实
等更加先进的工具和技术，提高特效的真实感和
精细度，提升观赏体验。

人工智能无疑是影视产业的又一个“风口”。
当前，人工智能也在逐渐渗透到电影制作的过程
中。在王彧看来，人工智能带来的产业变革是必
然的，它可以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和学习，为电影
制作提供更准确的预测和建议，还可以在后期制
作中协助处理特效和剪辑等任务。

“AI 可以改变技术，但是无法代替人类的感
知和创造力，实现思想及情绪在艺术创作中的表
达。”王彧说，面对新技术的加持和挑战，影视作

品的创造力仍是核心所在。

影视+音乐
多元共促丰富文化生态

音乐内容如何在影视产业中发挥赋能效应，
是本次论坛的另一个热点话题。在圆桌环节，围
绕“音乐创作提升影视作品内涵与传播”这一主
题，嘉宾们展开思维碰撞。

在太合音乐内容中心副总、太合麦田厂牌经
纪总监董晓峰看来，音乐是影视作品的“节拍
器”，与观众的心弦共振。

“经典的音乐加上好的编剧，相当于给影视作
品开拓了思路。”他举例说，比如《后来的我们》《栀

子花开》《同桌的你》《波西米亚狂想曲》等影视作
品，通过对音乐 IP 进行改编，凭借金曲原有的粉
丝基础，电影还未上映就拥有一定的话题度。

电影与音乐产业的多元融合发展，带来的是
文化产业的生态繁荣。在厦门，这样的探索已经
迈出实实在在的步子。

10 月，2023 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大会在厦门
举行，全国首个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基地落地湖里
区。“影视+音乐”助力厦门全面打造文化中心、
艺术之城、音乐之岛。

“经过多年在数字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领域
的培育，湖里区动漫游戏企业和影视企业集聚，
为音乐产业发展提供了多元融合的应用场景。”
湖里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湖里出台促进影

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重点扶持影
视、音乐两大文化产业门类，仅区级政策就列支
1亿元预算。

影视+互联网
打造精品做强竞争力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线上流媒体平
台正在逐渐成为电影观看的主要渠道。

“在线视频产业链以技术为基础，消费场景
内容制作及版权服务为核心，在监管部门的指导
下为用户提供服务，并衍生其他消费场景。”王彧
分析说，未来，在线视频产业将迎来版权保护意
识加强、内容制作精品化、产品服务多元化、运营
模式国际化、运营分析智能化等趋势。

影视平台如何应对互联网多渠道竞争的态
势？如何加快创新步伐，抢占精细化运营高地？

当天的与会嘉宾表示，影视内容创作在互联
网上有独特优势，可以发挥这样的优势，打造精
品，培育互联网平台支撑的影视制作新生态。

在厦门本土的短视频达人吴夏帆看来，互联
网和短视频为影视创作带来了更多机会，把握这
一机遇要做好“文化符号”这件事。作为土生土长
的厦门人，她希望本地有更多带有文化印记的作
品，把闽南独特的文化符号延续下去。

“影视+”的产业新机遇
——2023年第七届厦门影视产业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廖丽萍

金鸡唱晓，影动鹭岛。11 月 1 日至 4 日，2023
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厦门举办，将评选出 20
个奖项。

这是厦门第五次迎来“金鸡”。自 2019 年金
鸡奖落户厦门以来，厦门这座“天然摄影棚”不仅
见证了中国电影接续不断的高光时刻，更是借

“鸡”生“蛋”，大力实施“以节促产 以节促城”战
略，持续推动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后来者居
上的态势，迈向“电影之城”“影视之都”，成为中
国影视产业的耀眼新星。

影视服务新生态
培育“光影梦工场”

走进集美区杏林西路 18 号的厦门影视拍摄
基地，就仿佛置身于厦门影视产业的“梦工厂”。
当年的厦门包印集团杏林厂区，如今已被改造成
为全市规模最大、配套最完善的一站式专业影视
拍摄基地。

厦门影视拍摄基地正是基于“金鸡”重要机
遇，通过“以节带产”发展起来的代表性项目。“在
这里，可以轻松实现医院、别墅、办公等现代生活
场景的实景拍摄，还有 3200 平方米的数字摄影
棚满足剧组各类场景要求。”园区运营部总监杨
松峰说，基地还有国内领先的服装、化妆、道具企
业入驻，为剧组提供一站式专业影视拍摄服务。

在湖里区，一座 2.5 万平方米、5 层楼高的厂
房正在加紧建设，这里将建成海丝（厦门）国际电
影工业产业基地。作为服务厦门影视制作环节的
重点影视项目，海丝（厦门）国际电影工业产业基
地斥资 5 亿元建设，由先力影业联合福建厦门经
贸集团、厦门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打造。

据先力影业（厦门）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勇介
绍，基地建成后，将提供影视前期拍摄、后期制作
全流程服务，建设电影级别 XR 虚拟摄影棚，生
成动态场景，为剧组提供动作捕捉、场景打造、虚
拟人制作等服务，同时打造颇具年代感的实景摄
影棚、后期特效室、影视服务平台等。

借助虚拟技术，厦门已陆续打造厦门影视拍
摄基地、集美集影视文创园、耀达拍摄基地等，并
培育了一批以影视服务业为主的专业服务团队，

有力补充了厦门影视拍摄的软硬件供给。
“天然影棚”叠加科技赋能的“虚拟影棚”，厦

门正成为一座岛内外联动、虚实相生的“全域影
棚”。厦门也成为影视圈公认的全年、全域热门取
景地，每年有 100 多个剧组在厦取景拍摄。影视
制片人王士龙说，厦门影视拍摄的各个环节越来
越完善，来厦门拍摄性价比显著提升。

影视产业新动向
迈向“厦门出品”

由陈凯歌执导的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拿
下国庆档口碑第一，联合出品方中，厦门火炬高
新区企业厦门宕焰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名列其中，
这是该企业第二次参与电影出品；第 36 届金鸡
奖评委会提名名单日前公布，由邓超、俞白眉导
演的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获得“最佳故事
片”“最佳导演”“最佳录音”“最佳美术”四项提
名，该片不仅重要的取景地、拍摄地在厦门，而且

第一出品方也是厦门影企——厦门恒业影业有
限公司，这是金鸡奖落户厦门以来，厦门出品（立
项）电影首次入围金鸡奖。

自 2019 年起，厦门以举办中国电影金鸡奖
为契机，借“鸡”生“蛋”，全面扶持电影产业发展
和转型。“金鸡”效应下，厦门影视产业业态环境
愈发成熟，影视资源的聚集效应日益凸显，逐步
实现从“只上荧幕”到“也上项目”的转变。

目前，已有 2300 多家影视企业在厦门发展，
不乏中影集团、华策影视、正午阳光影视、联瑞影
业等头部企业，而且其中 80%以上的企业都是在
2019年之后落户厦门，覆盖拍摄服务、后期制作、
软件开发、宣传发行、艺人经纪等影视产业链核
心业务。

随着影视行业产业链的日益成熟，厦门告别
以往单纯的影视取景地模式，“厦门出品”“厦门
造”影视剧迎来“小爆发”，数量持续位居福建首
位。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发布的《2022 年中
国电影投融资报告》显示，2019 年至 2022 年度，

从电影备案企业数量、票房前 50 影片出品企业
注册地来看，厦门排名均已迈入全国前五。

数据显示，2019 年以来，厦门累计备案电影
作品 641 部，取得拍摄许可证 350 部，取得公映许
可证 25部；备案电视剧 70部，取得发行许可证 14
部，涌现出获得中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的《山海情》《绝密使命》等一批
热度与口碑双丰收的佳作，用心用情讲好福建故
事、厦门故事。

从“厦门元素”频频在影视剧中出镜，到“厦
门出品”影视剧走进聚光灯，厦门影视产业发展
的含金量越来越高，“天然摄影棚”的先天优势正
加速转化为经济效益及产业聚集效益。

城市运营新理念
打造“金鸡+厦门”品牌

2023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举办，将再次
把厦门推向世界的“高光舞台”。“金鸡”已成为这

座海滨城市的新名片和“代名词”，而厦门也借由
“金鸡”所触发的影视动能，阔步迈向新时代电影
之城。“金鸡+厦门”的品牌和标识，日益凸显。

以办好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为契机，厦门探
索“以节促产、以节促城”发展路径，每年策划贯
穿全年、覆盖全域的影视文化活动 20 余项，累计
已举办超过 2200 场电影文化活动，引进国际和
港澳台地区优秀电影近 200 部，展映国产经典电
影 200 余部，推动电影文化惠及全市各类群体。
厦门观众观影热情持续高涨，截至 10月 20日，全
市票房超过去年全年度票房收入，总票房达 3.72
亿元，879.5万人次观影。

本届电影节期间，除了电影节组委会策划推
出的 8个方面 30多项活动外，厦门还将举办金鸡
户外展映、电影美术展、民族影展、动画电影论坛
等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面向市民群众免费开
放，营造浓厚的城市电影文化氛围，努力把电影
节办成“人民的节日”。

每年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都有 1000 多位
电影人出席，组织电影明星下基层创作采风、体
验生活，影迷朋友与明星频繁互动体验。如 2022
年电影节期间，组织 40 位青年演员深入工厂、饭
店、滨海浪漫线等与市民群众互动。今年还将举
办星辰大海活动，进一步增强群众参与感。

借“金鸡”东风，国内外优秀电影、中外观众、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间不断产生良性互动，中外
电影文化在厦门碰撞出新的火花。

随着影视 IP 释放商业价值，厦门还抓住“影
视+城市”公式，拓展“影视+”消费服务，使城市与
影视作品相互赋能，推动文旅融合。全市形成了

“金鸡”影视主题旅游线路 60多条、“金鸡”特色酒
店服务 300多款，明星下基层活动场所、金鸡百花
星光海岸等成为网红打卡点，剧组在厦拍摄取景
地成为旅游热点，市民游客影视文化生活丰富多
彩。如湖里区正打造华昌西三路网红街区，从景
观业态方面整合碎片化文旅资源，吸引新潮品牌
入驻街区，推动抖音微短剧与现实场景互动。

办好一个节，搞活一座城。未来，厦门将加快
建设“文化中心、艺术之城、音乐之岛”，持续为中
国影视产业发展搭好台、铺好路，助力推动中国
电影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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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泽贵/文 施辰静/图

厦门演武大桥观景平台金鸡百花星光海岸成为网红打卡点。 厦门影视拍摄基地数字影棚内，正在模拟窗外场景。

厦门健康步道成为热门拍摄取景地厦门健康步道成为热门拍摄取景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