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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政策红利的支持
下，文化产业园数量急剧增加。
据智研咨询发布的报告显示，我
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从20
世纪90年代起步，2015年全国正
常运作的园区在2506家左右。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超过70%以上
的园区处于亏损状态，真正盈利
的不超过10%。

业内人士表示，部分产业园
似乎成了变相圈地的借口，做文
创产业园不一定非要征地，合理
有效地改造、规划现有的一些厂
房、土地资源，同样能够有以小见
大的效果。

老旧厂房“变身”
身价倍增
2006年，湖州市对太湖边上

的高污染企业瑞森纸厂进行了关
停并转。据悉，该厂房多年处于
闲置状态，属于“三改一迁”的范
围，但是整体拆除需要花费不少
的人力和财力。在一次机缘巧合
之下，太湖度假区和拉风传媒集
团萌生了筹建影视城的想法，他

们将废旧厂房经过一系列设计装
修改成了影视拍摄场景，建成了
湖州太湖影视城。“影视城在不到
两年的时间里重新在废墟上崛
起，堪称‘三改一拆’的经典案
例。”太湖度假区管委会主任葛伟
说道。

“一期项目民国影视基地建
成后，将引进150家以上影视及文
化传媒公司（含明星工作室）。”拉
风影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美
麟介绍到，“每年将创造10亿元以
上的产值和1.5亿元以上的税收，
增加5000余个劳动就业岗位，同
时将带动 100 万以上的旅游人
次。”

就在瑞森纸厂关停的第二
年，太湖蓝藻暴发后，无锡被迫走
上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截至2015
年底，被陆续关停2819家“五小”
和“三高两低”企业。而位于太湖
岸边的雪浪轧钢厂也在此之列，
于2009年关停搬迁。

针对钢厂的后续开发问题，
无锡市进行了反复的调研研讨，
最终决定保留老厂房的原有特
色，打造数字电影产业园（又称

“华莱坞”）。数据显示，从2013年
开园到现在，园区聚集了300多家

国内外知名影视企业，拍摄和制
作的影视剧400多部、产值从1.8
亿元升至2016年的32亿元。

而当初轧钢厂效益最红火的
时候，一年销售税收仅一亿元。
对此，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
总经理施娟表示，雪浪轧钢厂的
华丽转身，是制造业到文化创意
产业的转型，也是高耗能、高污染
产业向绿色高端产业转型的一个
样本。

而与上述两个例子有异曲同
工之妙的还有北京铜牛电影产业
园，该园区前身是老国企铜牛集
团子公司京纺物资公司的库房。
铜牛为响应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
的号召，将生产加工、物流仓储等
环节转移出京，北京只保留研发
总部、订制中心。而后，在控股公
司支持下，铜牛集团对老旧厂房
进行转型升级，参与投资运营北
京铜牛电影产业园项目，建立以
电影产业“一站式”服务、全产业
链的高端电影产业区。

铜牛电影产业园董事长刘国
宁认为，电影产业园是老国企淘
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的试点项目。园区总面积2.5万
平方米，目前已经实现满租，年租

金收入预计达400万元，入驻企业
达到50余家，涵盖了电影产业链
的上下游环节。

找准特色定位
才能创出品牌
由曾经的破落废旧厂房变身

为如今时尚、活力及颇具文化气
息的影视产业园，找准特色定位，
发掘比较优势，可谓是一条关键
的经验。

从轧钢厂到梦工厂，无锡国
家数字电影产业园如今已发展成
为国内领先的现代影视产业基
地。园区负责人表示，“园区抓住
了国际电影数字化契机，围绕‘数
字影视科技’这一关键要素，发展
以数字电影‘科技拍摄和后期制
作’为主导的现代影视产业链，产
业发展特色十分突出。并且园区
的发展理念充分符合产业定位，
不愁没有企业入驻园区。”

无锡天工映画影视科技有限
公司项目经理杜锋利谈及入驻园
区的体会时说，当下，越来越多的
影视作品使用数字技术进行表
现，数字技术已成为未来趋势。
在此环境下，园区定位不做单纯

的影视基地，可以说，打造了影视
发展产业链的重要一环。

刘国宁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北京铜牛电影产业园定位为‘国
内最专业的电影产业园’，虽然朝
阳区也有几个做影视相关的产业
园区，但我们的园区主题性和专业
性更强。目前，入驻铜牛电影文化
产业园的企业90%以上都从事电
影相关业务，并且有自身的发展特
点。”谈及招商方面的经验，刘国宁
透露，“我们严格按照电影产业链
模型进行遴选，每个产业环节都要
覆盖，但同一个产业环节原则上不
超过三家，使企业的业务形成上下
游互补的互动合作，而不是同业间
恶性竞争。”

对此，业内人士也表示，由于
我国影视文化产业存在数量多、
分散、规模小、竞争力不强的问
题，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因此国家
可以采取建立影视文化产业园的
措施，推动同类影视文化产业走
向集聚，在产业园中，促进共同利
用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先进技术
等，加强同类影视产业间的沟通、
交流与合作，延长影视文化产业
的产业链，从而形成规模效应，增
强产业竞争力。

影视文化产业作为政策力挺、
利润巨大的行业，吸引着无数资本
的目光。在金融资本与电影产业
碰撞出“火花”的背后，是中国影视
消费市场的快速崛起。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全
国电影票房突破450亿元，国产电
影制作数量达到944部。业内人
士认为，中国电影市场具备体量
大、规模大、潜力大等鲜明特点，但
是，这种巨大的市场空间，并不能
代表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大。

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把握行业
发展脉搏，形成更大的产业势能，
成为影视企业急需思考的问题。

电影产业迎黄金时代
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

电影市场，同时也是增长最快的市
场之一。而国家也一直致力于采
取一些措施促进影视文化产业的
发展，扶持力度也日渐增大，这为
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
的外部环境。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电影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1
月20日下午6时57分，中国电影
2017年度票房达到创纪录的500
亿元。其中国产影片票房262亿
元，占比达到52.4%，进口影片票房
238亿元，占比达到47.6%。

而接下来，随着《红海行动》
《芳华》《妖猫传》《奇门遁甲》等一
系列优秀国产片入市，该数据将有
可能被刷新。业内人士预计，2017

年，中国电影票房有望冲击550亿
元大关。

在2017年之前，中国电影市
场票房5年年均增长30.35%，2016
年相对于2015年稍有放缓。截至
11月20日，2017年中国电影票房
同比增长15%，增速重新回归两位
数，相对于全球电影票房近几年大
约1%的增速，中国电影发展可期。

数据显示，5月6日，全国电影
票房突破200亿元，其中《速度与
激情8》《金刚：骷髅岛》《极限特工：
终极回归》《生化危机：终章》等国
外进口影片的集中入市，成为票房
画出一条上扬线的主因。7月21
日，全国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7月28日上映
的《战狼2》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电影
市场的信心，其56亿元的票房成
绩也极大地振奋了市场信心。此
后“十一”期间推出的《羞羞的铁

拳》《追龙》等影片也让影市再次焕
发活力。

电影票房收入的快速增长也
反映了我国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势
头良好，可开拓空间巨大，但是，不
可否认其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与挑
战。

影视产业急需
优质内容和创意
随着近年来互联网企业大量

涌入影视行业，过量资本的涌入也
绑架了电影市场，市场乱象频出。
而《叶问3》票房造假事件更是捅破
了资本乱象的华丽外衣。

在过去连续 10 多年的发展
中，中国电影产业依赖的是投资增
量，用加速度来发展。这个模式在
2016年发生变化，产业发展的高速
度正在去泡沫，资本不是万能的，

尤其是靠投机的金融资本。业内
人士认为，电影产业的核心资源和
竞争力，依然是内容、创意和专业
人才。

从去年年底日本动画片《你的
名字》到今年的印度影片《摔跤吧，
爸爸》，这两部电影的好口碑和高
票房也都表明，随着市场的发展，
中国观众也在逐步成熟，这给中国
电影制片产业传递出一个新的信
号：优质内容终能俘获人心。

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发展迅速，
提供的影视文化产品也越来越多
样化、多层次化，但许多影视文化
产业在影视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
往往过分地看中“量”的生产，而忽
视了“质”的提供。华谊兄弟副董
事长、CEO王中磊表示，在当下中
国影视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
背景下，作为影视企业，更应该专
注内容、精耕细作、开拓创新，才能

真正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影视作品。

阿里影业CEO张强也表示，
人才缺乏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电影
产业发展的一个瓶颈，好的剧本、
优秀导演及演员非常缺乏。

阿里影业随之也进一步整合
旗下资源和业务板块，赋能内容商
业化产业。2017年8月4日，阿里
影业推出全新品牌“授权宝”，为IP
版权方和品牌商家提供IP运营的
全产业链服务。根据其规划，未来
阿里影业将通过构建用户触达、商
业化和内容产业化三大“新基础设
施”，赋能电影产业，推动产业升
级。

纵观行业内企业发展，可发
现有很多影视类标杆企业如长城
影视、完美世界等，已经意识到影
视内容的品质对企业发展的意义
重大，并已致力于精耕内容、打造
精品的方向上来。

长城影视正积极推进“全内
容、全产业链”战略，重点布局影视
主业，提升在影视领域的核心竞争
力。而拥有精品内容、院线影城、
艺人经纪、综艺娱乐、影游联动、国
际业务和投资等七大影视业务矩
阵的完美世界，2016年影视业务
板块营收14.55亿元。能够在头部
市场中占据如此大比例份额，离不
开完美世界坚持走精品化路线的
原则。据了解，完美世界影视旗下
囊括了鑫宝源、华美时空、完美蓬
瑞、完美建信、江何工作室五大金
牌制作团队，以及一众年轻的新兴
影视工作室，这为完美世界在影视
精品内容的输出提供了保障。

影视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优质内容和人才短板待补

转型新逻辑：老旧工业建筑变身影视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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