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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7日，2025年中国金

鸡百花电影节推介会在厦门举办。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谢

力，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

会副主席邓光辉，中国电影出版社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余宁，中国

电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薛长绪，中宣

部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副总

编辑王平久，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分

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

王建南，中共厦门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郭国云等参加活动。

邓光辉在会上宣布 2025年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11月中旬在厦

门举办。他表示，当前中国电影已由

高速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本届

金鸡奖和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以改革

为契机，加强节奖与创作实践、与行

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的三重交互，为

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一是发

挥电影评奖风向标作用，践行“主旋

律拓展、艺术性创新、类型化培育”评

奖宗旨，推动金鸡奖与电影创作实践

的深度交互。二是发挥电影的大众

文艺功能，主动引领新大众文艺潮流

风向，推动电影业与多业态的深度交

互。三是发挥电影之城的场域效应，

提升节奖活动品质和组织效能，推动

节奖与举办城市的深度交互。

郭国云表示，中国金鸡百花电影

节已在厦门连续成功举办六届，六年

来，厦门市委、市政府按照“安全、有

序、节俭、精彩、实效”的目标，不断提

升电影节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品

牌化水平，有效推动电影节影响力越

来越大，得到广大电影人和社会各界

的广泛赞誉。金鸡百花电影节已成

为电影界闻名中外的盛典，也成为厦

门影视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厦门市

委、市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

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电影工

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推介会为

新的起点和动力，全面推进今年电影

节各项筹备工作，积极开拓创新，努

力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作风，把本

届电影节办得更加精彩、更富实效、

更有影响。

会上发布2025年中国金鸡百花电

影节志愿者推广大使，由演员范丞丞、

齐溪担任。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执行机

构厦门电影节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袁雪鹏介绍了 2025年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情况并发布 2025
年“全年金鸡”活动。推介会举办

了 2024年金鸡百花电影节合作伙

伴授牌仪式。相关负责人与厦门

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中

国移动咪咕公司、问界汽车、大麦

淘票票等 5家 2025年意向合作伙

伴进行签约。

活动现场发布了第七届金鸡电

影创投大会的相关计划。今年金鸡

创投的主题为“淬炼成金”，开放动

画电影申报，邀请著名导演韩延担任

“样片实验室”总监制，创新打造“学

子计划”，为电影人才培育与项目孵

化提供更广阔的平台。活动现场邀

请导演、金鸡创投驻场监制黄建新通

过视频分享了“学子计划”的初心与

愿景。会上还举行了 2025年“金鸡

时间”启动仪式，并发布了2025年中

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金光计划”和“影

动未来”活动两个项目。

（姬政鹏）

本报讯 6月 8日，“长三角电影

市场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江苏南京

举行。来自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的电

影行业协会负责人、院线影管公司代

表、高校学者及行业嘉宾共同见证这

一推动区域电影产业协同发展的重

要平台扬帆起航。

仪式上，“长三角电影市场研究

中心”秘书长陈丹介绍了中心的筹备

历程与战略蓝图。截至 2024年末，

长三角地区共计拥有 2646家影院

（占全国22%），17338个影厅（占全国

23%），2024全年票房 108亿元、观影

人次 2.5亿，均占全国 25%,是名副其

实的全国第一大票仓，如将长三角作

为单一地区票房放在全球范围内比

较，规模仅次于北美，高于英国

（13.59亿美元，全球第三）和日本

(13.51亿美元，全球第四)。
面对长三角电影市场长期存在

的数据分散、资源割裂、协同不足等

核心挑战，中心筹备组自2024年7月
起深入调研 30余家行业机构，最终

在各地协会与高校鼎力支持下应运

而生。中心以“聚力长三角，共建新

市场”为主题，管委会及专家委员会

由覆盖三省一市的56位从业者与学

者构成，众映影业承担秘书处运营。

试运行期间，中心联合灯塔专业版发

布的《长三角地区 2025春节档预售

观察》及政策解读服务，初步验证了

其服务价值。

陈丹表示，中心将聚焦三大核心

使命。一是数据中枢，建立长三角首

个电影市场动态数据库，定期发布月

度、档期及年度权威报告；二是协同

平台，通过季度交流会与年度大会，

打破地域壁垒，促进资源高效对接；

三是创新加速器，提供政策解读、融

资对接、影院交易、人才培训、区域发

行等综合服务，驱动行业升级。“中心

旨在让数据‘活起来’、资源‘动起来

’、合作‘深下去’，真正成为区域电影

市场的智慧引擎。”

活动现场，南京电影协会秘书长

周正、无锡市电影放映行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过敬元、徐州市电影协会秘书

长房新洋、常州市电影放映协会会长

杨志庆、南通市文化市场行业协会会

长胡小东、温州影业协会会长郑日、

嘉兴电影家协会主席张志春、蚌埠市

影视行业协会会长王华、南京传媒学

院文化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史安娜

及陈丹共同为“长三角电影市场研究

中心”揭牌。

揭牌后，中心随即与江苏苏州印

象电影、浙江星光嘉映影管、安徽嘉

莱影业、上海巨影文化四家公司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

南京传媒学院文化管理学院常

务副院长史安娜在代表协办单位致

辞时表示，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响应文

化强国战略、推动长三角电影产业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高校将

全力支持中心，在人才培养与学术研

究方面发挥桥梁作用。

“长三角电影市场研究中心”由

长三角各大电影行业协会及长三角

各大影视专业高校指导和支持，“众

映影业”负责运营，南京电影协会、无

锡市电影放映行业协会、徐州市电影

协会、常州市电影放映协会、南通市

文化市场行业协会、温州市影业协

会、嘉兴电影家协会、蚌埠市影视行

业协会等长三角各大电影行业协会、

南京传媒学院文化管理学院等长三

角影视专业高校共同协办，南京大学

艺术学院、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等

长三角影视专业高校作为学术支持

单位。 （姬政鹏）

本报讯（记者 姬政鹏）近日，中

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举办题为“AI
视野下120年中国电影史的新研究”

的第 60期影视大讲堂，本期大讲堂

邀请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作为主讲

嘉宾，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赵

卫防、研究员孙萌、副研究员赵远作

为对话人，大家从技术促进和艺术革

新的角度对 AI重塑电影生态格局、

大数据个性化知识的市场化调控以

及科技与艺术的深度融合等问题展

开了探讨。本次大讲堂由中国艺术

研究院影视所研究员储双月任学术

主持。

大家认为，AI技术给内容创制、电

影理论、电影行业等领域的发展演进

带来了深刻变革，120年中国电影史研

究也出现了新变化、新气象。大家表

示，AI时代，电影史研究需在拥抱数据

管理、智能分析、多模态呈现等技术创

新与坚守批判性思维、历史在场感、影

像本体感知的人文内核之间寻求平

衡。唯有如此，方能在大数据洪流与

智能涌现中，书写更具洞见、更富生命

力的中国电影百年新史。

李道新表示，电影史研究正经历

从“重写”向“重构”的范式转型。他

认为，传统的“重写”侧重于史料挖掘

与文本阐释，而“重构”则是更深层次

的结构性变革，涉及理论方法革新与

多模态呈现。

他表示，电影作为视听艺术，其

研究与电脑和 AI技术具有深刻关

联。在 AI地冲击下，电影史研究需

拥抱技术哲学，思考作为“技术文化”

和“文化技术”的电影史，才能避免落

后于文史哲等其他学科的数字人文

探索。

钟大丰从数理逻辑与人文思维

的辩证关系切入，剖析了 AI技术的

底层逻辑、能力边界及其对电影史研

究的启示。他认为，AI基于二元法

则与效率优先的图灵算法，擅长规则

化计算与数据归纳，但在情感、伦理

等涉及人类直觉与不确定性的领域

存在根本局限。

钟大丰还表示，在数据库检索便

捷的 AI时代，电影史研究切不可沉

溺于文本资料而忽视对影像本体的

感知与分析，媒介考古学的真正价

值，应在于利用数字技术发掘影像自

身携带的、文字难以记载的历史信

息，进行跨媒介印证。

在对话环节，孙萌以火山引擎修

复香港老片为例梳理了AI技术赋能

电影修复的现状，阐述了其面临的过

度修复、改变原意等伦理争议，并提

出了构建早期电影影像史料数字化

平台区分原片/再创版、整合资源、引

导文化消费等构想。

赵远则探讨了数据、图像、文化

分析的复杂关系。她认为，图像是历

史媒介与认知的复合体，电影史重构

应关注媒介编码与权力关系，图像研

究的深入或将为电影史书写开辟新

路径。

日前，由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主办

的“2025粤港澳大湾区电影产业交流系

列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粤港澳三

地政府电影主管部门和多家影视协会的

负责人以及电影工作者共 300余人参加

了此次交流活动。

专程从远道赶来的中国广播电视社

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童刚认为本次交流

活动“智荟光影·湾区造梦——AIGC重

塑电影工业新范式”的主题很好.今天，电

影产业要真诚地拥抱人工智能，同时也

要加强软件开发，如重视传统档期，善于

和其他领域（尤其是文化体育）抱团合

作，粤港澳要做好特色语言影片的发行。

广东省委宣传部电影处负责人解读

了《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对全省电影产业进行

了系统性规划布局，扶持奖励覆盖全产

业链，政策措施有“五大利好”：让优秀作

品得到更多扶持、让影视企业得到更多

实惠、让影视人才得到更好发展、让粤港

澳电影合作更加深化、让剧组拍摄得到

更多便利。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

里”，政策措施还公开了相关部门联系人

的联系方式，以便加强沟通交流。

乘政策红利的东风，各地政府加大

了对电影产业的支持力度。广州市增城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廖平在本次交流

会介绍了增城区委、区政府将发展影视

产业作为文化强区建设重要举措的历

程，增城已成功引进广州猫眼、联瑞木马

等头部企业，为625家入驻影视企业提供

全周期保障，2024年广东省出品的 7部
票房过亿的电影，增城企业参与了 4部。

增城区影视文化协会会长刘莉向参会代

表推介了新建立的“增城聚荔”影视服务

平台，该平台将为增城影视企业和来增

城的影视剧组提供“保姆式”服务，助力

企业降本增效。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文

创产业发展处电影制作科总监陈世敏解

读了香港开拓内地电影市场资助计划，

只要香港主创数量符合条件的港产电影

或香港与内地合拍的电影在内地上映，

最高可获得港币1000万元的资助。

澳门文化发展基金委员许鑫源解读

了“澳门取景”影视拍摄资金补助计划，

符合条件的影视项目，最高可获得澳门

币50万元的取景补助。

此次交流活动的专业研讨会，有三

个热门话题。

第一个聚焦点是 AIGC与电影产

业。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副理事长周建

东、中国电影科研所总工程师刘达、北京

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胡智锋和

数谱环球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梁定

雄，就AIGC时代电影科技的发展对传统

电影工业流程和艺术创作的影响以及如

何利用AIGC提高影片质量等新问题，分

享了自己的思考心得。还有多位专家、

学者结合《哪吒2》《落凡尘》等动画电影、

VR大空间体验项目等案例，对如何利用

AIGC降低电影制作成本，如何实现AIGC
与电影科产教融合，以及AIGC在电影创

作中的版权影响，各抒己见。

第二个聚焦点是如何建立便利三地

电影合作的机制。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

支菲娜和珠江电影集团副总经理陈一奇

分析了合拍片和内地引进港澳电影的市

场数据、总结粤港澳合拍电影目前存在

的文化差异、认知误区等问题，提出如何

发挥大湾区的独特优势，打开中国影视

业对外开放新格局，将前沿科技趋势与

区域发展战略紧密结合。本次交流会推

介了粤港澳大湾区电影合作的落地项目

《跨越世纪的女孩》，还举行了粤港澳电

影合作专题讨论会，收集港澳电影界代

表对《港澳服务提供者投资电影制作业

务管理规定》等政策的反馈，为电影主管

部门制定政策实施细则提供参考。

第三个聚焦点是探索电影院经营新

方向。影院营销行家曾斌、卢涵、庞杨、

郑永同、郭嘉乐提出了将影院打造成“文

化生活服务中心”的新理念。他们认为，

针对电影院特有的社交属性，影院可探

索多元经营和差异化发展路径。随着

LED屏幕在电影院的普及，体育赛事和演

出直播、现场表演等娱乐形式可以在许多

影厅与观众见面。影院还可以引入亲子

空间、健身室，并多举办新鲜有趣的交友

活动，吸引年轻人到影院。为呼吁电影人

同舟共济，支持影院，广东省电影行业协

会联合广东省电影设备公司、电影院线签

署《提升放映品质、重燃银幕魅力——推

动广东电影高质量发展的倡议书》。

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成立 12年来，

每年坚持举办粤港澳电影界交流活动，

为解决业界最关注的各种实际问题建言

献策，深受三地电影人的欢迎。

（岳颖）

本报讯 6月6日，青年演员张羽霖作

为上海代表，在CCTV6电影频道 2025年
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会上惊艳亮相。一

句“走进里巷深处，在酱园弄里感受沪上

韵味”，字正腔圆、韵味悠长，出色的台词

表现和稳健台风展露无遗。原汁原味的

沪语乡音，发出了“欢迎来上海看电影”

的诚挚邀请，将海派细腻风情演绎得淋

漓尽致。

张羽霖堪称影视界的“宝藏演员”，

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赴美攻读哥伦比亚

大学表演系研究生后，又在铃木忠志剧

团淬炼表演技艺。扎实的学院派根基与

开阔的国际视野，让她在不同艺术形式

间游刃有余。在现象级剧集《繁花》中，

她饰演的红鹭酒家的领班露丝，沉稳干

练、松弛有度，每次出场都精准传递出角

色的魅力与时代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此次，张羽霖在电影《酱园弄》中饰

演舞台詹周氏，这一角色更是成为舞台

与影视艺术有机融合的生动注脚。她以

舞台剧演员的张力塑造角色，又用影视

镜头语言细腻刻画人物内心，将戏剧与

电影的优势巧妙交织。

从舞台到银幕，从《酱园弄》的沉浸

式表演到银幕光影的细腻呈现，张羽霖

在舞台剧领域有着丰富经验，2016年，自

编自导自演的话剧《Sa Lo May》公演。

2019年，参演铃木忠志执导的话剧《李尔

王》，饰演考狄利娅。她的艺术成长经历

恰似中国电影发展缩影——从戏剧舞台

的厚重积淀，到银幕光影的创新突破。

也正因如此，由她担纲上海影人代表发

声，不仅是对海派城市文化的深情诉说，

更是艺术传承与创新的最佳诠释。

（小小）

书写AI时代中国电影百年新史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举办第60期影视大讲堂

张羽霖暑期档片单发布会推介《酱园弄：悬案》

从舞台到银幕，海派新人崭露头角

聚力共建区域产业新未来

“长三角电影市场研究中心”江苏南京揭牌

2025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推介会厦门举办 2025粤港澳大湾区
电影产业交流系列活动广州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