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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青岛影视产业集群生态优化
□王丽莎

青岛影视产业集群的
演化与创新机制解析

　　近年来，青岛影视产业在政府推
动和资本市场活跃的双重作用下，逐
步形成了以东方影都为核心的产业集
群。该集群依托先进的硬件设施，如
国际认证摄影棚、虚拟拍摄技术和数
字后期平台，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影视
制作产业链。同时，地方政府出台诸
如税收优惠、运营补贴和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等多项扶持政策，为产业发展
提供制度保障。基于产业集群理论框
架，系统解构青岛东方影都影视基地
的演化路径与发展特征后发现，该集
群的形成遵循“企业主导-政府接续-
制度创新”的三阶段演进逻辑，其发展
现状呈现出显著的要素集聚与制度性
建构特征。
　　第一，产业集群的生成机理。青
岛影视产业集群的生成路径可解构为
三重动力机制。一是企业主导型要素
集聚阶段，企业通过资本投入完成影
视产业园等核心设施建设，构建覆盖
影视制作流程的物理空间载体。二是
政府接续型网络优化阶段，政府通过
政策引导推动产业链延伸，西海岸新
区将影视文化产业链列为重点发展领
域，引入专业化招商机制。三是制度
创新型生态培育阶段，高效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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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影视基地三年行动计划》），通过不断
优化扶持政策和激励机制，推动产业
政策由单一经济导向向文化、技术及
制度复合驱动转型，从而为区域影视
产业集群向高质量、差异化生态模式
的转型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外部性要素的禀赋特征。
首先，产业链网络化特征。青岛市政
府通过《青岛影视基地高标准建设行
动方案》等政策，明确东方影都的核心
地位，强化资源整合。二者协同形成
了“企业投资+政策引导”的生成模式。
构建包含核心环节与细分领域的矩阵
体系，形成专业化供应商联盟。影视
产业链涵盖1098家企业，覆盖剧本创
作、制作、发行全环节，形成“头部企业
+配套服务”的协同网络。其次，知识
溢出传导机制。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

平台推动技术扩散，XR混合现实影棚
等关键技术实现自主研发。再次，复
合外部性效应。青岛作为区域中心城
市，产业多样化，5G园区、VR产业园、
视觉延伸产业等兼具专业化与多元化
特征。2024年，青岛影视基地新引进
影视企业125家，规上影视企业营收增
长13.8%，加速影视与科技、文旅的融
合，形成“双模驱动”发展格局。最后，
需求侧支撑体系。依托中国电影市场
扩容机遇，利用高质量、多样化内容需
求与媒介传播平台的快速发展，推动
本土制作能力显著提升。
　　第三，制度创新的驱动效应。首先
是政策体系与资金支持。青岛构建“链
条式+叠加式”扶持政策，西海岸新区发
布“影视政策3.0版”，7条14项政策精准
扶持影视产业发展，最高补贴500万元。
其次是组织机制与平台建设。青岛成
立影视文化产业链专班，实施“链长制”
推动招商，引进爱奇艺、英皇娱乐等头
部企业。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被纳入
山东省“十强产业”支柱型雁阵集群。
搭建“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备
案、拍摄协调、政策兑现等服务，缩短剧
组筹备周期。再次是技术标准与产业
生态。《青岛影视基地三年行动计划》明
确“数字影都”目标，推动虚拟拍摄、AI
技术应用。金象AI影视智作平台计划
2025年落地，赋能影视工业化。创新

“电影之都”品牌运营机制，规划建设国
家电影产业创新示范基地。

集群内部协同机制与结构问题

　　在青岛影视集群内部，各主体间
通过技术、资本和信息的协同作用，实
现了资源流动和知识溢出。东方影都
不仅在影视制作技术和设备投入上走

在前沿，还通过与设备供应商、技术服
务平台和媒体推广机构的密切合作，
推动了全产业链的协同创新。
　　作为规则制定者，政府部门通过
税收优惠和专项资金支持，构建有利
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制度环境。与
此同时，这种多主体协同正是协同理
论所强调的，通过非线性互动，各子系
统之间不断整合与优化，形成一种自
组织的有序结构，从而推动集群整体
竞争力的提升。基于协同理论视角研
究发现，青岛影视产业在硬件设施建
设与政策体系构建层面已形成比较优
势，但在文化生态建构与跨产业协同
维度仍面临系统性挑战。通过理论推
演与案例解析，识别出制约集群生态
优化的三重协同困境：
　　第一，要素协同的结构性失衡，产
业文化认同失焦。当前影视产业集群
呈现“技术-资本”单维驱动特征，文化
要素嵌入较弱。当前青岛影视产业生
产策略主要集中于高投入、高票房的
科幻魔幻题材，忽略了青岛本土地缘
文化内涵。缺乏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
认同与标志性的文旅项目，导致区域
影视产品在文化层面缺乏持续的内生
动力，易陷入同质化竞争和“军备竞
赛”陷阱。
　　第二，功能模块化割裂，跨行业协
同不足。集群生态系统存在部门区隔
与功能割裂现象。技术供应体系与文
化创意网络呈现非对称发展态势，产
业链各环节未能形成有效的功能耦
合。影视与旅游、文化等相关产业之
间尚未形成高效的跨部门信息共享和
快速响应机制，暴露出现有协同机制
在跨产业资源整合与价值转化方面的
结构性缺陷。
　　第三，核心-边缘结构固化，创新

生态失衡。在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
中，头部企业通过马歇尔外部性形成
资源吸附效应，导致集群网络呈现“中
心化过度”的结构性矛盾，龙头企业通
过资源壁垒建构起知识垄断格局，中
小企业在缺乏独立创新能力的情况下
易陷入依附性发展，形成“创新洼地”。
核心企业在承担产业链关键职能时，
其经营风险与市场波动对集群具有较
强的传导效应，致使系统整体韧性下
降。单极化的资源配置阻碍多主体之
间的高效协同与资源共享，使得资本、
技术与人才难以在全产业链内实现均
衡配置，从而削弱集群形成差异化竞
争优势。

协同驱动集群生态优化策略

　　综上所述，当前青岛影视产业集
群在文化认同、跨行业协同和制度适
应性方面存在一定提升空间，通过构
建“文化解码-技术赋能-制度调适”的
三维优化模型，提出以下优化路径与
政策建议。
　　第一，驱动机制重构。建立“文化
-技术双核协同体系”。通过设立文化
创新专项支持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数
字化工程，实现文化资本与技术资本
的共生演化。重点强化影视创作中的
青岛地域文化解码能力，将城市文化
基因转化为可识别的视听符号体系。
通过“文化加权”评估体系重构制度逻
辑，将地域文化转化率、地缘文化IP开
发度等质性指标纳入考核维度，促进
产业政策从单一经济导向向文化经济
复合导向转型。
　　第二，响应系统优化。构建跨产
业动态协同网络。设计包含预案储
备、资源调度、项目孵化的三级响应架
构，借助数字技术搭建虚拟协作平台。
着力缩短影视热点事件与文旅产品开
发的响应时差，形成文化价值转化的
快速通道。
　　第三，多元主体创新。通过制度
设计重构主体间竞合关系，在保持规
模经济优势的同时培育分布式创新网
络，从而实现集群生态从“单极驱动”
向“多核共生”的范式跃迁，推进治理
体系的适应性变革。
  （原文载于2月23日《青岛日报》3
版 作者单位：青岛电影学院）

  随着数字化转型和区域经济升级深入推进，城市土地利用正逐步从
单一的经济开发模式向生态、社会和文化多效益协调发展转变。在这一
背景下，影视产业作为我国现代化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经历从

“市场大国”向“制作大国”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凭借独特的地理区位、
地缘文化及政府的大力扶持，青岛逐渐形成了以“东方影都”为核心的影
视产业集群。本文在集群演化、协同理论及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上，
剖析集群内外部协同演化的内在逻辑，提出优化政策、强化跨部门协同、
推动产学研合作以及构建标志性文化活动体系的策略建议，旨在为青岛
乃至我国影视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