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见习记者 余佳琪
本报记者 李梦楠

“海南是很多影视剧组的梦想
之地。”12月17日，在第五届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海南自贸港电影产
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论坛上，主旨
演讲嘉宾，浙江影视（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张晓晖对海南与
浙江两地跨省协作拍摄电影提出
畅想。

“天气往往是制约剧组拍摄的
重要因素，海南四季如春，得天独
厚的气候条件是影视作品拍摄的

‘福音’。不仅如此，海南的自然风
光及基础设施等，也为剧组提供了
良好的拍摄场地与资源。”谈及海

南与浙江跨省协拍的基础，张晓晖
很期待。

跨省协作拍摄电影的意义何
在？“跨省协拍能够实现海南与浙
江两地的信息共享、资源互补，避
免同质化的竞争与资源浪费。设
想一个剧组需要在浙琼两省拍
摄，拍完海南的戏份再到浙江，许
多工作要从零开始、重新摸索。
如果两地拍摄可以提供一种远程
协拍服务，能很大程度上提高拍
摄效率。”张晓晖说，打造跨省协
拍联动的样本，尝试构建标准化
的服务体系，能够推动浙江、海
南，乃至中国电影产业往工业化
方向发展；此外，共建协拍机制也
能够打破区域局限，为浙琼两省

协拍的电影以及全国的影视机构
和剧组提供“一站式”协调服务。

跨省协作拍摄电影并非易事，
张晓晖也对此提出建议：“首先可以
在两省打造特色取景地，实现资源
共享互补；其次是实现两地的远程
协拍服务，共同提升两地影视产业
的辐射度和影响力。”

“浙江与海南早已搭建起文化
交流的桥梁。曾两度在浙江任职的
苏轼、祖籍浙江的南宋名臣李光，他
们都曾在海南留下千古佳作，也让海
南与浙江实现了文化交流和互动。”
张晓晖说，如今，她希望通过实现浙
江与海南的跨省影视协拍机制，助力
两地影视行业的共同发展。

（本报三亚12月17日电）

浙江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晓晖：

实现琼浙资源互补 共建跨省协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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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楠

数字时代扑面而来，也让影视
作品的数字版权保护与维权成为了
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12月17日，
在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海南
自贸港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主题
论坛上，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主任孙
宝林聚焦影视数字版权保护新问
题、探索新对策建言。

版权是文化的内核、创意的化
身，兼具文化、经济等多重属性。孙
宝林介绍，当前数字经济和文化新
业态高速发展，文化实体在经营活
动中产生了海量的高价值文化数
据，对这些数据价值的转化与挖掘，
离不开数据版权的授权交易和市场

化的权利流转。
对众多电影人来说，当前版权

保护仍存在未经授权非法传播、侵
权样态复杂、违法成本低廉等问题，
制约了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影视
数字版权保护需求迫切，如何破解
这一痛点、难题？

“面对挑战，在传统的DRM电
影版权管理之外，还有另一种思
路。”孙宝林认为，可以探索以版权
确权为核心，尊重数据流动性强、非
排他性的天然属性，探索分类分级
的数据确权、定价、交易和流通标
准，致力于形成“原始数据不出域、
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治理模式，不断
在互惠共享中发掘数据价值、注重
转化变现能力。

近年来，海南持续关注版权保
护工作。今年10月，中国版权保护
中心海南分中心在三亚揭牌，致力
于开展作品自愿登记、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登记、著作权质权登记前端
受理等服务，同时充分利用政策区
位优势，引导境内外版权资源和要
素向海南聚集，带动国际版权贸易，
促进版权输出。

“同时也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
持续推进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为
文化数字化提供版权支撑。”孙宝林
说，影视及其视听作品版权产业，可
以通过平台的规范高效、便捷对接，
形成聚合效应，助力产业供需上下
游实现更好更经济的耦合。

（本报三亚12月17日电）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主任孙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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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楠

12月17日，在第五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海南自贸港电影产业高
质量发展”主题论坛上，华谊兄弟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副董
事长兼CEO王中磊畅谈海南电影
产业未来发展路径，指出可以在政
策指导下寻求突破，助力海南成为

“东方戛纳”。
“华谊兄弟与海南有着非常深

厚的渊源。”王中磊介绍，公司出品
的《非诚勿扰》等多部影片在海南取
景拍摄，并携手观澜湖集团在海口
建设电影公社，打造了集实景旅游、
实体商业、影视拍摄为一体的电影
主题综合性旅游区。

近年来，海南大力支持电影产
业发展，并取得了亮眼的成绩。但
在王中磊看来，目前海南仍缺少有
代表性的电影龙头企业，也尚未形
成海南电影文化品牌的标签和产
品，电影产业发展仍存在人才不足、
产业链条不够完备等问题。

如何进一步利用好政策，推动
海南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王中磊
表示，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对于
电影产业发展也有诸多方面的利
好：“零关税”有利于影视设备器材
的进口，“低税率”有利于培育电影
企业，“人员进出自由便利”可解决
电影产业人才匮乏问题等。因此，
海南要在发挥现有政策优势的同
时，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推进企

业在海南加快布局，做大做强电影
企业规模，为海南电影产业发展注
入新活力。

“海南可以采取差异化路径，把
握全球电影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
势，积极吸收借鉴有益经验，以电影
工业化生产为目标，汇集新技术新设
备，引进全球顶尖的特效工业制作企
业等，建设现代化的电影制作基
地。”王中磊希望，借助电影节这个
平台，海南能探索在政策指导下对
优秀电影的引进方面有所突破，包
括国际电影节的形式、国际电影市
场、国际电影科技交流及国际影片
的区域化引进发行，通过建立独特的
电影放映市场，助力海南成为“东方
戛纳”。 （本报三亚12月17日电）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中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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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余佳琪
本报记者 李梦楠

科技创新赋能电影产业发
展。在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上，专门设置了VR电影体验区。
《时光投影里的秘密》《灯神贾克
斯：契约之战》《布朗熊的惊喜派对
VR》《灵笼VR》四部影视作品以
VR形式放映，吸引众多嘉宾前去
体验。

“电影是由艺术、技术、商业‘三
驾马车’共同驱动的艺术形式，其中
技术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支撑、推动
和服务作用。”12月17日，在本届电
影节“海南自贸港电影产业高质量
发展”主题论坛上，海南省电影有限

公司总经理、海南省电影协会副会
长黄飞就海南如何发挥科技对影视
产业的推动作用进行了发言。

从黑白默片发展到如今的VR
电影，影视艺术的发展始终与科技
创新携手并进。当真实世界与虚拟
世界完美融合，集视觉、听觉、嗅觉、
触觉等于一体的全方位观赏体验，
让观众沉浸于VR电影逼真的虚拟
环境当中。

“近年来，经过持续积淀和创新
发展，中国电影科技取得了长足进
步，数字电影关键系统与核心技术
自主研发成果不断涌现。在新一代
信息通信技术和智能科技的有力驱
动下，电影也已成为全球传播能力
最强的文化载体。”黄飞表示，电影

产业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重
视电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的推广
和运用，用科技全面赋能影片的拍
摄、制作、放映各环节。

黄飞介绍，下一步海南省电影
有限公司将依托“海南国际传媒
港”项目，发挥海南数字化产业优
势，引入国内外顶尖技术团队，促
进海南电影产业数字化、产业化、
创新化发展。同时积极筹建自贸
港影视服务中心，打造成为集全面
影视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平台，链接
优质影视产业链资源方合作共建，
促进重点影视项目、影视企业落地
海南，实现“带着剧本来，拿着成片
走”的全产业链服务。

（本报三亚12月17日电）

海南省电影有限公司总经理、海南省电影协会副会长黄飞：

科技赋能影视创作 打造全产业链服务

黄飞

作为布局电影产业的“后
来者”，海南既要结合自身特
色走出差异化道路，也要主动
敞开怀抱寻求合作机遇。

论坛上，张晓晖提出了
“跨省协拍联动”的设想和愿
景，“希望浙江、海南两省影视
服务拍摄资源能够深度融合，
助推两省在影视拍摄方面形
成联盟。”

张晓晖认为，“跨省协拍
联动”可以通过协拍信息共
享、协拍体系共建、协拍机制
共建，实现资源互补、精准对
接，避免同质化的竞争和资源
浪费。同时打通区域协调的
局限，为全国的影视机构和剧
组提供“一站式”协调服务。

扩大国内“朋友圈”，更寻
求电影“出海”新机遇。

电影制片人单佐龙表示，
海南可以利用自身政策优势，
将更多优质作品推出岛外、推
向国际。

单佐龙提出，电影产业发
展需要优质的服务，海南可以
在海外发行方面作出更多探
索，“用自己的企业服务自己
的电影，并借助海南地理优
势，向国际社会推介更多优质

中国电影”。
“以海南为交流平台，对

影视公司获取影视作品的国
际版权，输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有着促进作用。”爱奇艺高
级副总裁、爱奇艺影业总裁亚
宁表示。

无论是将国外优秀作品
引进来，还是携中国电影走
出去，都需要大批国际化人
才作为纽带。对此，皇甫宜
川建议，海南可以走出一条
人才培养的特色化道路，加
大对影视人才的培养，注重

“候鸟”师资的运用，大力引
进各类人才，更好服务电影
产业高质量发展。

“各位行业同人的分享，
为我们海南电影市场的发展
带来很大的信心。”听完整场
论坛，海南省电影有限公司总
经理、海南省电影协会副会长
黄飞说，相信通过本届电影
节，能让更多人知晓海南自贸
港的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电影
企业、电影人、电影技术、电影
资本来到海南，共同助力海南
电影市场做大做强，助推海南
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三亚12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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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琬茜 见习记者 宋灵云

立足海南自贸港建设优势和特点，如何推动海南
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是许多电影人关心关注的焦点
问题。

12月 17日，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论坛
——“海南自贸港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论坛在三
亚举行，政府代表、业界领袖和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为海
南电影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政策是最大的资源，也是
最好的红利。

近年来，依托“零关税”
“低税率”等海南自贸港政策，
海南吸引了一批批电影人前
来投资兴业、拍摄作品。

“华谊兄弟与海南渊源深
厚，多部影片在此取景。”论坛
上，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联合创始人、副董事长兼
CEO王中磊以“老朋友”的身
份亮相。一路见证海南电影
产业发展的他坦言，海南仍缺
少代表性的龙头影视企业，尚
未形成海南电影文化品牌的
标签和产品，电影产业发展存
在人才不足、电影产业链条不
够完备等问题。

如何利用好政策优势破
题？王中磊认为，要发挥政策
优势，注重政策的细化落地，
例如“零关税”有利于电影设
备器材的进口，“低税率”有利
于电影企业的培育发展等。

“电影是一个创意型行业，需
要先进技术与理念支撑。海
南要有更多的理念和办法，吸
引电影人才留下来，在这片土
地上播种、开花、结果。”王中
磊表示，不能简单复制他人的
成功经验，更要提出新理念、
新办法。

青岛东方影都产业控股
集团总裁孙恒勤则以《万里归
途》等需要用到大量外籍群演
的影片为例，建议海南利用好
优惠政策，为影视作品拍摄提

供更大便利。
当前，通过推行“一站式”

服务，浙江横店、象山两大影
视基地已共同构成国内影视
作品的重要“造血库”。“重新
打造一个海南版的‘横店’并
非易事，也不是最优解。”在浙
江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张晓晖看来，海南
电影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在于如何充分利用自身
优势、挖掘自身特色。

当资本纷纷入局电影产
业，海南何以走出特色化和差
异化？

“换道超车”——是参会
嘉宾的共同看法。

王中磊认为，海南可以以
电影工业化生产为目标，汇集
新技术新设备，引进全球顶尖
的特效工业制作企业，建设科
技现代化的电影制作基地。

此外，他还认为，海南有
着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可
以尝试在政策指导下实现突
破，包括国际电影节的举办
形式、国际电影市场、国际电
影科技交流，甚至国际影片
的区域化引进发行，建立独
特的电影放映市场，让海南
成为“东方戛纳”。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研究员皇甫宜川则认为，海南
有热带雨林、有勤劳人民，可
以在雨林文化、海洋文化等方
面做文章，利用光影讲好海南
自贸港的故事。

打好政策牌 走好特色路

扩大“朋友圈”牵手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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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海南自贸港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论坛
在三亚举办。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