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个“不冷场”，上海或成中国电影后续市场发力主力军
2020年市场规模及产出票房均列全国城市第一，“上海出品”为行业复苏持续赋能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被疫情打乱发展节奏的2020年，上

海电影创作不冷场，投资不冷场，人才不

冷场，观众不冷场。随着新一轮促进上海

电影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评审工作深入推

进，上海电影在政策杠杆、机制护航中交

出的2020年特殊答卷浮出水面。

截至11月16日， 上海城市票房8.93

亿元 ， 在今年的市场规模及产出票房

两项数据中均列全国城市第一； 自7月

20日全国影院陆续复工复产以来 ， 上

海影院已有341家重新拥抱观众， 复工

率达92.16%。 政策的沃土也呵护了创

作的热情， 2020年迄今， 上海共完片60

部 ， 14部上海出品的影片进入院线放

映， 累计票房约4.83亿元； 同时， 上海

已备案立项新片 209部 ， 占全国总量

10.3%， 相比2019年的7.7%上涨了近三

个百分点。

从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为中国影

市重启打响第一炮， 到积极推动新片

入驻元旦及春节档期，“上海出品”持

续在场。为行业复苏持续赋能的同时，

上海亦有望成为中国电影在后续市场

发力的主力军。

政府服务不打烊 ，

捂热疫情防控常态化中
的上海电影市场

一连串数据都指向了事实： 特殊

时期，上海电影产业基本面依然向好。

能在全球影业受重创的2020年得出如

是判断，上海何来底气？

红星电影世界上海城市高级经理

叶华的一番话可见一斑，“从春节后全

国陆续复工开始，一直到国庆节之前，

上海在市区两级、 由不同政府职能部

门推出了各种举措和服务， 为影院解部

分燃眉之急。 ”

据不完全统计，自2月起，上海先后

出台了抗疫惠企“28条”、扶持文化企业

“20条”， 第一时间为按下暂停键的行业

纾困；7月20日全国影院有序复业之前，

上海市影院停业补贴向社会公示， 并启

动发放；上海国际电影节圆满落幕后，为

实实在在惠及百姓、服务行业，中共上海

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电影局与淘票票、猫

眼电影两大票务平台合作， 启动为期三

个月的“观影惠民季”，对购票观众精准

补贴。 除了为有效拉动影院行业复苏推

出实招， 上海还在全国率先为影院复业

进行“体检”，并首倡防疫标准。

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 ， 上海关照电影行业的政府服

务始终 “不打烊”。 正是在防疫和惠民

惠企等多个层面入手 ， 上海得以在疫

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第一时间捂热电

影市场。

复盘7月20日以来的上海影市：在经

历复业初期的稳启动、 上海国际电影节

带来的全面提振、惠民季的不断蓄能后，

上海的观影热情在国庆档充分释放，成

为“迟来的春节档”最活跃的城市。长假8

天，上海贡献了2.21亿元票房，占全国总

票房5.6%，且在每日 、单日与总票房等

数据上均列全国城市榜第一。其中，上海

在国庆当天的票房甚至比去年同期还上

涨了1.9%。

机制引领创作， 重大
题材、 重要节点、 重要档
期，“上海出品”不缺位

疫情后影院重启， 首日即上映的影

片《第一次的离别》是“上海出品”；借上

海国际电影节平台造势， 为国内市场重

启注入第一波热能的 《荞麦疯长》《白云

之下》是“上海出品”；国庆节时，上海出

品的 《急先锋》 拿下了2.93亿元， 跻身

2020年国产票房前十； 为建党百年筹备

献礼片的创作潮中， 被中宣部国家电影

局列为重点项目的《1921》依然是一部上

海立项、上海主投主创、上海取景并制作

的“上海出品”。

重大题材、重要节点、重要档期，在

每一个需要 “顶上去” 的时刻，“上海出

品”都不曾缺位。 这背后，一套不断完善

的电影规划生产体系，值得一书。

2014年， 上海市由九部门联合推出

《促进上海电影发展专项资金》， 每年拨

款2亿元， 用以扶持电影创作， 奖励电

影佳作 ， 发展电影产业 ， 培育电影人

才， 强化电影评论等。 依托专项资金，

许多重大题材、 重点项目得以在选题孵

化阶段， 便进入扶持范围———不仅有专

家从 “一剧之本” 开始为创作把脉、 提

质， 更通过机制的背书， 吸引更多社会

资金的青睐。 一言蔽之， 在机制引领创

作的导向中， “上海出品” 得以在各层

面市场中全面开花。

目前，《晴雅集》《温暖的抱抱》 已定

档今年年底；经侦题材《猎狐行动》与喜

剧片《阳光姐妹淘》也预约了跨年档期；

《刺杀小说家》《人潮汹涌》两部商业大片

则定档春节。 市场普遍看好，这些“上海

出品” 有望成为中国电影市场未来一段

时间的主力军。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中

国共产党建党百年、2022年党的二十大

召开等重要时间节点到来 ，《1921》《密

档》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大城大楼》等

反映时代精神的影片也将占据中国电影

市场的主流。 上海电影人已许下这样的

愿景，“在每一个重大时间节点中拿出在

全国有影响力的扛鼎之作， 这是上海义

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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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挡不住全球艺术家对中国市场的青睐
带来3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件作品，其中九成为首次在中国亮相

环球艺术机构GAA将全年首个线下展会开进长三角文博会
本报讯 （首席记者范昕） 继西岸

艺博会、 ART021艺博会上周热力举办

之后， 上海再迎国际级艺术展会———昨

起亮相长三角文博会的GAA国际艺术

展。 尽管是以展中展的形式呈现， 这个

艺术展会的 “浓度 ” 与视野却分外亮

眼， 800多平方米的展区共汇聚来自五

大洲35个国家和地区90余位艺术家的

300余件作品， 这一数字直到开展前还

在不断增加， 其中九成为首次在中国亮

相， 半数为实物作品。

全称为Global Art Agency的GAA，

是来自英国的一家知名环球艺术机构，

每年都会在全球范围内举办国际艺术博

览会。 “受全球疫情的影响， 这是GAA

今年举办的第一个也很可能是唯一一个

线下艺术展会。” GAA中国办公室负责

人邵洁告诉记者， 此番是该机构第二次

来到长三角文博会， 相比去年在文博会

首度亮相， 不仅展出面积扩容了200多

平方米， 报名参展的艺术家和国家也增

加了约70%———长三角文博会的平台效

应正日益凸显， 疫情挡不住全球艺术家

对中国市场的青睐。

将大自然的美丽超维度近距离带给

观众的巨幅 “德国牡丹 ” 、 根据歌曲

《稻草人》 创作的油画、 将世界名画

《宫娥》 中的小公主以三维方式 “走

出” 画面的立体装置、 打通艺术与天

文学、 植物学的玻璃艺术……记者在

展会现场留意到， 这些作品大多为颇

具国际当代艺术前沿性质的 “生面

孔”， 不仅看得人眼前一亮， 还让观

者感受到脑洞大开的创想力。 有别于

大多数以画廊为参展单位的艺博会，

这个展会多由GAA注册艺术家直接参

与。 它恰与申城其他国际级艺术展会

形成有机互补， 共同助推着上海迈向

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

一组色彩斑斓 、 充满童真的作

品 ， 予人别样的温暖 ， 竟是刺绣与油

画融合而成的 。 它们来自俄罗斯艺术

家安娜·图里纳。 “在自己的画中扎针

的感觉很奇怪 。 但是我喜欢这种不寻

常的经历 。 线迹就像柔软的小笔触 ，

它们使画面更加舒适 。 像毯子或您喜

欢的毛衣一样温暖。” 安娜将自己创作

时的所思所感写进了随展供人们翻阅

的一本小册子里 ， 甚至还将自己的微

信二维码附在了作品一旁 ， 表示想和

中国观众做朋友 。 因为疫情 ， 参与此

次展会的国际艺术家们无法亲临现场，

然而他们想要与中国观众交流碰撞的

愿望很是强烈。

展会尤其能够让人感受到艺术面向

未来的生机与张力， 不少作品都在突破

艺术的边界， 彰显出贯通艺术与科学的

创意。 例如， 德国画家拉莫纳·罗曼努

的大型布面油画 《牡丹》 已经不纯粹是

一朵花了。 这位艺术家同时拥有计算机

和医学的学位， 受到混沌理论、 递归数

学模式和感知的启发， 其笔下的现代风

格植物往往具有不同寻常的深邃与静

谧。 邵洁透露， 昨天文博会刚一开幕，

她就接待了一批专程从宁波赶来的藏

家。 “对于展会上的不少作品， 他们都

表露出了极大的兴趣。 其中有位女士特

别喜欢那朵 ‘德国牡丹’。”

此次以数字影像形式参展的英国雕

塑家阿拉斯泰尔， 被公认为全球碳纤维

雕塑的先驱 。 这位艺术家曾是F1的工

程师， 在相似性的基础上回收了来自大

奖赛车队F1汽车零件 ， 通过碳纤维材

料展现创意， 其作品没有现成品， 仅接

受艺术定制。

记者了解到， 鉴于长三角文博会的

平台和辐射效应， GAA正在考虑今后在

上海推出更多的小型专题艺术活动， 包

括艺术沙龙、 特色展览等， 更好地向受

众推介国际艺术家

和创新艺术品。

制图：冯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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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展台现场复刻了徐

家汇藏书楼的造型 ，

让参观者在展会现场

就能领略徐家汇藏书

楼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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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的“朋友圈”为何越来越大
多样化对接、精准化服务，搭建文化企业合作与交易的高端平台

■本报记者 宣晶

对昨天开幕的第三届长三角国际文

化产业博览会， 网友用 “好玩、 好买、

好吃、 好看” 来总结逛这届文博会的观

感； 用 “各国商家展品琳琅满目， 来不

及看” 来形容逛展体验。 这场在疫情严

格防控下举行的跨区域跨行业的文博会

将世界各地热气腾腾的生活日常需求与

文化创意产品 ， 以各种创新好玩的姿

态， 推到了展会现场， 让商家兴奋， 让

参观者喜悦。

你走进展厅， 可以品味从德国送来

的大型布面油画《牡丹》、也可以到“徐家

汇藏书楼”里逛逛，在古朴的江南古建筑

四方亭下小憩，跟三米高的《中国大运河

史诗图卷》打个照面，欣赏独具民族风情

的彝族“赛装节 ”走秀……5.4万平方米

的展区成了国内外文创产品的交流演练

场。 主办方多样化对接、精准化服务，让

这届文博会不仅“朋友圈”越来越大，而

且搭建起了中外文化企业合作与交易的

高端平台， 以此助力加速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

进博会溢出效应 ，长
三角文博会的“朋友圈”不
断扩容

一座红色巨型拱门，形成环抱之势，

两边颜色由红渐变成紫色， 寓意长三角

融合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

记者在入口处看到的场景。

事实上，长三角文博的“朋友圈”不

只局限在沪苏浙皖， 而是呈现不断扩容

的态势。展会刚开幕，云南文化产业展区

内， 彝族刺绣州级非遗传承人金永淑的

展台前就挤满了人。 这位“彝家公社”创

始人曾走南闯北，把彝绣送上伦敦、巴黎

的T台。 首次参加长三角文博会，她带来

了新品“阿妮卓”系列娃娃———她们身

披彝绣服饰、 佩戴精致银饰， 十分抢

眼。 “了解到都市里‘娃圈’很火爆，我

们就新设计了这批‘民族风’娃娃，果

然很受长三角客商的欢迎， 好几个款

式已经被抢购一空。 ”金永淑说，上海

是独具慧眼的“世界之窗”，“我们到文

博会不仅是来找客户， 更希望利用上

海的电商平台、大数据技术优势，把彝

绣生意做到全国、全球。 ”

除了云南， 上海对口帮扶的新疆

喀什地区、西藏日喀则、青海果洛、贵

州遵义、重庆万州区、湖北宜昌市夷陵

区也来了。 夷陵展馆的外观设计为三

峡大坝造型，内部展墙为三峡大坝、三

峡人家、三峡大瀑布、百里荒、三峡富

裕山等夷陵A级景区实图。 展区内，尝

夷陵蜜橘、品夷陵香茗、喝夷陵美酒、

吃夷陵小吃、 购夷陵特产的市民络绎

不绝。

“刚结束的进博会让全世界看到

了中国市场的澎湃活力， 海外艺术家

也对上海及长三角地区的信心越来越

足。 ”GAA中国办公室负责人邵洁说。

在本届长三角文博会海外菁华板块，

这一环球知名艺术机构组织了35个国

家和地区的90多位艺术家的300余件

作品参展。邵洁告诉记者，参展作品的

数量直到展会开幕仍在不断增加，一

位巴西艺术家通过网上报名挤进了末

班车。“全球艺术展和博览会纷纷遭遇

延期或取消的窘境， 长三角文博会仍

为艺术家保留着与观众、 收藏者交流

的通道， 大家都很珍惜这得来不易的

机会。 ”

值得一提的是， 展会突破了按地

域划分展区的常规， 只要走出自家展

台， 就能找到同行或产业链上下游的

企业。许多展商表示，“串门子”成了他

们在长三角文博会的日常， 开幕第一

天走了两万步。而在不断的交流中，整

个文化产业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大。

新业态 “阅兵场”，文
化产业显示出逆风起飞的
强劲活力

今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文化

产业带来重创， 也倒逼出了新机遇。 根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信息 ： 今年前三季

度， 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企业营业

收入同比下降0.6%， 但是 ， 以 “互联

网+文化” 为特点的文化产业新业态却

加速成长 ，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1.9%，

显示了逆风起飞的强劲活力。 本届长三

角文博会上 ， “文化+科技 ”、 “数字

文创”、 直播带货等悉数亮相， 将这里

变成了文化新业态的 “阅兵场”。

这之中 ， 腾讯公司用人脸融合 、

OCR （光学字符识别）、 智能媒体创作

等技术创造出高科技版 “琴棋书画 ”，

颇为吸引眼球。 在这里的 “余音绕梁”

展区， 观众只需要对着屏幕做出相应手

势动作， 就可以弹奏出一曲苏州评弹；

在 “星罗棋布” 展区， 可以和国家队AI

?练 “绝艺 ” 一起探索围棋世界 ； 在

“妙笔生花” 展区， 当你挥毫写下关于

生肖的成语， 便可以看到活灵活现的生

肖动物跃然屏上 ， 穿梭在徽派建筑之

间； 挪步 “诗情画意” 展区， 你只需现

场拍摄一张照片， 与模板进行融合， 就

能穿越回烟雨南宋， 变身杭州传说里的

传奇人物。 记者在现场看到， 新奇体验

不仅吸引了年轻人， 许多老年人也跃跃

欲试。 “高科技， 其实也不是那么遥不

可及。” 体验完后， 白发族们纷纷发出

如是感叹。

上海是全国开展互联网直播带货最

为活跃、 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 本届展

会把直播宣传带货作为促进交易的重要

举措， 由大会负责邀请主播、 提供设施

设备、 搭建直播间， 参展企业可免费申

请直播宣传带货服务， 形成人、 货、 场

有效对接。 记者看到， 展会现场举着自

拍杆 “自说自话”， 或者对着镜头侃侃

而谈的主播在各大展区穿行， 成为一道

独特风景。 即便无法亲临展会现场， 大

家也可以通过抖音等直播平台线上下

单。

而更创新突破的交易方式出现在海

外艺术品展区， 在疫情防控的形势下，

海外艺术家无法亲临现场， 展商便采用

“艺术品实物+图文影像+代理推介” 相

结合的方式展出， 由承办单位代理展览

和交易。

“码头” 越大， “源头” 越活， 百

川汇流， 终将成汪洋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