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灣區電影轉乾坤 科創王牌可賦能
專家：粵港澳攜手打造全鏈條 灣區影業振興不二路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一衣帶水的粵港兩地，原來也

還不夠相愛。在香港電影對外合作方面，廣東排位第六。同樣在廣東對外合

作情況方面，香港排位第四。雙方都不在彼此的「C」位，那大灣區電影產

業的融合發展該往何處尋？18日，恰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實

施兩周年，灣區電影產業成為人文灣區建設的重要渠道已成共識。但在當下

「資源咖」北京一騎絕塵的行業背景下，大灣區電影產業要奮起直追離不開

粵港攜手，更需要在全產業鏈的發展中亮出大灣區科技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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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春節檔以78.22億元人民幣票房成績圓滿收官。作為史上最強
的春節檔，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也讓行業人
士備受鼓舞。中國電影家協會分黨組書記張
宏表示，近年來，中國電影市場欣欣向榮、
蓬勃發展，已成為全球銀幕數最多的國家。
而作為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廣東，不僅銀幕
數量全國第一，更是連續19年蟬聯全國電影
票房冠軍，是當之無愧的第一票倉。不過，
從電影票房大糧倉到產業重鎮，立足粵港澳
大灣區，廣東的電影產業發展要「牛」轉乾
坤，一定不能單打獨鬥。粵港澳攜手共拓電
影全產業鏈條或是大灣區影視產業發展突圍
的不二路徑。

發展存明顯三個不匹配
廣東省電影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肖小青指
出，廣東是中國電影生產的重鎮，香港電影
是華語電影的先驅，具備國際經驗、全產業
鏈條及人才優勢，而澳門電影產業近年也發
展快速。立足大灣區產業鏈優勢，接下來三
地在人才集聚和業務創新方面共同推動中華
文化、嶺南文化走出去將大有可為。
看得見自身的優勢，也要明確自身的短板。

「大灣區電影產業發展還存在明顯的三個不匹
配。」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饒曙光稱，粵港
澳大灣區電影與過去南方電影的輝煌相比不相
匹配；第二，大灣區的經濟實力、經濟指標乃
至經濟地位，與大灣區的文化實力、電影實力
以及地位不相匹配；第三，電影的市場票房指
標與創作、與作品不相匹配。同樣，在廣東財
經大學灣區影視產業學院院長賈毅看來，當下
大灣區電影合作存在「3優勢3不足」。其中，
廣東和香港影視企業數量較多，但兩地影視企
業合作的程度有待提高，灣區內各城市互動不
夠。此外，粵港兩地缺少頭部企業來吸引人才
和資金匯流。

人才培育方面還有發展空間
貓眼電影有數據顯示，從2016年至2019

年，香港影視企業與內地主要省份合作來
看，廣東成為繼北京、上海、浙江、天津、
新疆之後的第六位；同樣，廣東與其他省份
合作情況方面，香港成為繼北京、天津、上
海之後的第四位。雙方都不是彼此合作的
「前三強」選手。相較於資源集中且專業電
影學院扎堆的北京和上海，大灣區城市群在
人才培育方面和產業鏈條打造方面還大有發
展空間。
廣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朱小燚透露，廣州

正在積極培育新生力量，發揮頭雁效應。比
如，加快博納影業粵港澳大灣區總部、大灣
區華誼兄弟文旅中心、英皇娛樂南方總部等
項目建設，形成利於生產創作政策，吸引優
質電影資源和高精尖電影項目集聚，為大灣
區電影發展培育優質產業土壤。

應善用技術為故事服務
「中國電影行業不缺劇本和好故事，大

灣區電影產業也不缺科技王牌來賦能。」
廣東南方電影工程技術研究院院長劉曉春
表示，在中國當下整個電影製作中，行業
內外更多關注在內容創作方面，對於技術
運用的關注較少。劉曉春稱，電影應該善
於運用技術手段為故事服務。尤其大灣區
電影新工業體系基礎產業豐富，這是接下
來大灣區電影全產業鏈突圍發展的最強路
徑。廣州黃埔文化集團總經理王章軍表示
贊同。在他看來，成熟的行業要具備獨特
的競爭優勢，需要有科技支撐，電影行業
也不例外。黃埔文化集團成立至今一直在
影視科技方面不斷探索、突破和創新。據
悉，廣州黃埔區當下正重點打造粵港澳大
灣區電影後期製作中心，出台了一系列針
對產業人才團隊、數字技術企業、數字經
濟公共技術服務平台等的扶持政策，並建
設4K內容創新製作基地、影視後期特效工
業化製作基地等，設立文化產業基金和
「5G+數字創意」基金，支持影視產業及
數字技術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廣州報
道）作為華南地區第一所專業電影學
院，暨南大學珠江電影學院自2018年
成立至今，已經初具雛形。暨南大學藝
術學院、電影學院副院長葉志海表示，
目前，立足粵港澳大灣區，廣州電影人
才培養教育產業鏈開始形成，規模不斷
壯大。
大灣區要留得住人才，也需要動員

社會各界力量共同成為教育的主體。
環視中國電影行業發展，電影製作技
術上跟世界一流市場還存在距離。也
正是在這一系列背景下，由暨南大
學、中國電影家協會、廣州市政府新
聞辦公室、珠江電影集團有限公司、
博納影業股份有限公司五方共建的珠

江電影學院應運而生，主要聚焦大灣
區電影人才的培養與輸出。香港文匯
報記者獲悉，該學院成立以來，目前
除了表演班未開設以外，在編劇、導
演、後期製作等專業設置方面都開始
進行「小而精」的招生培育模式。葉
志海強調，依託暨南大學百年僑校的
特色，珠江電影學院未來也希望在港
澳台學生的招生和培育方面努力，為
大灣區培育更多具有國際化視野的青
年後備力量。同時，他也期望，接下
來學院在培育產生、持續穩定供應和
批量生產優質內容方面，為大灣區電
影產業全鏈條培育本土特色人才。
隨着政策扶持、市場向好，越來越多

的影視後備力量可以回流大灣區為電影

產業的振興發展加碼。廣東珠影影視製
作公司總經理劉佳笳表示，作為國有電
影企業的龍頭企業，珠影在人才培養方
面責無旁貸，未來將通過一系列舉措，
建立全新的廣東電影人「突擊隊」。高
校培育人才之外，影視產業創意園也在
為人才落地發展提供支撐。香港文匯報
記者獲悉，廣州目前擁有包括珠影文化
創意產業園、銀都電影數字攝製基地、
1978電影小鎮、廣州市黃埔區優創合影
4K內容創新製作基地、小洲影視文化
產業園、紫泥堂影視旅遊文化產業基
地、先力公司攝影基地等一批涵蓋電影
拍攝、後期製作、電影發行等產業鏈條
的電影產業基地和園區，推動廣州從票
房重鎮轉變為產業重鎮。

暨大珠江電影學院為灣區培育後備軍

●大灣區電影業界人士認為，影視產業全鏈條發展離不開科技賦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春 節 假 期
前 ， George
就計劃好和爸
爸一起從深圳
到廣州融創雪

世界進行滑雪訓練了。剛剛滿10
歲的他，自小在深圳出生長大，
對冰雪世界充滿了好奇。2018年
在日本首次接觸滑雪後，便深深
地愛上了這項運動。

「George 正式訓練是從 2019
年6月廣州融創雪世界開業開始。以前他
也想滑，但深圳附近沒有這樣專業的賽
道。」爸爸王愷平時會每周帶George來
一天雪世界，「這裏基本都是珠三角的遊
客來玩，之前香港家庭也很多。很多孩子
和 George 一樣，從體驗感受變成了愛
好，開始逐漸往專業訓練方面發展。」

今年春節，為避免疫情風險，大灣區人
口內部流動，周邊及本土的「微旅遊」受
到熱捧，大灣區部分主題公園恢復到了疫
情前即2019年的客流量水平。其中，集
趣味性與運動性於一體的雪上運動，成為
這個冬天大灣區最火爆的周邊遊熱門選
項。深穗各大冰雪世界，在春節黃金周均
迎來了高峰客流。

以廣州融創雪世界為例，寒假期間遊客數
量持續增長，排隊進場、排隊滑雪的遊客絡
繹不絕。深圳壹方城商場則舉辦了戶外冰雪
節，打造800平米真雪場景，成為春節期間
每日爆滿的打卡地。深圳世界之窗景區裏，
進園參觀遊玩的遊客總會在炎熱的天氣中，
進到冰雪世界吸一口涼氣，乘坐「雪橇」從
雪道上奔馳而下……冰雪類項目正在成為大
灣區家庭節假日的必玩選項。

這幾年，王愷和George也感受到身邊喜
歡雪上運動的孩子和家庭越來越多了。北京
冬奧會逐漸臨近，民眾對於冰雪運動的了解
和興趣逐漸上升，滑雪在中國逐漸成為一種
既有時尚符號，又有運動偶像帶動，同時可
操作性極強的運動。王愷看到這段時間僅深
圳的真冰場就新開了不少，每次人都爆滿。

世界最大室內雪世界將落戶寶安
此外，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融創與深

圳寶安區簽訂了合作協議，未來世界最大室
內雪世界將落戶寶安沙井，粵港澳大灣區的

「冷運動」場所將越來越多，越來越大。「深
圳附近的冰雪世界越來越多了！這樣我以後
再也不用往返開車5個小時送孩子去練習了！」
王愷和兒子都很期待深圳的專業滑雪道建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永愛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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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期間，廣州融創雪世界迎來珠三角大批遊客。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牛年首個工作日，恰逢《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
綱要》）正式公布兩周年。兩年來，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不斷推進，深港合作也
在不斷深化。深圳市委推進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姜力
琨接受媒體訪問時透露，年後即將召開
的深港合作會議上將簽署一系列合作
項目，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推動
的深港兩地聯合政策包也將正式簽約和
發布。深圳方面將深港之間重點合作的
項目和內容形成了24個工作專班，每一
個都由一個市領導負責，集中推動。

實質推進和落地項目達138個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河套深港
科技創新合作區是粵港澳大灣區內重要的
深港合作平台，兩年來均實現了快速的發

展。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近兩年
來，國際量子研究院、金磚國家未來網絡
研究院中國分院等機構紛紛落戶，實質推
進和落地項目達到138個。
福田區委副書記、區長黃偉在接受深

圳媒體訪問時表示，圍繞合作區的建
設，福田已經形成了一個「1+2+3」的
總體考慮。其中1個目標，是把河套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的
開放協同創新區。2大片區，包括福田
保稅區和皇崗口岸的貨檢場，是東西兩
翼的兩大戰場，將會協同建設推進。3
則是三個方面的創新，包括規劃的創
新，政策制度的創新以及科研的創新，
通過這三個方面的創新，來實現河套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新使命。

前海已匯聚1.17萬港資企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在今年福田

區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多個涉及合作
區的項目，包括支持國家藥監局藥審和
器審大灣區分中心等重大平台建設運
營；打造香港高校優勢學科實驗室、國
際一流研發中心和國家重大科研平台集
群；強化高質量科研空間保障，加快皇
崗口岸重建，新改造升級15萬平方米科
研空間，建設「灣區芯谷」、生物醫藥
基地二期等科研新基地等。
在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過去

2年，便利港澳投資者開辦企業的「深
港通註冊易」「深澳通註冊易」，從前
海試點向全市推廣；在金融創新和金融
科技等領域試點「沙盒監管」機制，首
批創新應用去年正式公布。目前前海已
經匯聚1.17萬家港資企業，實際利用港
資超過203億美金，成為港資企業最密
集、創新創業最成功、經濟效益最好的
標誌區域之一。

深港將簽署系列合作項目
發布河套地區聯合政策包

粵澳口岸春節假期出入境超130萬人次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
道）粵澳口岸在春節期間保持常態化通
關，旅客持「健康碼」、通行證簽註及
7天內核酸檢測陰性報告即可出入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18日從橫琴口岸獲悉，
今年春節期間每天經橫琴口岸進出境旅
客穩定在9,000人次左右。而據澳門方
面統計數據，2月10日至16日經口岸出
入境總數約136萬人次。香港文匯報記
者了解到，雖然今年春節內地居民出境
遊較往年減少，但澳門依舊成為大灣區

居民的旅遊目的地，而不少澳門居民亦
趁春節北上遊玩。
「今個春節我和朋友到了澳門遊玩，

酒店及購物都較優惠。相比赴香港仍需
集中隔離，赴澳僅需7天內核酸檢測陰
性報告，而通過粵康碼『通關憑證』切
換澳康碼即可通關。」廣州市民陸先生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春節期間澳門各
大商圈都推出購物優惠，如T廣場新濠
天地店最高100%返現抽獎；而跨境移
動支付等亦在澳門普及，為澳門之旅增

添便利。
不少澳門居民也北上遊玩。與澳門

毗鄰的橫琴推出「琴澳一家親」新春
嘉年華，設琴澳風情街、芒洲花海
展、粵式賀新春、濕地科普區、琴澳
風光廊五大主題區，每天都吸引超1萬
人入園遊玩。而珠海首個行浸式光影
互動體驗項目「奇幻功夫夜」在港資
樂園橫琴創新方登場，促使灣區日夜
潮玩旅遊再升級，亦成為珠澳居民周
邊游的熱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