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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岁的上海市影
视摄制服务机构见
证上海电影产业发
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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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一个缩影

    6年前挂牌的时候，很少有人会相信，摄制服务这样一

个小小的支点，能够撬起一个大大的产业。 6年过去了，接受
过机构协调服务的影视剧组共 677个， 其中上海剧组 354

个，外地剧组 323个。也就是说，机构每年要为超过 100个到
访或者驻扎上海的剧组提供实际的拍摄帮助。 这个数据背

后，是上海电影产业的高速度、高质量发展。

上海不仅连续数年蝉联年度全国城市票房之首， 更通

过不断优化电影产业环境、推出众多扶持政策，真正“筑巢

引凤”：从叫好又叫座的《我不是药神》到荣誉等身的《地久
天长》；从《我和我的家乡》幕后的众多上海出品方，到完成

《姜子牙》一半制作的上海红鲤文化；从老牌国企上影集团计

划重新擦亮“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金字招牌，到徐峥，宁浩、黄
渤、管虎等知名电影人将公司或者工作室落户上海……

在上海全力推进“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建设的当下，影视
资源正在快速集聚。除了传统的松江、环上大等产业园区，一

些新兴的大型影视聚集区正在成型———投资近 100亿的华
策长三角国际影视中心今年 6月开工；腾讯云启智慧影视产

业基地 7月落地，背靠总投资 450亿元的腾讯长三角人工智

能超算中心； 地处松江的上海科技影都目前已集聚 7000多
家影视企业，占全国 1/3。

经过数年努力，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上海电影已经

逐渐形成了“政策-环境-人才-作品-产业”的良性大
循环。 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上海电影，未来可期。

■ 孙佳音

马上评

服务 精细高效
文化大都市上海，近代和现代化都市

风貌并存，很多剧组都喜欢来上海取景。但

在 2014 年之前，剧组碰到难协调的取景
地，也只能一筹莫展。在上海九部委联合发

文提振电影产业之后，重塑中国电影发祥
地风采的宏图大志，被聚焦在了一个小的

剖面上———摄制服务。2014年 10月，“上海

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下称“机构”）应运
而生，顾名思义其核心业务之一便是取景

地服务。
2014年刚挂牌的时候，由机构认定的

上海影视拍摄推荐取景地 75家，2016年底
迅猛增加到 219 家，2019 年又增加到 266

家。2020年初步统计，将突破 300家。此外，
2017年下半年到 2018年上半年，机构着力

对当时全市 16 个区的 189 家取景地进行
影像素材的采集并建立信息数据库，如今，

这项工作成为常态。对想来前期勘景的剧
组来说，有了这个数据库，可以节省大量的

人力物力。
不仅是“路过”上海的外地大小剧组需

要本地服务机构的帮忙，“上海出品”的重大
影视项目，更需要专业的服务。上海献礼建

党百年的电影《1921》，讲述的是百年前首批
共产党人突破国际各股复杂势力的监控和

追踪，在上海共聚，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片中涉及大量的上海景观，除了到影视基地

取景，还需要有很多实景，几个月来片方申
请协调的勘景地，多达四五十个。而上海市

影视摄制服务机构统统做到了，做好了。据
统计，截至 2020年 10月 23日，机构共受理

政策、信息咨询和协调服务 7818件次，其中

协调类服务 1329件次，项目受理达标率为
100％。

秘笈 大方输出
精细高效系统化，是上海影视服务的“秘

笈”，但上海并不想把它变成“独家秘笈”。在长

三角一体化的大潮下，今年 8月 1日，在上海
国际电影节举办期间，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

构与长三角首批 17家影视拍摄基地共同宣布
成立“长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作联盟”，并发布

联盟成立共识。联盟落地后，将努力推动长三

角地区影视拍摄服务的协同合作与联动发展，
帮助和促进影视工业产业升级，实质性推动长

三角地区影视产业的共同繁荣发展。
机构负责人于志庆在成立仪式上表示，

联盟未来将积极打造五个“一”：构建“一套影
视拍摄服务体系”，出版“一本影视拍摄服务

指南”，建设“一个影视拍摄信息共享平台”，
形成“一组影视拍摄地评价机制”，组织“一批

影视展会集中呈现”。话音刚落，灿星制作《阅
读课》想去绍兴鲁迅故里拍摄，“联盟 8月成

立，9月 1日我们就接到了这个协调申请。”
工作人员介绍说，“通过联盟的架构，我们找

到浙江省委宣传部，之后联系到绍兴市相关
单位，解决了这一问题。”被市场证明了的上

海经验，正式开始对外输出。

创新 文旅结合
“机构的主要服务内容包括政策、信息咨

询和协调服务，这些经过 6年的运转，已经有

了比较成熟的模式，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今
年推动新经济模式，我们机构也在思考有什

么创新：这些取景地都是优质资源，怎么让它
们和社会、公众产生联动？”于志庆说。

经过调研和头脑风暴，机构工作人员发

现，目前纳入“上海影视拍摄推荐取景地”名录
的，往往要么能体现上海的历史人文情怀，像大

世界、上海历史博物馆，要么能体现上海的市民

文化传承，比如各类公馆、洋房，要么能体现上

海的国际化大都市风貌，像上海中心、上海大都
会游艇公司等。“各类社交媒体上，年轻人都喜

欢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之后打卡留念，我们这
些影视拍摄取景地，天然具备‘打卡地’属性。”

很快，机构开始向各取景地征集视频和
照片，再由机构通过抖音、公众号等新媒体向

公众推介。这些“打卡地”，既有公众耳熟能详

的公共文化空间、影视基地，也有一些隐藏在
小路上的“小而美”。于是，《安家》热播之后，

愚园路被改造成民宿昔舍 shehouse 的老洋
房，经常迎来观光客；《三十而已》热播之后，

不少粉丝去了剧中的取景地保利·时光里，在
这座徐汇滨江的高档商场里，逛逛吃吃。

不仅是剧组找机构协调取景地，一些希
望加入或者刚刚加入的新取景地，像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等地方，也跟机构保持着密切互
动，希望通过提高公众知晓度，来促进自身

甚至带动周边的发展。“上海中心原来有一
层楼还没出租，正好借给剧组拍戏，像赵薇

的电影《美男子》、刘诗诗主演的电视剧《流
金岁月》、新版《涩女郎》等，都到这里取景
过，现在这层楼名气也大了，迅速被租赁

一空，”工作人员骄傲地介绍说，上海

前不久公布的首批市文艺创作 39个

重点项目里，“就有一部电影叫

《大城大楼》，就以上海中心

为背景，讲述几个年轻人

创业的故事。看到我们的

服务，越来越能将上海

的文化影视、旅游观光、

消费经济串联在

一起，真的很骄

傲。”

首席记者

孙佳音

■ 上海历史博

物馆外景

记者 郭新洋摄

■ 大世界“旧貌换新颜” 杨建正 摄

    有一个机构，成立
已经 6 年， 一心一意

做好服务。

有一个机构， 成立仅仅 6 年，

服务清单数量翻了好几番，服务经
验也已经输出到长三角。

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自
2014 年 10 ?挂牌，就是上海电影
产业振兴的一个窗口。 6 年来，无
论是服务内容的不断创新，还是服
务模式的成功输出，都是上海电影
产业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小支点
如何撬起大产业

■ 张园如今是网红打卡地 杨建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