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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海电影发展观察

2018年，上海共生产电影完成

片 86 部，35 部上海出品影片进入

院线上映，累计票房约 104 亿元，

比上年增长了110%。上海出品影

片 票 房 占 全 国 国 产 片 票 房 的

27.4%，4 部上海出品影片进入全

年国产片票房前十位。

上海电影以改革开放 40周年

为创作重点，推动了《春天的马拉

松》等一批优秀的主旋律影片的完

片上映，推动了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国家重点项目《攀登者》、《天之

眼》的创作生产。《春天的马拉松》

被中宣部列为国家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重点影片，上映后获得观众

好评。

2018 年类型多样的“上海出

品”成为全国电影市场的黑马，获

得观众的充分认可。除现实题材

《我不是药神》成为全年现象级作

品外，还有黑色荒诞喜剧《一出好

戏》、展现了北漂青年艰苦奋斗历

程的《后来的我们》、重现经典港味

的《无双》，这四部电影被观众和自

媒体选为 2018年十大最值得观看

的优秀国产影片。上海电影的成

长获得了国内外业界的充分认可，

2018年共有10余部电影在国内、国

际重要电影节上入围或获奖，是近

年获奖最多的一年。电影《明月几

时有》获得了第 17 届中国电影华

表奖优秀故事片奖。《我不是药神》

获第 14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华

语故事片等 4个奖项，蒙特利尔国

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剧本奖，

主演徐峥凭借出色表演获得第 55
届中国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此外，《撞死了一只羊》获 2018 年

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

最佳剧本奖；《雪暴》获第23届釜山

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奖；《第一次的离

别》获得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

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江湖儿女》

入围 2018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

元等，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电影在世

界范围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不久前举行的 2019年全国电影工作座谈

会是全国电影工作划归中宣部管理以后召开

的第一次全国性的电影工作会,各省市区电影

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近日，本报记者

专访了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电影局

局长胡劲军。

胡劲军副部长谈到，晓晖部长充分肯定了

2018年中国电影工作取得的成绩，科学分析了

当前的产业形势，对做好今年及今后电影工作

作出了全面部署，对如何推进电影大国向电影

强国跨越、电影创作由“高原”迈向“高峰”给予

了重要意见。讲话站位高远、思想深刻、论述

精辟，具有很强的政治性、针对性和指导性。

上海第一时间把部长的讲话精神传达到了全

市从业人员，大家正在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

彻落实。

他提出，上海电影发展要立足新时代，找

准新坐标。要在全国电影大发展的背景下，紧

紧围绕上海“建设全球影视创制中心”的目标

发力。为实现这个目标，要做好两个“打造”，

一方面要牢牢抓住电影创作这个牛鼻子，把

“上海出品”做成品牌，打造上海电影创作的高

地；另一方面，要牢牢抓住工业体系建设和人

才培养两项重点工作，打造上海电影的工业体

系“闭环”和人才培养“闭环”。

聚焦现实题材创作，

打造上海电影创作新高地

《中国电影报》：王晓晖部长在这次全国电

影工作座谈会中谈到繁荣创作生产，推出更多

精品力作，首要就是在现实题材创作上努力实

现突破，2018年，上海出品了一批优秀的现实

题材作品，您能谈谈上海是如何推动现实题材

创作的吗？

胡劲军：去年，上海紧紧抓住了两个创

作重点，一个是以《春天的马拉松》为代表的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主题创作。这些影

片紧扣时代脉搏，扎根现实生活，从不同角

度集中反映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社会面

貌和人民生活的变化。尤其是尚世影业制

作的《春天的马拉松》取材于浙江宁海县推

行《村级权力清单》过程中的真实故事，被中

宣部列为国家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重点影

片，上映后也深受观众好评。另一个是以

《我不是药神》为标志的现实题材影片。《我

不是药神》成为全年现象级作品，实现了上

海出品影片单部票房超过 30 亿元的历史性

突破。这两部典型作品也得到了晓晖部长

的点名表扬。

《中国电影报》：座谈会中还特别提到了以

中国攀登珠峰为主题的《攀登者》。

胡劲军：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上海今年

的首要创作任务就是要围绕重大节庆抓好主

旋律题材的创作，上影集团的《攀登者》是重中

之重。目前拍摄已经完成。同样列入国家电

影精品工程的电影《天之眼》，4月已经定稿开

拍了。我们密切关注并推动这两部作品的创

制，一定把国家交办给上海的任务完成好。上

海要持续推动重点作品的创作生产。今年“上

海出品”取得了开门红，电影《地久天长》获第

69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男主角和最

佳女主角两个奖项，这个奖的含金量量很高，

在中外电影史上都是罕见的。青年导演王丽

娜的电影《第一次的离别》获柏林电影节新生

代单元国际评审团最佳影片，张杨的《火山》获

萨格勒布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这

些都说明上海出品的质量正在不断提升。我

们下一步还是要积极推动重点项目的拍摄和

完片，推动其中的优秀作品参加国内外重要电

影节。上海还要加大对新人新作的扶持力

度。重点扶持青年导演的优秀作品，扶助他们

在市场上崭露头角。

聚焦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建设，打造

工业体系“闭环”和人才培养“闭环”

《中国电影报》：这次会上，王晓晖部长提

出要健全完善电影工业体系，您如何评价中国

当前的电影工业发展现状？

胡劲军：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制作流程

非常复杂，本身就有许多发展链条，每个链条

上还有许多细分工种，可以说是多种行业发展

实力的集中体现。正因为电影具有上述这些

特征，抓住振兴电影产业这个龙头，能够取得

一业强、多业兴的显著效果。尽管这两年中国

出了像《战狼2》、《红海行动》这样的大片，今年

《流浪地球》让大家眼睛一亮，看到了中国电影

工业发展的最新实力，但总的来讲，目前中国

电影工业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对标美国、加

拿大、英国、印度等国，我们还存在差距，主要

的表现是我们的工业体系还不完备，电影的相

关工种发展没能同步跟上来,我们缺乏国际一

流的拍摄基地，科创实力还有待提高，专业化

配套服务尚不完备，缺乏专业人才。 这些都是

上海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中国电影报》：上海目前的现状是如何的？

胡劲军：上海目前的现状基本和全行业的

问题处在同一阶段。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

地，我们有较好的影视产业规模和基础。比如

上海松江区有全国知名的电影拍摄基地车墩

影视基地，松江还集聚了 6700余家影视企业。

此外，我们有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大学电影学

院等众多电影人才培养的专业高校，2014年还

成立了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这所学校是与加

拿大温哥华电影学院合作的，引进了北美的一

流师资，和北美工业紧密对接，专门培养后期

制作所需的技术人才。

《中国电影报》：您提出的这个“双闭环”概

念令人耳目一新，上海在完善工业体系有什么

举措？

胡劲军：目前，上海将影视产业作为上海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着力点，通过构建现代电

影工业体系，推进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建设。

从打造工业体系闭环来说，上海当务之急

是要完善产业布局，弥补产业短板，重点推动

在松江区建设高科技影都，目标是将高科技影

都建设成为后期制作能力、高科技制作能力突

出的一流影视基地，带动全球优质影视企业集

聚上海。目前，包括上海昊浦影视基地、上海

影视乐园二期、中视儒意影视基地在内的高科

技影视摄影棚的建设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还要推动车墩、胜强、盐仓等原有的拍摄基地

进一步升级完善。

《中国电影报》：确实，王晓晖部长也提到

“电影的竞争中就是人才的竞争，是创作力的

竞争”，但目前全国高素质电影人才还比较缺

乏，您认为主要原因何在？

胡劲军：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

电影高校培养人才的方向与产业需求匹配度还

不高，比如电影高校主要培养演员、导演，或者

是学术型、理论型的人才，电影工业体系中需求

量最大的应用型、技术性人才极度缺乏。另一

个就是实操的机会太少，缺乏足够的项目让师

生试手练兵。

《中国电影报》：上海是如何培养青年人才的？

胡劲军：上海在培养影视青年人才方面注

重与产业的对接。一方面，我们鼓励本市电影

院校创新人才培育模式，引进国内外的优质教

育资源，开发一些实操性比较强的人才孵化项

目。比如这两年做的比较好的有上海交通大

学与美国南加大文化创意产业学院合作的电

影大师工作坊培训班，上科大与美国南加大共

同推出的影视短期培训项目等。另一方面，我

们鼓励各影视企业推出人才实训项目，通过电

影拍摄实训等方式培养青年电影人才。现在

全国影视企业实训项目不少落户上海，比如坏

猴子 72变计划、腾讯企鹅青梦计划、香蕉掘地

计划、阿里灯塔学院、爱奇艺“17”计划、电影频

道“优创”计划等，这些影视企业的“项目+人

才”培育计划对未来电影发展的意义是很大

的。上海希望通过这么一个人才培养的“闭

环”，为优秀青年人才创业创造更好的条件、更

优的环境，提升服务全国、服务行业的本领和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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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海出品票房过亿影片信息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影片名称

我不是药神

后来的我们

一出好戏

无双

无问西东

爱情公寓

动物世界

反贪风暴3
南极之恋

欧洲攻略

天气预爆

21克拉

票房（亿元）

30.99
13.61
13.55
12.74
7.54
5.55
5.10
4.33
2.34
1.53
1.23
1.10

第一出品方

花满山（上海）影业有限公司

上海拾谷影业有限公司

上海瀚纳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博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腾讯企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儒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上海鸣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宸铭影业（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银润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儒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

上映日期

7月6日

4月28日

8月10日

9月30日

1月12日

8月10日

6月29日

9月14日

2月2日

8月17日

12月21日

4月20日

2018年上海市电影院票房前十排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影院名称

上海百丽宫影城（环贸 iapm)
上海市杨浦区万达影城五角场店

上海金逸影城虹口店

中影国际影城上海金科路店

上海市杨浦区中影国际影城合生汇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SFC上影影城八佰伴店

上海市上海影城

上海长宁区百丽宫影城长宁来福士店

上海大光明电影院

上海月星环球海上影城

总票房（万元）

5477.36
5248.41
4817.95
3925.35
3915.87
3830.81
3803.96
3670.64
3558.39
3555.38

2018年，上海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落实

上海打响“四大品牌”的重要部署，贯彻落实“上海文创50条”精神,以提高电影创作质量、促进电影市场规范

发展、完善电影产业布局为抓手，全面推进“全球影视创制中心”的建设。上海电影以振兴上海电影产业、构

建现代电影工业体系、推进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建设为目标，着力完善上海电影产业政策环境，打造规范有

序、繁荣发展的覆盖全产业链的上海电影品牌。

做优做强“上海国际电影

节”、“上海影视拍摄服务机构”、

“上海艺术电影联盟”三大电影品

牌，打造成为中国电影面向世界

的“上海主场”。

打造好上海电影节品牌，高

水平办好第 21 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电影节的国际性、专业性、惠

民性得到全面提升。2018年上海

国际电影节 10 天内，票房收入超

过 2700万，在所售的 50多万张的

票当中，将近6万张的票是全国各

地的影迷飞到上海来买走的。

2018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各个板

块上充分发力，不断提升评奖、论

坛、展映、市场等项目运营水准，

创新拓展“一带一路”国际电影节

联盟活动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不断丰富和完善惠民活动，国际

电影节正在成为上海文化的一张

金名片，也彰显着中国电影产业

蓬勃健康发展的态势。

打造好上海电影服务品牌，

依托上海影视拍摄服务机构，为

全球影视机构提供优质、免费、高

效的拍摄服务。2018 年，上海影

视拍摄服务机构全年受理政策、

信息咨询和协调服务 1702 件次，

项目受理达标率为 100%。接受

咨询服务的单位共 1189 家，接受

协调服务的影视剧组共70个。为

《怪物专卖店》、《悲伤逆流成河》、

《幸福里 99号》、《未来未来》、《我

的日记》、《飞驰人生》等多个电影

项目做好了拍摄服务和协调。

打造好上海艺术电影品牌，发

挥上海艺术电影联盟的示范作用，

创建多样化的电影放映空间。策划

推出了集红色旅游与红色观影为一

体的“红色电影之旅”活动、“我的电

影党课”活动、“纪念改革开放40周

年影展”活动。成功举办德国赫尔

佐格大师展等多个海外艺术影展。

2018年上海艺术电影联盟通过多

元的艺术电影放映交流活动，拓展

了上海市民的观影选择。

（上海市委宣传部电影处供稿）

2017年底，由上海市委、市政

府共同发布的《关于加快本市文

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

见》中明确提出要将影视产业作

为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着力

点，焕发中国电影发祥地活力，振

兴上海影视产业，构建现代电影

工业体系，推进全球影视创制中

心建设。

一方面，为提升上海影视产

业链发展能级，上海打造了“1+3+
X”发展格局，“1”是在松江建设大

型高科技影视基地，构建人才培

养孵化类、影视制作投资类、影视

取景拍摄类三类特色影视摄制服

务功能区，整合若干影视产业资

源。2018 年，上海推动松江高科

技影视基地建设取得阶段性进

展，昊浦影视基地、中视儒意影视

基地顺利开工。继续推动环上大

影视产业园区等静安各大产业园

区、普陀区金沙江路互联网影视

产业集聚带、浦东国际影视产业

园的建设。推动盐仓影视基地、

车墩影视基地等拍摄取景地的升

级。车墩基地、胜强基地、盐仓基

地共接待了《大浦东》、《八佰》等

138 个影视剧组的拍摄、制作，影

视拍摄数量正在逐步增长。

另一方面，上海将人才建设

摆在突出的位置，鼓励本市电影

院校继续创新人才培育模式，支

持高校各类电影人才孵化项目。

同时推动坏猴子 72 变计划、腾讯

企鹅青梦计划、香蕉掘地计划、阿

里灯塔学院、爱奇艺“17”计划、电

影频道“优创”计划等影视企业的

“项目+人才”的培育计划，并重点

关注培养其中优秀的青年编导人

才。青年导演文牧野的处女作

长片《我不是药神》就是坏猴子

72 变计划的产物。爱奇艺影业

“17”孵化成果吕聿来导演的《桃

源》和周劼导演的《淡蓝琥珀》分

别获得了第 2 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中国新生代单元最受欢迎影片和

第 21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新奖

最佳摄影。

2018 年上海通过年检、星级

影院评定等多种管理手段，促进

上海影院的放映技术和服务水

平不断提升，上海影院建设走在

全国前列。电影院数量持续稳

步增长，全市共有影院 360 家，银

幕数 2158 块，座位数 30 万 4082
个。上海地区影院票房为 36.92

亿元，放映场次 403.16 万场，观

影 8727.52 万人次，分别比上年

增长 5.42%、19.55%、5.07%，以上

各项指标继续保持全国城市第

一。在 2018 年中国电影发行放

映协会公布的三批严重违规影

院的名单中，上海继 2017 年后继

续“零上榜”。在硬件方面，上

海共有 870 个影厅安装有 LED 电

影屏幕、杜比剧场等高科技放映

设备，拥有高新设备的影院数量

位于全国前列，初步形成了一批

经营模式世界领先、技术设备世

界一流的影院。

上海电影公共服务体系进一

步完善，全市农村公益数字电影

放映达到 70400 场，观影人次约

450万。连续第13年实现“一月一

村放映两场数字电影的目标”。

进一步拓展了“关爱老人，优惠观

影”参与活动的影院覆盖面，参与

线下优惠观影活动影院从 150 家

发展至180家影院，丰富了上海老

年人的精神生活。

◎促创作、出精品
全面提高“上海出品”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力

◎保增长、优服务
全面推动上海电影市场提质升级

◎找差距、补不足
全方位提升上海电影产业能级

◎做优做强三大电影品牌
打造成为中国电影面向世界的“上海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