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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
Development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赖芳杰

顶层设计布局影视赛道
成都多个基金、项目、战略发布

电影与城市的互动，远不只
一块银幕的交互。有效的政策
支持，可以撬动影视产业资源、
人才资源聚集，推动成都影视产
业高质量发展。

8月4日上午，在第37届大众
电影百花奖主题论坛活动之科
幻论坛暨成都电影产业专场推
介会上，由多家国有电影集团及
市场资本发起设立的一九五八
壹号影视基金项目、成都影视产
业发展基金、新芒基金等在现场
举行了签约仪式，赋能成都电影
高质量发展。

此外，本届百花奖期间还有
120余个影视相关项目签约落
地，共计投资额超170亿元，这不
仅是成都借“百花”盛开之机展
现其深远布局的“成都表达”，更
为成都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搭
建起宽广的舞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了解到，本次百花奖论坛上签约
启动的“一九五八壹号影视基
金”，是全国首支市场化国有影视
企业联盟基金。该基金的成立，
意味着将通过国有及市场化资本
的联合，推进金融杠杆和市场化
运作共同发力，切实发挥市场对
资源配置作用，使资本有效运转，
助力影视高质量发展，也将为四
川的影视产业振兴注入新的资
本动力和全国性互补资源。

为了促进影视产业的快速
健康发展，成都市政府拟通过与
国内影视产业的龙头企业华人
文化联合设立影视产业发展基
金的方式，为影视产业提供资金
支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推动
影视产业创新升级。

“设立影视产业发展基金，
可以吸引更多优质影视产业的
企业和项目落地成都，促进成都
影视产业集聚效应的形成，实现
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业内人
士指出，顶层设计的有力保障，
可以切实解决影视公司“注册
易、扎根难”等问题，构建多方共
赢良性发展的新格局。设立影
视产业投资基金，打造全生命周
期投融资服务体系，加大对剧本
创作、拍摄制作、发行放映等产
业全链条的政策扶持。

“票仓”城市“出圈”
“电影+”成为成都电影市场全新增长点

1985年，第8届大众电影百
花奖在成都举办，峨眉电影制片
厂摄制的《红衣少女》赢得大奖。

“那一年，《红衣少女》在四川大学
放映，尽管下着倾盆大雨，学校师
生还是围在放映点观看。过了39
年，这份对电影的冲动和热爱仍
在四川延续。”第37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开幕式总导演颜蕾认为，
百花奖落户成都并非偶然。从
《红衣少女》《京都球侠》《焦裕禄》
《毛泽东的故事》到《被告山杠爷》
《鸦片战争》《十八洞村》，峨影集

团出品的影片曾多次获得百花
奖。该片导演陆小雅在百花影片
展映活动中坦言：“成都是我的
福地，这里是一个自由、包容和松
弛的地方，给我了灵感，非常适合
电影艺术的创作。”

8月2日晚，《解密》作为第37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影片，其
剧组在成都集体亮相，主创们分
享了自己对成都的印象、与这座
城市的深厚缘分。该片根据茅
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的同名小
说改编。麦家表示，自己在成都
待了15年，在这里写出了一系列
作品，大家熟知的《暗算》《风声》
以及《解密》都写于成都，因此自
己对成都有着特别的情感。麦
家认为，成都不仅是众多文艺工
作者创作的灵感地，也是《解密》
的“福地”。

成都人对电影的喜爱，也成
为这个城市独特的文化气质。
无数电影人前来拍摄创作、直面
观众交流，将灵感和反馈化为再
创作的动力。从票房上看，成都

的城市票房常年位居全国前列，
现已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票
仓”城市之一。以2024年春节档
为例，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成都
电影票房收入1.53亿元，在城市
票房排名中位居第四，票房数据
仅次于北京、上海、重庆。不俗
的票房数据背后，是开放包容、
创新时尚的城市精神特质，涵养
了成都市民文化艺术气质，庞大
的人口基数和强劲的文化消费
能力，为成都影视市场培育了极
为可观的受众群体。

基于此，目前成都正打造全
面覆盖城乡的影院体系，从打造
精品、直面市场、服务社区三方
面进行布局，将影视行业与餐
饮、展览、旅游等行业相融合的

“电影+”运营模式，成为了成都
电影市场全新增长点。

建圈强链迎新局
成都影视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焕新电影供给侧活力，最终

受益的不仅是影迷，还有城市与
产业链。一组数据可以直观感
受到成都影视产业的铿锵发展
势头。

成都拥有亚洲最大的单体
摄影棚，汇聚了1300多家影视企
业。影视行业从业人员超10万
人，影视专业在读学生达 22 万
人。截至2023年底，全市共有
318家影院，荧幕超2100块，数量
位居全国第二。完善的基础设
施、完备的产业生态，带动电影、
动漫、音乐等文创产业规模突破
2500亿元，有力支持全市经济总
量迈上 2.2万亿元台阶。

一部成功的影视作品，离
不开产业链的支撑。从创意策
划到制作生产，再到发行播出、
衍生周边，影视传媒产业图谱
越完整，产业生命力越蓬勃。
近年来，成都这一“软实力”，在
一批“成都取景”和“成都出品”
而备受瞩目的电影作品中得以
生动体现，比如，《流浪地球》
《哪吒之魔童降世》《独行月球》
等大量影片的特效制作都在成
都完成。

如今，成都正加快建设中国
（成都）网络视听产业基地。以
成都高新区为例，将以百花奖为
契机，重点突破优质内容IP培育
和内容分发平台引进的难题，包
括依托天府长岛打造影视产业
聚集区，培育动漫、影视特效制
作产业集群，打造具有本土文化
特色的超级IP；围绕腾讯视频、
爱奇艺、抖音等布局头部平台内
容分发业务，带动长、短视频创
作发行。

位于郫都区的成都影视
城，则率先建立立项备案、成片
审查绿色通道，运营西部首个
影视产权交易中心，搭建起了
成都一站式服务平台。此外，
这里还组建了群众演员工会，
为剧组打造了“拿着剧本来，带
着作品走”的良好生态。

跨越39年，百花奖再次绽放
成都。电影与城市同频共振，产
业因机遇再开新局。

“百花”开新局光影绘未来

好政策助力成都影视产业“加速跑”

百花奖相约成
都，电影与城市双
向奔赴，成都影视
赛 道 再 迎 新 机
遇。政策支撑、资
金 帮 扶 、人 才 培
养，这些“催化剂”
为成都影视产业

“蓝图”，描绘出无
限可能的未来。

借力“百花”，
成都影视产业正
大胆布局，焕新电
影供给侧活力，打
造西部影视产业
新高地。

本届百花奖
期间有 120 余
个影视相关项
目签约落地，共
计投资额超170
亿元。

图 据 百 花
奖执委会

百花奖电影艺
术家入场仪式。

图 据 百 花
奖执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