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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太湖上的帆船场景，把一条真船拉到摄影棚，背后还不是绿

幕，是更古老的“蓝幕”。上海电影技术厂还有一个专门做声

音特效的小屋，里面摆满了可以做出各种声效的小道具：“比

如说篝火的声音，就是拿衣服来抖啊抖；想做马蹄的‘得得’声，

就把一个网球切成两半，拿棍子支起来敲击地面……真是创意

满满。”

电影从 1.0 走到 2.0 花了好几十年，而后的更新迭代越来越

快，眼看已经进入了高科技当道的 4.0 时代。“现在量子计算

机都出来了，过去计算机的 0 和 1 概念也许很快就被颠覆。我

们写戏剧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叫‘十万个场景’，也就是说甲乙

丙 3 个人，再加上甲乙丙的助手 3 个人，合在一起仅仅 6 个人，

就能产生十万个故事——这还是从前，今后量子计算的话，也

许就是 100 万个故事，每一条支线都能再衍生出不同的分支，

有无穷的排列组合。未来的影像会是什么样的，我们都不知道，

电影 4.0 时代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经历过疫情时的歇业半年，中国的电影院一度举步维艰，

但疫情稳定后，全国银幕数字不减反增，达到历史巅峰的 7 万

余块，像一个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对电影的工业化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论坛上，北京电影学院国家电影智库常

务副秘书长刘正山指出：电影工业化目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生产标准化，第二是作品的类型化，第三是管理的现代化，

第四是创新规模化——可以看到，上海科技影都项目正是这四

点的践行者。

2019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松江区发布了《上海科技影

都总体概念规划》和《松江区关于促进上海科技影都影视产业

发展的若干政策》（简称“松江 16 条”），受到了业界高度关注。

2020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松江又推出 2.0 版扶持新政，

进一步拓展支持范围、放宽补贴要求、鼓励科技赋能。随着上

海科技影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上影乐园二期、昊浦影视基地、

华策长三角国际影视中心等一批“十亿级”甚至“百亿级”的

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上海科技影都又发布了《中国

影都竞争力指数（2021）》和一批重点影视产业项目。通过权

威报告发布，进一步树立行业风向标。

位于松江的车墩影视基地将再次迎来升级：一批新的老上

海主题拍摄街区和四个高科技摄影棚即将投入建造，使得基地

从原本的 440 亩扩大到 600 亩。车墩区块也将发挥上海影视乐

园 4A 景区的品牌优势，打造集拍摄、制作、体验一体的影视

特色小镇。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的电影公司中头部大公

司并不多，而作坊式的小公司却不少。在“导演中心制”的影响下，

许多导演、演员也会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有项目时自己组织拍

摄团队。有专家指出，“电影工业化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脱离原

来的作坊制、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应该用现代化管理手段经营。”

小而美的公司可以成为大公司的有益补充，共同形成多元化的

工业体系，但前提是影视行业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行业标准，包

括拍摄流程、技术格式、前后期的衔接等等，以规范的操作来

规避电影行业的高风险。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告诉《新民周刊》：“当

你把电影看成一个工业，而不仅仅是艺术的时候，就要成规模的、

批量生产一些适合市场需求、满足观众口味的电影。电影作为

工业产品的话，生产流程就要标准化，人才也要标准化，才能

保证产品的质量在标准线之上。我们现在每年电影产量 1000 部，

能上院线的 400 多部，那么有一大半都是整体质量不怎么达标

的。400 多部中能在院线呆上一周的，可能也就 200 多部，其

中赚钱的大概 70 部，并且 80% 的票房都被前 20 名拿走，这是

我们电影行业目前的一个‘二八效应’。可以说我们这套生产

系统还是有不少随意的、不符合生产规定流程的因素在，需要

我们去进一步规范化。”

遥想 2015 年，全球最大的电影完片担保公司在上海落户。

所谓的“完片担保”，简单来说就是为电影制作提前买一份保

车墩影视乐园的室内服装道具展馆及老电影剧照墙都是游客热门打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