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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保额一般是电影预算的 3%），保险公司会派出专人把控影

片制作的每一个环节，确保不会发生延期、超支等意外，保证

影片能妥妥地拍完——这是电影金融体系的一部分，有时候，

一部电影能不能顺利获得投资方的资金，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就是这部片子有没有和完片担保公司签订合同。不过，进入中

国市场 6 年，采用完片担保模式的电影却不多，这也从一个方

面反映了中国电影制作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

如今，松江区委宣传部与太平洋保险上海分公司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探索建立完片担保创新业务模式，希望运用金融手

段，转移影片制作面临的因延时、超预算等情形产生的赔付风险。

除了金融，人才也是产业链上至关重要的一环。这几天，

刘海波教授参与了浙江华策影视的一个项目论证——华策打算

在松江建设一所高职院校，专门对口培养影视行业的基础人才。

“华策自己是行业内的头部公司，他们知道行业最需要什么样的

人才，这个学校是要补上基层影视人才缺口的——圈内总是流传

着‘河南灯光村’的传说，确实影视行业存在不少基层工种，比

如说打灯，将来可能不是现场布光调试几个小时的操作，而是计

算机操控台统一调节；再比如说演员需要的武替、舞替等动作替

身，那都需要一些交叉专业；哪怕说是车队调度，现在一部大片

常常牵涉几百个司机，这个调度能力也得学习；还有会计、场记、

制片助理、通告安排，就算是订盒饭都需要人手对不对？拍电影

过程中的每一项具体事务都要有专业的人来做。”

“腰部人才”的雪球越滚越大

长久以来，中国电影行业的专业人才培养都是集聚于“头

部人才”的——中戏、北电、上戏、中传，这些影视人才的大本营，

向市场输送的人才大都是知名编导演。

如果说华策主办的高职院校能够补上基层专业化人才的空

缺，那么显然，中国影视行业还需要一个培养“腰部”人才的

专业院校——上海大学温哥华电影学院就是其中的翘楚。

记者来到温影时，学院门口的草坪上正有学生在拍摄——

每次来温影，草坪上的摄制组都是一道风景线，无声地传达着

学院的理念：产学一体，学以致用。

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蒋为民告诉《新民周刊》，温影

和其他电影学院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培养学术性人才，

我们培养应用型人才，并且是具有国际标准的应用型人才”。

从 2014 年创办至今，学院已培养了近 600 名毕业生，对于

绝大部分温影毕业生来说，毕业就等于入行就业——迄今为止

已有 133 人次参与电影与网大 97 部，41 人次参与电视剧与网

剧 25 部，28 人次参与动画作品 21 部，30 人次参与游戏 28 部；

温影校友所参与的院线电影，国内市场票房总计 520 亿元，全

球市场票房总计 629 亿元——成绩不俗。温影开办之初，学院

走廊内张贴着世界知名电影的海报；而今都被换成了温影毕业

生自己的作品海报。

温影院长贾樟柯曾说：“在未来中国银幕、世界银幕年轻

一代的声音里面，我相信，也希望，有一个重要的声音，它叫

做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的声音。”

温影的教学模式原汁原味来自加拿大温哥华——1 年制的

高强度实践训练，师资 70% 外籍，“电影制作、3D 动画和视

觉特效、视觉媒体声音设计、影视化妆设计”等专业导向的课

程设置符合电影产业需要，严进严出，确保每一位毕业生都能

符合市场的要求。建校 7 年来，院方仍在不断进行自己的思考。

蒋为民告诉记者：“今年贾樟柯院长还提出一个新问题：未来

国际化的影视人才究竟应该如何培养？疫情后，我们面对的是

一个和以往不太相同的世界，从生活方式到影像传播渠道、全

球协作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科技本身的高速发展也为

传统电影制造业带来全新的挑战，我们的人才培养一定要面向

未来的发展和需求。”

外籍老师可以教授学生前沿的技术，却不一定能在中国本

土为学生打造一个“毕业即就业”的环境。这就需要温影本

身为学生充当“引路人”的角色，把好学生一个个送往市场。

“在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第三方机构，可以去调查影视行业

需要哪些工种的人才，去为人才作引荐。所以我们得自己到

本届电影节评委马可·穆勒为温影开设的讲堂（右二为温影执行院长蒋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