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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特效影院行业趋势

聚力科学文化教育发展

作为科技单元的重要活动，科普特效

影院行业高质量发展沙龙以“光影科技新

动力：行业未来趋势与挑战”和“科学文化

教育新思路：科普场馆特效影院教育功能

与社会责任”为主题，邀请电影、教育、科技

等领域专家学者，就特效影院行业发展趋

势、科幻电影制作与电影特效技术、科普场

馆特效影片创作和教育活动开发等展开深

入研讨。

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央宣传

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党委书记、所长张

伟提出，一是以高新技术格式电影为抓手，

融合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和新兴摄制放映技

术，推进自主行业定制 AI 大模型、专用模

型和智能工具建设，有效提升国产特效电

影质量，丰富高新技术格式影片片源；二是

深化以LED电影放映系统和电影沉浸式视

听系统为代表的新兴科普特效电影放映系

统研究应用，细化优化关键核心技术和整

体解决方案，加快设备国产化，更好地支撑

国产科普电影内容的制作；三是融合应用

新技术，探索全新多元“电影+”模式，推动

专业影院、VR/AR/MR 等沉浸式影院、特种

影院等统筹发展，构建完善多元化现代化

电影播映体系。

北京电影学院科研信息化处处长、“未

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副主任刘军分析

了人工智能在电影制作中的应用和影响，

提出要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加强富于

东方美学和哲学观念的数字资产建设和应

用。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

长、研究员孙承健建议中国科技馆联合国

内科学与艺术界有志于从事科学电影创作

的科技工作者、电影创作者，建立起一整套

符合中国国情的创作与发行机制，从而有

效推动中国科学电影的创作和发展。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档案文博院执行院长、研究

馆员方黑虎强调，科学家精神微电影的创

作要基于历史真实，深刻理解科学家精神

的内涵，通过戏剧化手法增强观众吸引力，

同时融入丰富的校园文化元素，展示科学

家的高贵品质和感人故事。北京市海淀区

智识前沿科技促进中心制片人李宁认为，

真正的科学创作与艺术创作相似，并不全

然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理性思维的过程，涉

及直觉、猜测、意识和心灵体验，而这些对

科学突破至关重要。

北京天工异彩影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周辉认为，电影特效技术能够将复杂

的科学知识转化为直观的视觉体验，实现

电影的科普价值，不仅提升了电影的艺术

表现，还在文化传播、知识普及和提升公众

科学素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北京天文

馆研究员、沉浸式科学内容导演宋宇莹强

调，天文科普内容的创作涉及虚拟星空、科

学场景再现、科学过程和科学故事的讲述，

不仅需要科学准确性，还要有故事性和沉

浸感，以吸引观众并促进全民科学素养的

提升。中国科技馆科普影视中心副主任、

副研究员江芸分享了中国科技馆科普影视

中心在创作科普特效电影上的经验，上海

航天探维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制片戴骏

冬介绍了其自主研发的航天材质数字编织

技术、虚幻引擎如何提升特效电影的制作

效率并保证真实感。

科技激发银幕探索

光影照亮科学之梦

在展映活动上，来自14个国家的33部

优秀影片，通过电影艺术的阐释、特效技术

的呈现、科普活动的展示，实现科学教育与

科学文化的有效融合，在丰富公众的文化

生活同时，进一步提升了公众的科学素养，

传递了科学探索的无限魅力和深远意义。

此外，还有 14 部影片面向观众公益展映，

47部影片包含科幻电影、科普电影和科学

家精神电影，总计展映465场，观影人次9.7
万人。在中国科学技术馆球幕影院、巨幕

影院和4D影院沉浸式环境中，观众们充分

参与体验，激活想象空间，真实触碰科学世

界，启迪科学思想，享受视觉与思想的

盛宴。

为充分发挥科普场馆特效影院科学文

化传播阵地作用，推动科幻、科普和科学家

精神电影的广泛传播和片源供给，由中国

科学技术馆联合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

会、全国科幻科普电影放映联盟共同主办，

科普场馆特效影院专业委员会单位会员、

全国科幻科普电影放映联盟成员单位参与

承办的“光影科学梦”全国科幻科普科学家

精神电影巡映活动于 4月 25日正式开启，

包括6部科幻电影、13部科普电影、41部科

学家精神电影等精彩作品将持续巡映至12
月31日。该活动自2019年起，已连续举办

5年，累计展映电影 1.18万余场，服务公众

74.9万人次。

在活动过程中，由中国科学技术馆自

主创作的4K 分辨率球幕特效影片《群星闪

耀的夜空》、巨幕影片《火星使命》于中国科

学技术馆首次亮相。4月14日上午，《群星

闪耀的夜空》在中国科学技术馆球幕影院

举行首映式，吸引 400 多名中小学师生及

亲子家庭到场参与，辽宁省科技馆、内蒙古

科技馆、广东科学中心等 12家省级科普场

馆分会场以及中国数字科技馆、中国科技

馆微博等多家平台同步直播。中国科技馆

副馆长任海宏致辞。首映式沙龙环节邀请

北京天文馆副馆长齐锐、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研究员苟利军、北京空间飞行器总

体设计部研究员贾阳等专家学者，以及影

片导演赵然子，与观众面对面分享影片背

后的科学故事和创作心得。影片已被2024
年捷克布尔诺球幕电影节和中加国际电影

节确定录用为展映影片，是中国科技馆影

院管理部团队自制影片迈出国门，向世界

传播中国声音的一次有益探索。

4 月 20 日，首部以航天员为题材的特

效科普巨幕实拍电影《火星使命》的首映式

上，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与影片科学

顾问、前寒武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

士翟明国先后致辞。映后，影片主演仝飞

舟、赵传文、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工作

委员会会长郑虎、中国科技馆科普影视中

心副主任江芸与观众进行了现场交流。

技术创新推动交流

佳作精选共襄盛会

以“新技术 新影片”为主题的展示交

流宣讲会在中国科学技术馆 4D 影院举

办。汇聚了 30 家设备方及影片方对电影

作品、电影技术及设备等进行集中展示和

推介交流，宣讲会介绍了参展影片情况，推

介最新影片优秀成果，交流展示特效电影

新设备新技术新应用。

新技术方面，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带来了通过 DCI 认证、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 P0.9 点间距 4K Micro LED 电影屏，全

倒装晶片及封装技术，拥有更高稳定性、更

高可靠性及更优秀的显示效果，更能满足

影院实际使用；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重点展示了国内外经典影视拍摄案例

和内容制作实力，提出了硬件+软件+内容+
交互的一体化解决方案；上海湛坤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展示了具有技术领先性的四自

由度+无极实时震动 4D 动感座椅，产品有

敏捷响应、精准定位、柔顺动作、多重体感

等优点；上海音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首创

实时智能音震技术产品，并首次亮相于

2024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科技单元，智能音

震沙发实现全频段有画面特征的音震体

验；上海禾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凭借优秀

的球幕特效影片、天象互动软件、移动式球

幕产品等展示了其球幕生态内容的构建与

运营能力，提供了一整套球幕场景解决

方案。

新影片方面，SK 影业公司推出亚洲首

映巨幕 3D 影片《蓝鲸：庞然大物归来》，影

片带观众与探险队一起探索未知水域，寻

找失落已久的蓝鲸种群；东方国际集团上

海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携英国BBC公司展

示《北极：我们的冰冻星球》精湛的画面和

丰富的科普内容；海南太和传奇影视的球

幕影片《奇妙的化学之旅》，引领观众深入

探索充满奥秘的分子世界，体验一场关于

生命奥秘与科学探索的非凡之旅；中国科

学院物理研究所带来科普轻喜剧《闹起来，

费先生》，通过塑造生动有趣的物理教师形

象，打破观众对物理课固有认知；中国农业

电影电视中心的 8 部科教类电影，讲述了

我国农业发展中的真实故事和实践经验，

从治理沙漠到环境保护，从农产品科技到

农业发展，展现了我国运用科学技术在解

决农业问题中的不懈探索精神。

此外为更好地促进科普特效电影行业

不断出精品、成佳作，本届电影节科技单元

“佳作评选”组织北京天文馆、黑龙江省科

技馆、内蒙古科技馆、吉林省科技馆、广东

科学中心、辽宁省科技馆、江西省科技馆、

宁夏科技馆、山东省科技馆、广西科技馆、

河南省科技馆、湖北省科技馆、湖南省科技

馆等 13 家地方科普场馆展映单位对参评

影片进行入围初选，中国科技馆邀请电影

与科普行业专家学者组成终审专家评审

团，最终评选出“最佳科学传播影片”“最佳

特效设计影片”“最佳国产影片”和“最佳科

学家精神影片”；同时由普通观众、资深影

迷、电影爱好者和高校大学生志愿者等组

成大众评委，最终评选出“最佳观众推荐球

幕影片、巨幕和4D影片”。

（中国科学技术馆供稿）

本报讯 5月 16日，第 31届大学生电影节

“新质动力·影像未来”主题论坛在北京师范

大学珠海校区举办。主题论坛由北京师范大

学主办，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1届大学生电影

节组委会、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承

办。来自影视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产业管

理者，聚焦于影视行业在技术变革下的新特

点、新趋势，探索新质生产力与影视产业结合

的未来前景。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党委副书记孔毅

在致辞中表示，希望通过此次论坛促进思想

的碰撞和智慧的交融，共同探讨影视产业各

个环节如何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形成全新生

产方式，催生出文化新质生产力。

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闵云童

肯定了大学生电影节为珠海市、大湾区文化

建设贡献的力量，期待本次主题论坛为“新质

动力助推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点亮影视未来”

提供丰富的学术建议。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

授，第 31届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执行副主任

委员肖向荣希望论坛秉持彰显中国精神、中

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美学的宗旨，立足数

字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特征，探索新质生产

力下影视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今年大学生电影节开展了“全国大学生

观众观影大型调研”，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

媒学院副院长、第31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荣

誉推选团”主席陈刚代表组委会在主题论坛

上发布调研报告。

“新质动力·影像未来”主题论坛上午场，

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

授陈刚主持，专家从多个角度对新质生产力

下影视行业的发展前景进行探讨，中国电视

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

媒学院教授胡智锋作学术点评。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首

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院长于丹

认为，虽然我们即将走入智能化时代，但是影

视创作中中国文化的基本逻辑是不变的，内

在的“对齐”变成了比智能化更难的问题。乡

土中国的差序格局一直是中国人重要的文化

心理，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是中国人恒久的

世界观，中国的解构性思维与诗意表达贯穿

中国人的创作始终。新质生产力需要同这种

基本逻辑达到一种内嵌意图默契的平衡

发展。

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央宣传部

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总工程师刘达表示，新

时代创新型影视人才培养要立足国家战略、

时代特征、行业需求和技术趋势，将现代智能

科技有机融入影视教学、科研和业务培训中，

积极推进高质量人机融合和高效人机协同。

上海戏剧学院副校长聂伟针对“生成式

人工智能与电影的新视景”展开探讨。他认

为，技术越是加速奔跑求新求异，美学越是不

断回溯传统寻找初心。 电影的新质动力，就

是在这个视景张力场获得了拓展空间。

北师港浸大文化与创意学院院长庄以仁

描述了电影科技从二维到三维，再到 360 全

景、元宇宙的发展变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赵卫防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新质生产

力驱动下的影视人才创新培养”。他认为全

行业首先要建立关于AI的关键性认知，以欢

迎的姿态迎接人工智能，想清楚人工智能的

适用场景与方法。其次要从传统电影思维转

到智能化思维，其关键是计算思维。应利用

AI 创作的新思维同影视创作深度融合。最

后，他建议影视专硕培养中应该加入与人工

智能相关的教育，为新质生产力同影视相结

合做准备。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北

京师范大学网络影视研究中心主任张智华认

为，应该倡导文化原创性，倡导中国文化主体

性。新质生产力必将推动中国网络影视创

新，促进中国网络影视提高质量，赋能中国网

络影视在海内外广泛传播。

胡智锋对上午的几位专家的发言作出学

术总结。他认为几位专家的精彩在于不同维

度的“何在”之问，实际上阐述的是新质动力

带来的影视行业变与不变的未来景观——变

的是形态、是观念、是维度，不变的是文化之

根、文化之源、文化之魂。

下午场主题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

传媒学院副院长杨乘虎主持，专家与行业创

作者对科技赋能影视的价值发表了真知

灼见。

胡智锋认为，数字化帮助我们保存了影

像记忆，网络化是电影工业传播发展的核心，

智能化改变了电影影视创作的方式和效率。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孔令顺表

示，人工智能时代的风口，为中国影视的弯道

超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中国电影要走出创

作的困扰，一要走出工具理性的泥沼；二要直

面人类生存的困境。

暨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学武认为，利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类型创意的生产会更加便

捷，观众的观影代入感和沉浸感会增强，这也将

对传统叙事发出挑战，但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在

帮我们建立起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智能

化时代，电影和一切艺术都不会消亡。

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主任、教授高

雄杰认为，AI等新技术虽然提供便利，但在其

成为智慧生命之前，仍然无法替代创作者的

个人观察和感受，影像的真实与美学价值需

要在技术和实践中找到平衡。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现代传播》编辑部

主任刘俊表示，艺术创作正在从自主性输出

转变为发问式输出，AI 也正在导致创作从集

体逻辑向个体逻辑转变，人的判断力和思考

力因此更显重要。

珠海影视产业服务中心、珠海传媒电影

公司的总经理乔宇表示，珠海影视产业服务

中心将致力于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吸引更多

的影视人才投身于大湾区影视产业的繁荣发

展之中。

赵卫防进行了学术总结，他认为各位专

家从理论、实践、技术、产业方面阐述了影视

产业和新质生产力的关系。同时他强调，在

人工智能达到更高水平的时代背景下，作为

学者，需要有超前意识和学术担当，要在技术

迅速发展的时代下有自己的“冷思考”。

（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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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指

导，中国科学技术馆、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大银

幕影院协会、国际天文馆学会共同主办的第十四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科技单元暨中国科学技术馆特效电影展

映活动电影节期间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举办。

“光影科学梦”全国科幻科普科学家精神电影巡映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