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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科技论坛举行：

科技赋能电影——给观众一个进影院的理由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以“新机·新

局”为主题，中国电影产业经历十余年技术

革命，完成产业数字化转型后，同样也面临

着如何在变局中育新机的问题。

论坛主题演讲环节，中影华夏电影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锐分享了

CINITY 从 2019 年成立以来取得的成绩和

成果。CINITY系统率先在国外打破了放映

端的技术瓶颈，创新融合了 4K、3D、高亮

度、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沉浸式声

音等七大电影放映领域的高新技术。该系

统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电影放映领域的最高

技术格式和最佳的电影展现形式，也是具

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中国品牌。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研究员孙承建

认为，电影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给电

影带来不同程度的变革，但与以往相比，当

下正在发生的电影数字技术革命在本体观

念、美学范式与产业建构层面，对传统电影

的颠覆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进入虚拟制

作时代之后，从制片管理、制作流程，甚至

是产业建构等一系列涉及创作实践与产业

形态的变革正在发生。如何应对诸如此类

的变革，如何在这场变革中获得更具持续

性的发展模式，或许是当下电影人所必须

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天工异彩副总经理申远在分享了天工

异彩 15年特效制作经验的同时也表示，视

效的制作是电影工业比较有电影性的产品

之一，在电影或者影视中已经发挥了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如何结合中国电影人的特

点和中国观众的审美，来用先进的技术和

管理方法，讲述当下适合目前中国市场的

故事，是未来特效制作公司需要不断完善

的产品目标。

中影巴可产品研发总监吕剑国认为，

HDR 是实现视觉观影体验的一个发展趋

势，也是让观众有更入画的观影体验。他

从高动态放映的技术角度切入，分享为什

么高动态技术放映能够给观众更入画的观

影体验，以及中影巴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

实现高性价比的高动态技术放映。

中国电影基金会影视数字产业发展专

项基金总监李焯晰介绍，中国电影基金会

影视数字产业发展专项基金的宗旨就是助

力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其核心的职能就是

以公益的力量帮助影视科技的企业，并对

基金会的内容、方向、流程做了介绍。

中国电影资料馆数字资源管理部主

任、制作部主任、国家一级导演黎涛介绍了

中国电影资料馆从2006年开始进行的经典

影片修复工作，目前已经完成16部4K修复

影片、6部5.1声音修复影片。从最初的2K
修复到 4K精致修复再到现在的AI修复和

人工修复结合，电影修复无论是技术还是

质量都有大幅提高。今年耗时七个月，完

成了国内首部 4K 彩色修复后进入院线重

映的黑白经典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

并在本届北影节亮相，即将登陆院线大银

幕。

站在第二个百年的历史新起点上，电影产业如何有效应对多屏竞争，全方位提升大银幕品质，继续给足观众进电影院的理由？9月22日下午，由北京国际电影

节组委会指导，中国电影资料馆融媒体中心主办，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支持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科技论坛，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行。

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宣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党委书记、所长张伟，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党委书记、馆长、主任孙向辉，副馆长、

副主任张小光，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雷振宇等出席活动。

论坛围绕近年来科技带给电影产业的改变，以“科技赋能电影——给观众一个进影院的理由”为主题，集结电影技术方面的专家和学者、电影技术公司代表、产

业基金代表、电影制片人代表、院线和影服公司高管代表等电影工作者，在各自专业领域内，有针对性地探讨了新形势下如何应对新挑战和新问题，这既是一场高

规格专业技术论坛，也为业内搭建了一个高质量的交流平台。

中宣部数字电影节目管理中心研发部主任徐宏，江西省电影处处长赵卫萍，中国电影基金会影视数字产业发展专项基金总监李焯晰、秘书长卢放林等参加了

论坛。

■文/康 妮

实现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必然放在

首位。科技的高速发展，新媒体的不断迭

代融合，都对电影产业有了更高的要求，

对传统影院放映亦形成巨大冲击。

论坛圆桌讨论环节，聚焦于电影产业

内的动力变革。科技带来的冲击已是有

目共睹，从数字与胶片的共存到目前全面

进入了数字电影时代，并为下一步推进信

息化建设和智能化升级奠定了技术基础。

北京首都华融影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城市影院分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邓永红认为，4K放映正

在成为市场主流。现代的拍摄技术以及

终端的放映设备，都支持 4K、60 帧放映，

好一点会达到 120帧。特别是一些经典电

影能够以 4K 的方式很清晰地呈现出来，

给观众提供一个以现在的视觉技术与艺

术重温经典的机会。他同时也谈到，疫情

阴影之下，迫切需要一个把观众拉回影院

的理由，而这种方式一定是以科技为龙头

支撑手段的新业态的融合。

中宣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质检办

公室负责人、《现代电影技术》负责人常慧

琴认为，目前基于高新技术格式和特效制

作的视听新技术，不是某一个高新技术格

式的合成，而是根据影片摄制和内容具体

选择采用哪些高新技术格式，这是一个大

选项，不是单一的选择，是一个综合运用

和排列组合或者是最优组合。未来科技

无限可能，电影科技人任重而道远，中宣

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也愿意与行业内

相关机构和单位合作，以科技赋能电影。

北京长城沃美院线总经理沈军认为，

以服务促动观众为技术买单是一个相互

的过程。观众看电影，一方面是在电影院

有社交功能，另一方面是能被故事感动。

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能让这个故事更加感

动人，让故事演绎得更加顺畅好看，这是

相辅相成的过程。中国电影也曾经走过

弯路，就是成也技术、败也技术，忽视了内

部演变。因此后续的电影从业人员更多

要记住，用科技把故事讲好，才是从根本

上让顾客买单的正确方法。

凡影创始合伙人、众观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义之更期待营销技术的提升。好

莱坞 80 年代之后市场营销的力量增长非

常快，营造一部电影在上映前集体观影的

这种声势的力量，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很

好实现，宣发公司压力比较大。但短视频

平台的崛起打通了很多人群的标签、画像

和各种数据的基础，一些消费品行业或零

售商在做节庆的时候，确实能够形成全面

的一种氛围，很期待营销技术能够很好地

应用到电影行业来，“希望有一天我们每

部电影上映前，都能够达到电影过节的感

觉”。

电影制片人、北京电影学院在读博士

生陈洪伟，坚定地认为电影院绝对不会

消失，但电影院会朝着更加具有前瞻性

的科技和沉浸式体验的方向发展。在制

作领域上，“虚拟制作”这个词汇的频繁

出现，是一个很大的预示，在未来整个影

视视听内容制作领域，虚拟制作会有巨

大的更多的可能性。虚拟制作领域不仅

是现在的热点，更是未来要面临一个数

字时代、虚拟时代，实现全面的现实生活

虚拟化、数字化进程当中，对影视作品提

出的新要求——如何去把握、如何用未

来会出现的、更高的、更加先进的技术来

讲述属于每一个普通人的故事。

本次论坛上大家充分地分享经验和

观点、实践和探索，虽然并不能完全探索

出影院今天面临的挑战，但随着科学技术

的不断进步，随着艺术表达的持续提升，

尤其是随着影院自身建设的发展，电影院

现在是、未来也仍然是充满魅力的空间。

当这个空间做大做强，观众就会源源不断

地进入到电影院这一精神殿堂。

（下转第6版）

◎电影技术育“新机”开“新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聚焦动力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