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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
《大运河记忆》开机拍摄

40集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大

运河记忆》，由北京金陵天娇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在北京通州开机拍摄。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

的人工河。它的开凿完成，反映了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它与万

里长城齐名，是中国大地上最古老

的人工工程之一。现在，这条古老

的大运河，已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

大运河这条凝聚中华民族聪明

与智慧的古老河流，由于历经漫长

岁月，年久失修，部分河段断水，沿岸

的遗址、遗迹、水利设施均遭到不同

程度的破坏和损坏。为了保护、修

护，纪录这个人类最古老的伟大工

程，北京金陵天娇影视文化有限公

司投入巨资，拍摄40集大型历史文

献纪录片《大运河记忆》，该片拍摄完

成后，将在中央电视台及各大卫视播

出。

中国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一直存在着保护意识不强、宣

传力度不够、资金投入不足等问

题，特别是文化遗产项目价值和衍

生产品外部价值的发现更显不

足。为了改变这一窘境，近日，深

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和中国华夏文

化遗产基金会在深圳举行合作签

约仪式，旨在发挥各自在专业领域

和平台的优势资源，共同服务中国

文化遗产相关机构和项目，推动中

国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华夏文化遗产专板”
亮相深交所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理

事长耿静认为，中国是历史悠久的

文明古国，在漫长岁月中，中华民

族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

化遗产。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

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

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也应

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

护面临着许多问题，形势严峻，不

容乐观。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

会是经民政部登记注册，由文化部

主管、具备在海内外募集资金的全

国性公募基金会，此次携手深圳文

交所主要考虑双方专业领域的能

力和在优势资源上的互补，双方通

过向中国文化遗产项目和衍生产

品提供金融和非金融服务，对发

现、研究、保护、传承、弘扬中国物

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

促进相关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具有

重要意义。

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于德江

表示，深圳文交所将在“文化四板”

的基础上，根据专板挂牌企业或项

目的需求，提供资本对接、政策引

导、孵化等金融服务，同时为文化

遗产类衍生产品提供挂牌交易平

台，全面构建金融与非金融、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的文化遗产保护领

域及相关衍生产品的全链条服务

体系。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专

项基金负责人德央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讲道：中国文化

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

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

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

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

瑰宝。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

化的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纽带、

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

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

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

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加强文化

遗产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实现文化遗产产业化
建立资本对接通道

耿静表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

基金会今后将通过东方之韵平台

共同推广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并以深圳文交所“文化四板”和

“文化产权挂牌交易中心”为载

体，通过开设“华夏文化遗产专

板”及专项交易中心开展业务合

作，全方位多角度为文化遗产运

营企业、项目和衍生产品提供投

融资、挂牌交易服务及市场服务

功能。

华夏文化遗产专板是深圳文

化产权交易所根据中央和国家有

关部门赋予我们的使命，在国家和

深圳市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下，和中

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联合发起

组建的区别于沪深交易所和新三

板的细分领域的场外交易市场和

投融资平台。根据文化领域的行

业特性，针对相关优质文化企业、

项目、传承人，提供产业要素交易

平台、文化金融专业服务及投融资

服务。通过对文化产业的无形资

产登记、确权、评估、挂牌交易，规

范文化企业，实现我国文化遗产产

业化，建立文化企业对接资本的通

道，最终实现融资的目的。目前，

华夏文化遗产专板分馆藏艺术品

衍生品专区、佛教文化专区、中华

老字号专区、传承人专区等。

全球化的背景下，电影作为文

化创意产业重要部分，中国电影与

世界电影、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已

密不可分，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参与

国际竞争，树立文化自觉、文化自

信，立足本土，拓展全球市场，充分

提高电影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中

国在国际舞台上形成与之匹配的

大国文化软实力。

创新体制机制

为达到“电影强国”的目标，中

国电影首要任务是立足民心、守好

本土、练好内功、突出重围，通过构

建中国特色的创新型产业体制机

制，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宏观管理部门做好顶层设计，

强化政策牵引，释放创新活力：

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

政策法规，为内容产业创新营造适度

宽松的政策环境，并研究建立长效的

市场监管机制。二、构建国际电影新

秩序。加强“一带一路”等国家和地

区间的电影产业及文化等方面的全

面合作，建立电影战略联盟，推动资

源的流通与交流，形成新的市场竞争

力量。三、支持电影全产业链投入。

支持重大电影节展推广，加强文化交

流；加强电影“国际化”方向投入，为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全球化资源配

置格局创造条件。四、优化国际化区

域布局。基于文化与地缘认同，有步

骤地推进中国电影国际化战略布局，

完善电影交流与合作机制。五、健全

评价指标体系。完善以中国电影满

意度调查为核心的电影综合评价体

系，扩大调查样本抽取数量和影片覆

盖范围。

创新投资模式

作为电影管理者更应积极创

新投资模式，融资融智并举：

借助金融纽带，开拓大电影产

业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国内企业需

要按照集约化发展思路，组建战略联

盟，进而提升整体实力。企业间通过

交叉持股、兼并重组等方式，以资本

为纽带促进企业集中合并，采取强强

联合的战略措施，构成具有国际影响

力和竞争力的大规模集团。通过优

化配置人力、财力和物力，力争把企

业做大做精，从而建立中国电影的航

空母舰和联合舰队。借助金融纽带，

电影企业还要加强与其他行业之间

的融合，积极鼓励金融资本、专业投

资机构、大型集团参与电影产业，以

长远的投资理念，开拓电影产业链，

做大做强电影产业。

电影投资消融“产业边际、国

界”，“共创共享共赢”。在“一带一

路”、“亚投行”等国家战略引导下，

我们通过电影投资不断消融“产业

的边际与国界”：一方面，借助合

作、交流，学习“大片”（运作）模式，

借鉴IP开发、营销经验；另一方面，

利用投资、并购国内外优质资源，

打造国际主流电影。

强化创意运营

信息物理的工业 4.0 时代，是

以创意发展、零工经济为特征的时

代。电影人工作的组织形态也正

符合这一时代“小组化”、“虚拟

化”、“平台化”的特征。

越来越多的电影组织也开始

通过项目小组形式构建网络、激

活创意，自由创作者也“组团作

战”。今后的创意组织中，除了固

定岗位，还将发布越来越多的动

态任务，邀请外部自由职业者完

成。创新创意时代下，“并行工

程”在电影生产（制作 、投资）管理

中成为主流。“并行工程”注重消

费者和供应商的参与，使得企业

可以充分获取资源，增强企业的

动态能力。

许多行业的企业在进行产品

开发时越来越惯用“平台策略”。

新趋势下，电影管理者也能积极转

变思路，积极应对：如依托“平台策

略”开拓电影国际化路径，深入评

估和设计出中国特色电影“品牌平

台”、“流程平台”、“产品平台”、“顾

客平台”等等。

（作者单位：北京电影学院）

数舟（上海）
入驻“红沙发”系列访谈

近日，琅琅读书声不仅敲响了

2017年的新年钟声，还拉开了数舟

（上海）数据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承办

的《大数据来了，网络文学如何炼成

大IP》主题访谈会的序幕。

此次访谈会是“全民阅读‘红沙

发’系列访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数舟（上海）数据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首度加盟该系列的重要标志。全

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由中国新

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该

系列访谈创办于2012年，以主持人

对话嘉宾的形式向公众全方位展现

阅读的魅力与风采。此前不久，数

舟数据曾承办了传媒集团主办的

“首届中国网络IP大数据发展研讨

会”，探讨IP大数据系统的可行性，

成立了“数舟专家委员会”，为传媒

集团的网络文化官方“智库”和业界

“智囊”奠定了基础。

“中国故事千万亿平台”
将投拍6000部故事

2017年1月19日，“中国故事全

球传播千万亿高峰对话”在北京水

立方举行。中版昆仑传媒、蓝海云

平台、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平安银

行、建设银行、诺亚财富、河南航空

港卫视、昆明报业集团等近百个平

台合作伙伴济济一堂。会议决定启

动 6000 部中国故事的投拍和全球

传播工作，与会各方共同签署了平

台2017年行动宣言，决定通过汇聚

社会资源、整合资本力量，合力打造

万个故事出海，形成中国故事的规

模化全球传播。

活动现场，“中国故事千万亿平

台”联合发起人，中版昆仑传媒总经

理曹剑介绍说，向世界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对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引导国

际社会全面客观认识中国具有重要

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故事千万亿平台”旨在联

合千家机构、打造万个故事、传达到

全球数亿受众，推动中国故事规模

化出海，搭建国际化的交流、研讨、

传播平台，增加世界民众对中国的

认知度和认可度，为“一带一路”国

家战略服务，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

中国电影产业观察
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创新命题

之

侯光明张琦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迎来资本运作时代
董菁 本报记者 朱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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