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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打造“叫好”又“叫座”的
电影精品，着力鼓励全国影
视企业来渝拍摄制作……

面对澎湃而来的 AI
浪潮，电影人如何作为？

电影记录时代，科技
引领未来。2025 上合组
织国家电影节正在重庆永
川举行，本届电影节的主
题是“科技光影·上合风
采”，电影节期间，在开幕
式、电影科技成果展、“电
影金数字荣誉”推荐盛典
等活动现场，AI元素无处
不在。

高朋满座的电影人，
也围绕AI，永川“论剑”。

7月5日上午，在2025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开展期间，重庆永川科技影视产业合作
洽谈会举行。会上发布了《重庆市支持科技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激励政策》，为打
造西部科技影视产业创新高地注入强劲动力。

该政策由重庆市委宣传部、市电影局、市财政局联合出台，在培育壮大影视市场主体
上，可谓政策诚意满满。在政策发布的带动下，现场共有23个重点影视产业项目和19部
影视剧项目签约，项目覆盖数字制作、智慧影像、道具库建设、AI赋能中心等领域，总投资
超26亿元。

重庆发布激励政策
支持科技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

“电影金数字荣誉”推荐盛典活动现场

电影人永川“论剑”：
AI时代，开启光影艺术新征程

AI融入生活与叙事已是事实
“我个人非常兴奋、非常期待”

科技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的重要引擎，电影是承载人类梦
想与情感的光影方舟。

从电影和电影放映机的发
明人卢米埃尔兄弟用镜头捕捉
火车进站的震撼瞬间，到如今
VR、AI 技术重塑电影创作边
界，科技不仅革新了电影的表
现形式，更赋予影像紧扣人心
的力量。

在倍视传媒创始人、艾美奖
最佳视效奖得主克里斯·布兰博
看来，“对于故事的创作者而言，
AI会帮助我们更加快捷、经济、
从容地享受更多的创作资源。”

如今，AI对短视频的影响
最明显。布兰博表示，短视频
相对来说入门的门槛不那么
高，因而能够被快速运用，AI短
视频已出现爆炸式增长；在长
视频领域，AI首先影响的会是
独立制作的纪录片，或是记录
性的、与个人相关的视频，且都
是免费传播；而在电影这个领
域，AI同样也会进入，先是动画
电影，然后是大型制片公司，

“虽然在不同赛道整个应用渗
透的过程有快有慢，新技术也
带来了未知的机遇和挑战，但
是，就像汽车取代马车成为交
通工具，AI融入生活与叙事，已
非疑问，而是事实。”

布兰博说：“对于即将到来
的这些变化，我个人非常兴奋、
非常期待，很多这方面的从业者
也同样感到这样的兴奋。AI这
个工具实在是太强大了，我们不
可能不去拥抱它。所以，让我们
就像当初学会开车一样，系好安
全带，一起出发吧，迎接AI的叙
事革命。”

AI与创作力是共融关系
“我们即将开启新的征程”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更是科
学与艺术的结晶。

电影导演、北京电影学院原
副院长侯克明表示，电影这门艺术
和其他艺术门类不同，电影的历史
是按技术来书写的，从无声片、有
声片、彩色片，到数字电影、6G时
代。“30年前，中国电影开始了数
字化的过程，现在，我们即将开启
新的征程，就是人工智能化。”

导演贾樟柯也在本届电影
节的重要板块——第二届中国
（重庆）科技电影周“电影金数字
荣誉”推荐盛典上说道：“因为科
技，才有电影。”

贾樟柯称，电影的发展一直
是在技术的推动下进行革新的，
对于一个导演而言，他也得益于
技术带来的更多的表现手段。
而在永川，他看到了电影在技术
层面的进步。

在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制
作技术研究与应用实验室主任
张升看来，“技术是拓展艺术空
间的很大的支撑，为艺术的呈现
开拓了很多可能性。”但他认为
AI并不能取代创作力，二者之
间的关系更应该是一种共融。

“就像当初照相机技术出
来，很多画家很恐惧、很排斥，但
其实照相机并没有取代画家的
功能。AI可以根据指令生成可
视化内容，但主创们在相互交流
的过程中，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生
活经验和专业经验获得的瞬间
的意外涌现，这个是很难取代
的。”张升说。

电影摄影师、导演邵丹表
示，面对AI，导演、摄影师该怎
么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如今，中国电影科技正经历
着数字时代向智能时代的跨
越。站在技术爆发与艺术传承
的交汇点，影视制作的未来充满
无限可能。

电影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
要每一个电影人的不断思考和
不懈努力，愿影视创作者们坚守
人文，善用技术，创作出更多更
好的中国故事。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兰
世秋 周双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