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以来，影视行业对数字
技术有大量的诉求和应用，新
的技术推动了新消费，也推动
了影视制作的新要求，需要电
影产业企业高速、高效地制作
出产品。在昨天的影视峰会现
场，影视后期制作公司迎来了
行业破局的新起点：云端数据
传输中心——华为（无锡）数字影
视创作中心落户。未来，通过这
个中心的5G技术和云端资源，能
够运用到影视前期拍摄以及后期
制作等环节。

“作为一个大型的后期特效
公司，数据传输一直都是我们企

业发展的瓶颈。”倍视副总裁谢
宁说，后期公司都有自己的数
据中心，业务量越大数据库也
就越大。对于后期制作公司而
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包袱”。

“如果能放到云端，方便存储租
用，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瓶颈。”
谢宁说。

而创作中心的落户，能很好
地解决这一困扰后期制作企业
的“痛点”问题。华为公司中国
区传媒业务部解决方案总监张
凯告诉记者，在无锡的这个 5G
中心，能够带来快速有效的接入
方式，满足影视行业数据的传

输、管理需求。运用 5G技术多
链接的特点优势，电影产业园区
对园内的企业、剧组进行更有效
的管理。通过云端，还能进行后
期创作和制作，对画质进行优
化，这些都将引起电影后期制作
环节翻天覆地的变化。诺华视
创董事长米春林说，作为华为
（无锡）数字影视创作中心的首
批用户，基于创作中心的技术，
公司在园区建成了一个特效虚
拟棚，主要是通过 5G技术来做
虚拟拍摄。

在现场的影视后期制作大
咖们看来，传统电影特效制作的
代加工模式，产业模式单一，利
润也很薄。但是随着5G技术的
发展，影视特效领域有了更多的
产业可能。天工异彩联合创始
人王璇说，云端技术的深度使
用，可以实现主机不在本地，数
据安全性和整体数据管理依然
高效，流程管理也会更加精准，
而且弹性空间会更大。“制作人
员不一定非要在公司来完成制
作，在全球任何有互联网接入的
地方都可以完成制作任务，甚至
可以雇佣一些海外的员工，他们
可以通过云端来完成制作，人才
的成本也会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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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新技术在电影产业渗透
越来越深入的当下，该如何培养
年轻的电影人？在电影工业化
进程中，无锡又有怎样的机会？

“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著名
编剧、制片人杨劲松说，对于电
影人才而言，“守正创新”是需要
恪守的关键词，创作创新则是影
视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当下，抖
音、快手等平台的崛起，给年轻
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5G技术必
然引领更多流媒体平台的发展，

“戏剧文学专业的学生有很多创
作短视频剧本的机会，可以进行

更多的尝试。”但面临更大的影
视剧项目时，还是需要积累和磨
练。比如《流浪地球》之所以吸
引人，不仅是技术带来的视觉震
撼，更源于剧本中表达的情感。

“电影行业需要能文能武的
复合型人才。‘能文’，指的是艺
术创作能力，能开脑洞。‘能武’，
则是指他们掌握新技术。”墨境
天合CEO徐建说，未来人们的
生活娱乐将会是一个类似电影
《头号玩家》所呈现的场景，在那
样的状态下，电影人要创作什
么？电影产业会向什么方向发

展？AR、VR带来的新技术新
手段已经全面到来，如果不了解
这些新技术，便无法创作出符合
时代特征的影视作品。“5G时
代，电影人不要惧怕技术，我们
需要去了解它，才能运用它。”凤
凰传奇影业董事长蒋浩说。

“在中国电影工业化的过程
中，需要影视团队的工业化，职
业化的人才各司其职，各展所
长。”在五元万象影业总裁姜伟
看来，要实现这个目标，职业化
培养不可或缺。在采访中，不少
影视产业大咖建议，不妨在无锡
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办一所“电
影职业培训学院”。针对电影工
业化流程的各个工作岗位做培
训，对接园区内的影视企业，进
行实用技能培养。“电影圈缺人
才，不仅缺创作人才，制片主任、
外联、统筹等岗位人才缺口也很
大。”著名导演周伟说，无锡的电
影产业园有这样的优势条件，完
全可以打造成电影人才的高地。

“一直以来，无锡给影视产
业很大力度的扶持，包括人才政
策。一旦影视职业学院建成，无
锡对影视企业的吸引力就会大
大提升，产业集聚效应会呈几何
倍数的增长。”姜伟说。

电影人期盼在锡建电影职业院校

““55GG是路是路，，电影人要以创作为核心走好这条路电影人要以创作为核心走好这条路””

后疫情时代，电影业希望何在？

建云端中心，破解数据传输难题
技术技术

□韩玲陈菁菁文 宗晓东摄

在昨天举行的第四届太湖影视峰
会上，国内首档“星素”实战经营类综
艺《我想开个店》正式启动第二季全
国海选。据悉，2020 年《我想开个
店》第二季将由国内一线制作团队打
造，继续通过明星和素人一起开店的
方式，升级经营思路，结合当前全民
助力经济复苏、直播带货的新经济模
式，引领综艺电商新体验。

当下综艺产品，开店经营类、创新
娱乐类已经屡见不鲜，然而真正将新
文娱新消费结合，为品牌与产品赋能，
创造更具变现能力的综艺产品还需要
不断突破。2019年12月，《我想开个
店》第一季在江苏卫视和优酷视频同
步上线，这档主打“安居乐业·幸福开
店”主题的节目，引发好评。节目在第
一季集结了郭京飞、吴昕、吴宣仪、黄
明昊、李响在内的五位明星嘉宾，还与
陈思成导演的《唐人街探案3》、徐峥
导演的《超时空同居》等优秀电影IP
达成合作，为节目中的品牌引流。短
短6个月的时间，《我想开个店》在全
国范围内海选了三百多个优秀品牌。
拍摄期间，线上阅读量累计超19亿。
全国各地的粉丝和游客打卡无锡清名
桥历史街区的拍摄现场，景区日均客
流量上升近4成。

打造新文娱新消费

《我想开个店》
第二季海选开启

5G时代和后疫情时代，影视发展

的未来在哪里？此次太湖影视峰会为业

内人士搭建了对话平台，希望参会嘉宾

深入交流、积极合作、共谋发展，携手应

对后疫情时代电影产业的升级和变革。

圆桌论坛上，著名导演郭帆、路阳、饶晓

志和猫眼娱乐总裁顾思斌，围绕5G技

术对电影的变革，以及行业如何从疫情

的低谷中走出来进行了探讨。

受疫情影响，影片撤档、影院停摆、剧组停工，虽然
打乱了行业的脚步，但电影人并没有停止手头的工作，
趁着这段时间，他们积蓄力量、沉淀思想，期待疫情过
后迎来行业的爆发。

猫眼作为平台型公司从疫情发生后到等待电影院
恢复开放的过程中，一直在做技术性工作，以保证电影
院可以顺利开工。顾思斌说，猫眼平台希望给行业注
入两种核心能力，就是宣发和营销能力，因此他们这段

时间一直在做内部宣发系统的升级和基础能力的建
设，以期为行业复苏提供有力的支持。

几位导演在疫情期间做得最多的就是案头工作，
以及准备下一个项目的剧本。郭帆的公司在国家电影
局的指导下，还与北京电影学院合作了一个有关电影
工业化的研究。饶晓志的上一部电影在今年1月份杀
青，所以疫情期间正处于后期制作阶段，同时在准备下
一个剧本。路阳导演的《刺杀小说家》定在明年春节档

上映，今年的工作就是要把大量的特效部分做完，而受
疫情影响，这部分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和挑战。“原
来计划是春节之后重新开工做特效，因为疫情，特效部
门的同事都是在家云处理”。他说，每次去公司能看到
所有电脑都开着，但一个人都没有，原来所有人都在家
里用云服务技术，控制公司电脑进行工作，但产能上会
有一些影响。“未来5G技术成熟后，我估计这个方式
会运用得更好。”

电影人疫情期间积蓄力量

对于5G时代给影视行业带来的新思路和新机
遇，几位嘉宾侃侃而谈。

顾思斌觉得5G时代的到来，首先在观影场景上，
用户能作为后院线期的很好补充，内容和形式更为多
样。“我觉得，未来从制作到院线发行，甚至院线端片子
的拷贝模式等，都会有一些新改变。”

郭帆发现，行业内的标准比较少，而且多数是在放

映端，在制作端的标准几乎是零，而好莱坞在制作环节
大概有800多个标准，每年还有近50个新标准。“剧本
应该是什么样的行距、间距？用什么样的文字去描绘
对白和场景？”他认为，当这些标准能够完善的时候才
能串联起整个流程，才具备实现电影工业化的可能。

疫情对全世界的电影行业都造成了重创，包括美
国很多传统电影人都产生了悲观情绪，“但这个时候我

们就更不能打退堂鼓，要抓住这个时间打好准备仗，给
观众奉上更好的电影”。路阳表示，国内电影人正在用
观众想象不到的速度追赶好莱坞的电影工业，比如制
作中的《刺杀小说家》，有一些数字角色、数字生物形象
制作出来以后，好莱坞同行看到还是挺惊讶的，甚至建
议在国际上发表一篇论文。“我们在不断缩小跟好莱坞
的差距，甚至在某些局部领域我们已经做到了领先。”

借助5G新技术加速工业化探索

数字时代，行业生态发生了很多变化，创作规律逐
渐被大数据取代，粉丝的需求成了大家创作的动力，运
作取代了创作。对于这些现象，在场电影人一致认为，
大数据时代不管技术怎么变，故事内核和创作本身是
最重要的。

郭帆始终觉得，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多样性和
创新性。多样性是原动力，因此在使用数据的时候，不
建议拿大数据去决定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如果缺失了
多样性，那么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有很多事情的意

义不在于当下有多少点击量，我们的眼光要往前看。”
同时他认为，借助5G新技术可以有更多创新，比如它
会打破或者拓展我们的视听语言，包括很多直播可以
产生剧情，而不仅仅是现场带货，“我们可以借助5G
平台把直播变成说故事的一种方式，这些都是可以探
索的”。

饶晓志坦言，创作的时候都是从自身出发想故事，
很少通过某一个数据得到线索去创作，“从讲故事的角
度来说，我觉得先打动自己可能更重要，大数据可以向

用户推送他们所感兴趣的内容，但事实上还是需要更
多的创新和冒险”。郭帆在做完剪辑后也会做很多调
研，也会看数据，但他认为关键的是要决定怎么使用数
据，而不是让数据决定电影人去做什么。“我们要学会
使用数据，而不让数据决定行动。”顾思斌指出，数据本
身是无害的，怎么解读才最关键，要让它成为电影人的
助力，而不是主角。

“5G是路，我们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让我们走好
这条路，以创作为核心，与电影同在。”郭帆最后说。

大数据应是“助力”而不是“主角”

人才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