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影视基地：期待更多“大片”上演
《高标准建设青岛影视基地三年行动计划》发布，力争到2026年成功创建国家电影

产业创新示范基地；新增影视企业超400家，带动影视及相关产业规模超100亿元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 凯 衣 涛

实施数字赋能工程

探索云计算、大数据、5G、
VR、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在电
影全产业链信息化建设、云化和
智能化升级中的整体解决方案，
打造我国影视数字制作新技术应
用的实验场、“首发地”

实施精品创作工程

鼓励“新区出品”，力争到2026年，推出
“新区出品”优秀影视作品20部；支持“新
区摄制”，力争到2026年，新区年均拍摄
制作影视作品数量突破65个

实施产业集聚工程

瞄准“链主”企业、产业链中高端企业、
要着力发展的后期制作产业精准招商，打
造影视招商平台和影视服务商集成平台，
力争到2026年，引入影视企业1300家

实施人才汇聚工程

加大领军和关键人才引进，吸引一批
名导演、名编剧、名演员、名制片人到青岛影
视基地创作生产、投资兴业；强化人才培育，
做大做强青岛电影学院，加快驻区高校影视
类学科建设，到2026年，力争影视及相关学
科在校生达7000人，毕业生超4000人

实施品牌塑造工程

高水平举办重大影视活动，搭建全国性交流
合作平台，打造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影视品牌活
动；大力开展文化交流，引入大片首映礼、见面
会、路演等活动，打造“首映之城”

实施环境优化工程

构建覆盖影视企业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政策
体系；开设影视项目审批区省直达绿色通道，发
布实施《青岛影视基地服务管理办法》，探索开展
影视版权保护、创投交易、人才交流等服务

拥有中国现存最早的商业电影放映场所，诞生了中国电影艺术
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力作……青岛与电影的百年渊源，在中国电影
史上留下闪光足迹。

2017年10月，青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电影之都”称号，
成为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13个“电影之都”之一，也是中国首
个“电影之都”。2018年4月，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开启运营。

近日，在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迎来运营六周年的时刻，青岛影
视基地正式揭牌。六年来，一部部国产大片在这里诞生，一部部剧
集在这里创新突破。

光影交错，青岛与电影的关系更紧密。
日前，《高标准建设青岛影视基地三年行动计划（2024年-2026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发布。青岛将持续擦亮青岛“电影之
都”国际名片，推动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青岛乃至山东影视产业
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影视强国贡献力量。

众多影视人的“第二故乡”

青岛影视基地是山东“1+N”影视基地核心区。近年来，
青岛影视基地高标准建设，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已集聚总
投资近3000亿元的影视及产业项目，引进各类影视企业超千
家，基本形成涵盖影视策划、投资、制作、发行、放映、衍生品
开发等影视全产业链的影视产业集群；接待服务剧组超 300
个，影视作品立项备案数达380余个。

从 2019年春节档的《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到去年
接连上映的《流浪地球 2》《封神第一部》《莫斯科行动》《涉过
愤怒的海》，东方影都助力“中国科幻”和“神话史诗”两座里
程碑的崛起，也涌现出像《万里归途》《热辣滚烫》这样的现实
题材佳作。截至目前，园区服务的电影项目达60多个，累计
为中国电影贡献票房超310亿元。与此同时，遍布青岛的影
视取景地也成为城市的宣传名片，提升了城市知名度、美誉
度，为青岛文旅带来更多“流量”。

“科技影都”建设方面，青岛影视基地建成国内首个影视
虚拟化制作平台，打通了从剧本预演、拍摄到后期的全链条
电影工业化生产流程；与上海科技大学 Mars实验室合作，引
进国内首套自主研发的微米级别超高精度面部扫描系统“穹
顶光场”，提升了人脸数字建模的精度和效率；与阿里大文娱
合作，共建帧享数字影棚，推进新一代 LED 虚拟拍摄技术在
影视剧及电影中的应用。

为更好服务影视企业和剧组，西海岸新区设立影视产业
发展中心，搭建了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平台包括线下一站
式服务大厅和线上服务平台两大模块，为企业和剧组提供政
策咨询兑现、项目备案审批协办、拍摄场景协调、企业注册代
办等32项全方位、全天候、公益化的配套服务，形成公共服务
标准化、政策兑现零跑腿、业务办理零等候的“一标双零”影
视服务品牌。

连续两届金鸡奖最佳美术奖获得者李淼在园区参与8部
电影制作，去年他的工作室画时空传媒也入驻园区；资深影
视制作人黄宝荣从《长城》开始常年在青岛工作生活，他的宝
荣宝衣和满天星道具库都已入驻园区，他常说“来青岛是回
家，去北京是出差”。如今，这里已成为许多影视人的“第二
故乡”。

六年进取创新，青岛影视基地参与并见证了青岛作为
“电影之都”的高光时刻。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青岛国际影
视博览会、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颁奖典礼、中国网络视听
精品创作峰会等重大影视节会活动，相继在东方影都举办。

青岛影视基地揭牌后，将持续招引头部项目、企业落地，
深化“科技影都”建设，招揽集聚更多专业人才，培育搭建虚
拟拍摄专业团队，建立高科技影视技术服务体系，力争成为
首批国家电影产业创新示范基地，打造中国乃至全球的影视
技术高地。

打造影视文化旅游新高地

力争到 2026 年，成功创建国家电影产业创新示范基地；新增
影视企业超过 400家，带动影视及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00亿元；挂
牌山东省电影创研中心，“新区出品”影视作品超过 20部，摄制作
品超过200部；加快打造世界级影视文化旅游新高地……《行动计
划》描绘了建设世界一流影视工业化制作基地的新蓝图。

如何将这一目标落到实处？《行动计划》提出将着力实施六大
工程。

实施数字赋能工程，提升基地引领力。推动数字影都建设，进
一步提升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高科技拍摄硬件设施，探索云计算、
大数据、5G、VR、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在电影全产业链信息化
建设、云化和智能化升级中的整体解决方案，建成国内领先的XR
虚拟摄影棚，打造我国影视数字制作新技术应用的实验场、“首发
地”；发展科创孵化基地，推动中国广电·青岛5G高新视频实验园
区等一批影视创新孵化载体空间全面投入运营，集聚数字应用、高
新视频等行业头部企业和科研实验室落户基地，清华艺术与科学
创新研究院等一批孵化实训基地建成投入使用，形成教育、科技与
产业深度互动的格局生态。

实施精品创作工程，激发基地创新力。鼓励“新区出品”，探索建
立影视作品分级管理制度，引导创作富有显著时代特色、地方特色的
影视精品，力争到2026年，推出“新区出品”优秀影视作品20部；支持

“新区摄制”，推动建立健全青岛影视取景拍摄公共资源共享机制，力
争到2026年，新区年均拍摄制作影视作品数量突破65个；发展多屏
多元，支持鼓励电视综艺节目、网络视听节目、广播剧、有声书、动画
片、纪录片、公益类节目等创作生产，支持短视频、微短剧、广告、MV
等原创创作，推出更多模式出新、故事出彩、内容出圈的好作品。

实施产业集聚工程，夯实基地硬实力。开展精准招商，瞄准
“链主”企业、产业链中高端企业、要着力发展的后期制作产业精准
招商，打造影视招商平台和影视服务商集成平台，力争到2026年，
引入影视企业1300家；提升配套能级，藏马山外景地全面运营，影
视取景资源库得到拓展，影视制作综合配套服务能级全面提升；升
级影视文旅，加快打造世界级影视文化旅游新高地。

实施人才汇聚工程，增强基地竞争力。加大领军和关键人才
引进，启动青岛籍影人“回家”工程，吸引一批名导演、名编剧、名演
员、名制片人到青岛影视基地创作生产、投资兴业；强化人才培育，
做大做强青岛电影学院，加快驻区高校影视类学科建设，到 2026
年，力争影视及相关学科在校生达7000人，毕业生超4000人；加强
组织引导，发挥影视产业链党建联盟引领作用，成立影视产业协
会，培树“影视新艺荟”自由职业者联盟标杆等。

实施品牌塑造工程，扩大基地影响力。高水平举办重大影视
活动，搭建全国性交流合作平台，打造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影视品牌
活动，推动全行业深化“艺术+技术”的融合创新；大力开展文化交
流，引入大片首映礼、见面会、路演等活动，打造“首映之城”；扩大
对外宣传，打造有辨识度、专业性强的国际化标识。

实施环境优化工程，筑牢基地向心力。构建覆盖影视企业
项目从注册运营、投资建设、立项备案、拍摄制作到发行交易、衍
生开发全生命周期的政策体系；优化服务平台，开设影视项目审
批区省直达绿色通道，发布实施《青岛影视基地服务管理办法》，
探索开展影视版权保护、创投交易、人才交流等服务；促进金融
创新，推动金融机构根据影视企业发展特点提供个性化金融服
务，支持影视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获得直接融资。

精准扶持产业链关键环节

为顺利推动《行动计划》实施，相关部门还制定出台了新
一轮《青岛影视基地高质量发展有关政策》。“本轮政策由原来
的每年组织一次政策申报，调整为每年一、三季度分两次组织
申报，缩短项目申报周期，并加大了对重点影视作品的前置扶
持，也将对招商平台、微短剧基地和优秀微短剧给予奖励、扶
持，还创新性地提出了对影视产业英才和新力量的扶持等。”
青岛西海岸新区影视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赵芳介绍，其中，将对
新设立和规上影视企业分别补贴最高100万元、500万元；对重
点园区、招商平台和创研机构，给予最高 200 万元、500 万元、
200万元奖励扶持。

新一轮政策还加大了对“第一出品方”的扶持力度。根据
政策，入驻青岛影视基地的企业中，院线电影第一出品方可获
得最高扶持 3480 万元；电视剧第一出品方可获得最高扶持
3030万元；网络剧第一出品方可获得最高扶持1874万元；网络
电影第一出品方可获得最高扶持1824万元；短剧第一出品方
可获得最高扶持1274万元；重点微短剧第一出品方可获得最
高扶持650万元；其他微短剧第一出品方可获得最高扶持150
万元。

从相关政策中，可以看出影视行业发展的趋势和需求。
2023年以来，“单集时长从几十秒到15分钟左右、有着相

对明确的主题和主线、较为连续和完整的故事情节”的微短剧
火热“出圈”。《2023—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研究报告》显示，
2023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攀升至373.9亿元，较前一年增
长267.65%，预计到2027年将突破千亿大关。

敏锐抓住“微短剧”风口，西海岸新区新近发布的《关于支
持青岛影视基地高标准建设的若干政策》及其实施细则明确
提出，对微短剧基地建设运营扶持每年最高150万元，对优秀
微短剧（小程序剧）单部奖励最高100万元。场景搭建方面，占
地面积32平方公里的北方微短剧基地于近日启动运营，将助
力构建微短剧全产业链生态，进一步完善“影视+”产业链。

深挖影视作品 IP价值和消费潜力，多条政策均提到衍生
品市场开发奖励。其中，市级层面，对青岛影视元素进行IP授
权而开发生产相关产品的青岛企业，衍生品业务收入达到100
万元以上的，按衍生品业务收入的5%，给予最高100万元的奖
励；西海岸新区同样提出，对影视衍生品按年销售收入补贴最
高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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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电影学院学生在东方影都参加虚拟影像实习实训。

■东方影都
影视产业园全景。

■电影《流浪地球2》拍摄现场。 ■电影《刺杀小说家》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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