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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影都在硬件方面绝对是国际水准，去
国外看也没有这么好的设施。”———《流浪地球》
导演郭帆

　　4月15日，承载着无数影迷期待的“流浪地
球”再次“回家”——— 电影《流浪地球3》在东方影
都官宣开机，郭帆、吴京、沈腾等主创亮相。导演
郭帆称，两部戏之后又回到这里，有亲切感，“我们
还能拍第三部，说明这里是福地”。
　　郭帆所说的“福地”正是青岛东方影都影视
产业园，这座占地面积170万平方米的产业园开
建于2013年，是中国第一座重工业电影基地，在
建设之初就对标国际最高标准。
　　这里堪称影视制作的“梦工厂”：拥有40个符
合国际标准的摄影棚、32个多功能置景车间、1万
平方米高科技单体摄影棚、亚洲最大室内外合一
水下制作中心以及影视虚拟化制作平台等，可满
足影视作品从拍摄到后期制作的全链条工业化
生产流程。
　　早在2017年3月，郭帆便带领团队入驻东方
影都，为《流浪地球》搭建宏大场景。8座摄影棚
齐开，近10万平方米的置景延展面积，将想象中
的未来世界一点点具象化。郭帆说：“东方影都
摄影棚的数量、建筑面积和单体棚的大小，在硬
件方面绝对是国际水准，去国外看也没有这么好
的设施。”

　　2019年，《流浪地球》震撼上映，科技
感爆棚的空间站、精密复杂的太

空 舱、神 秘 深 邃

的地下城……每一帧画面都以极高的真实感呈
现在观众眼前，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新纪元，
并最终席卷46亿票房。这不仅让国内观众惊叹：

“这真的是中国人自己拍的科幻片吗？”
　　“中国凭此片一举跃入科幻电影领域，展现
出该国电影人日益雄厚的制作预算和信心，他们
已有能力挑战这一曾经由好莱坞垄断的题材。”
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评论道。东方影都也由此
奠定了“中国科幻电影摇篮”的地位。
　　在影视虚拟化制作领域，东方影都同样成绩
斐然。作为中国电影工业化进程中第一次完整使
用虚拟拍摄技术的影片，《刺杀小说家》整部影片
全部视效镜头达1700多个，视效制作耗时长达26
个月，同时也是第一次挑战类人生物的表演制
作，其中70%的视效镜头带有数字生物表演，为观
众带来了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
　　2021年5月，《流浪地球2》剧组入驻东方影
都。依托园区5号摄影棚的影视虚拟化制作平台，
剧组首次启用“虚拟拍摄”，将文字剧本转化为直
观的影像预演，开创了国内电影整片虚拟拍摄的
先河。这一技术革新，不仅大幅提升了拍摄效率，
更有效节约了时间和资金成本。
　　西海岸新区影视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赵芳介
绍，随着东方影都特效技术的日益成熟，以及在
科技影都和数字影都建设方面的持续深耕，这里
已然成为众多大片剧组的首选之地。
　　自2015年3月张艺谋执导的《长城》在此开机
以来，《流浪地球》系列、《封神》系列、《独行月球》

《疯狂的外星人》《万里归途》《一出好戏》《刺杀小
说家》《莫斯科行动》《涉过愤怒的海》《热辣滚烫》
等一系列口碑、票房双丰收的优秀大片，以及《南
来北往》《警察荣誉》《不完美受害人》《问心》等品
质电视剧纷纷在西海岸新区取景、拍摄。其中，4
部作品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用实打实的成绩印

证了西海岸新区这座“影视之都”的非凡实力。

　　“西海岸新区的包容性和协作性是吸引我们
落地这里的重要因素。”——— 青岛聚之朋影视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滨

　　“拍《流浪地球2》这样规模的电影，跟组装国
产客机C919的难度可以相提并论。”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理事谭飞的这番话，让不少人都吃了一惊。
　　拍摄电影，怎么会跟搞工业一样难？据统计，

《流浪地球2》剧组常驻人员1000多人，场外特效
人员约1万人。导演郭帆举过一个例子：剧组有时
吃饭都是问题。一个中等规模剧组，中午给大家
放饭，下午开工，一切正常。但当他们剧组最大规
模达到2200人时，中午放饭，下午说开工时，还有
一半人正在排队领盒饭。
　　影视工业化生产特征，决定了它需要精细化
的分工协作和全链条的服务配套。西海岸新区敏
锐捕捉到这一特征，没有局限于单纯提供拍摄场
景，而是主动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布局。
　　2021年，西海岸新区将影视文化产业链纳入
九大重点产业链，行业主管部门、专业招商部门、
功能区、镇街、国有平台公司“五位一体”推动全
产业链招商。
　　短短数年，近3000亿元投资的影视及相关产
业项目相继落地，超千家影视企业纷至沓来，从
策划、投资到发行、衍生品开发，影视全产业链在
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保姆级”服务是西海岸新区影视产业发展
的另一张“王牌”。

　　西海岸新区设立国内首个地方影视服务管
理机构——— 西海岸新区影视产业发展中心，搭建
了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以线下实体大厅
与线上服务平台为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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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项配套服务。
　　西海岸新区影视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丁善
宝介绍，平台还为企业和剧组配备服务专员，组
建专属的服务保障微信沟通群，确保相关业务有
序开展、影视剧组拍摄高效进行。
　　真金白银的政策扶持，更是让“影视之都”吸
引力攀升。
　　通过对省、市、区三级政策进行集成、叠加，
记者了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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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西海岸新区已累计为青岛
影视基地内企业发放补贴资金超2亿元。
　　拥有全国最大的外籍演员储备库的青岛聚
之朋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入驻西海岸新区后，
为《金刚川》《长津湖》《流浪地球2》等大片输送

“国际面孔”，成为影视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
环。“西海岸新区的包容性和协作性是吸引我们
落户这里的重要因素。”青岛聚之朋影视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滨的这句话，道出了众多影
视企业的心声。
　　从大手笔造景到全产业链布局，西海岸新区
形成“以东方影都为龙头，东有灵山湾，西有藏马
山，辐射带动青岛全域”的影视产业发展布局。
2024年4月，北方微短剧影视基地（青岛藏马山）

的启用，更让这里的影视产业如虎添翼。
　　电影《洛桑的家事》出品人李海涛直言，西海
岸新区在影视产业的扶持政策和重视程度上表
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和创新性，这成为他们选择
在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并表示企业未来计划将
更多项目和品牌建设工作转移到新区。
　　对西海岸新区影视产业环境给予高度评价
的还有青岛东方影都控股集团总裁孙恒勤。他
说：“一路走来，感谢政府对东方影都的关怀和
帮助，给予园区真金白银的补贴支持，保障了剧组
拍摄及园区正常运营。东方影都将持续深化‘科
技影都’建设，力争成为首批国家电影产业创新
示范园区，打造中国乃至全球的影视技术高
地。”

　　“通过这次拍摄制作，我愈加喜欢上了西海
岸新区，也很希望未来能够在这里发展。”———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美术指导王硕

　　在影视产业竞争白热化的当下，人才是撬动
行业发展的核心杠杆。西海岸新区锚定擦靓“影
视之都”国际名片，成功构建起极具吸引力的人
才生态磁场——— 产业磁吸效应之下，影视领域的
各路英才纷纷汇聚于此。
　　著名美术师黄宝荣作为北京冬奥会开闭幕
式美术团队负责人，自《长城》拍摄起便扎根东
方影都。如今，他旗下的影视服务公司等多家企
业落户于此，其中三家已发展为规模以上企业。
黄宝荣直言，“去北京叫出差，回青岛才是回
家”，言语间满是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与高度
认可。
　　《封神》系列电影概念设计师四季，被西海岸
新区依山傍海的优美环境所吸引，在此成立末那
众合电影特效工作室，相继参与了《异人之下》

《流浪地球2》等多部热门影片的拍摄创作。同样，
曾参与《功夫》《捉妖记》《红海行动》等影片置景
工作的影视置景道具制作专家钟剑伟，也选择在
此设立工作室。
　　在《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等众多高票房影片
中担任美术指导的王硕表示：“东方影都周边的
商场、医院、酒店、景点等配套设施非常完善，为
我半年的工作生活带来很大便利。通过这次拍摄
制作，我愈发喜欢上了这里，也希望未来能够在
这里发展。”
　　外籍演员苏东在《流浪地球2》中饰演俄罗斯
代表，回忆起在西海岸新区的拍摄经历，他连用

“很美好、很科技、很震撼”来形容。“东方影都给
我的印象就是太大、太‘科技’了！”苏东对青岛优
美的环境、东方影都优越的硬件设施赞不绝口。
　　软实力、硬实力，归根结底是人才实力。西海
岸新区深谙“得人才者得天下”的真谛，通过搭建
产教融合平台，联动17所驻区高校8000余名影视
专业学子，形成从特效化妆到后期制作的全链条
人才储备。
　　黄海潮涌，千帆竞发。4月27日，第二十届中
国电影华表奖颁奖活动首次走出北京，在西海
岸新区举行。这不仅是一场光影盛宴的移师，更
是对西海岸新区这座“影视之都”实力的认可。
届时，数百名电影人齐聚于此，共同见证荣耀时
刻。当华表奖的璀璨荣光绽放在西海岸新区这
片影视热土之上，必将吸引更多优质资源与顶
尖人才加速汇聚，为“影视之都”的发展注入磅
礴动能。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整理

　　从导演到演员，从制片人到出品
人，众多电影行业从业人员在西海岸新
区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分享了自己对青
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的感受，让我们
一起来听听吧。
　　“青岛是一个非常适合建立中国最
大拍摄基地的地方，气候非常好、交通
很便利、人民很热情。”———《长城》导演
张艺谋
　　“置身于这片美景，目睹大家的精
心安排，感受导演的辛勤付出，以及演
员们真挚的表演，每一刻都让我深感幸
福。”———《危机航线》主演刘德华
　　“我们团队2014年就来到了青岛，
那时候东方影都还在建设中。2015年
我们参与拍摄了《长城》，后来几乎每年
都会带作品到青岛影视基地拍摄，可以
说 是 见 证 了 东 方 影 都 的 发 展 历
程。”——— 知名制片人王鸿
　　“东方影都一流的硬件设施和完善
的服务保障，为《蛟龙行动》的拍摄提供
了全方位的支持，希望将来有越来越多
的中国电影在东方影都拍摄，希望东方
影都越来越好。”———《蛟龙行动》出品
人于东
　　“青岛东方影都是亚洲最大的影视
拍摄基地，它所拥有的专业影棚的数
量 、面 积 和 现 代 化 程 度 都 是 最 高
的。”———《封神》系列导演乌尔善
　　“作为‘电影之都’，青岛能输送这
么多优质的影视作品，我为青岛骄傲、
为青岛影视产业骄傲。希望将来有更
多的影视作品来此拍摄。”———《一出好
戏》导演黄渤
　　“第二部运用了一些新设备、新技
术，做了全新的尝试与探索。在青岛东
方影都拍摄现场，有一个随时待命的

‘精加工车间’，用来制作《流浪地球2》
里的道具，确保每个镜头都能高质量完
成。”———《流浪地球》系列导演郭帆
　　“摄影棚还是那些摄影棚，但里面
的很多东西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管理
也不一样了，服务特别人性化，现在对
我们剧组的照顾更到位了。”———《流浪
地球》系列主演吴京
　　“《平凡英雄》的拍摄过程中，很多
镜头都是在东方影都拍摄完成的，这里
的拍摄条件和贴心服务为我们创作提
供了非常好的环境。”———《平凡英雄》
导演陈国辉
　　“东方影都确实有非常棒的摄影
棚，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拍摄效率。这
142天能在棚里拍摄是很幸运的事
情。”———《独行月球》导演张吃鱼
　　“大家看到的电影里的下水道，整
个儿都是在东方影都搭建的，按1：1的
比例还原地下水宫、中俄列车换轨站和
火箭基地。”———《莫斯科行动》主演张
涵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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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众多大咖“芳心”：影视之都“西”引力何以炼就？
青岛影视基地已累计接待剧组超500个，为中国电影贡献票房近400亿元，一部部“西海岸摄制”“西海岸出品”，让中国故事闪耀世界舞台

▲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成为众多国产大片的诞生地。

　　□本报记者 李宛遥

　　一百二十载光影流转，绘就中国电影
发展壮阔画卷。在中国电影从技术引进到
自主创新、从本土叙事到全球传播的跨越
式发展历程中，西海岸新区犹如一颗璀璨
新星，以“影视之都”的鲜明定位，绽放出耀
眼光芒。
　　“都”，汇聚之所，亦是八方英才向往
之地。
　　在这里，“打造科技影都，助力文化强
国”的愿景，汇聚成电影科技创新的“引力
场”，众多影视制作团队纷至沓来，共同探
索中国电影的无限可能；
　　在这里，“科技影都，筑梦东方”的核心
价值，汇聚成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强磁
场”，影视企业纷纷入驻，成为中国电影工
业化4.0的先驱力量；
　　在这里，“引领电影工业，讲好中国故
事”的使命，汇聚成人才与创意的“聚宝
盆”，一部部“西海岸摄制”“西海岸出品”的
银幕巨制，让中国故事闪耀世界舞台。
　　从《长城》到《独行月球》《热辣滚烫》，从
《流浪地球》到《封神》《蛟龙行动》……截至
目前，位于西海岸新区的青岛影视基地已
累计接待剧组超500个，为中国电影贡献票
房近400亿元，影视剧作品获得国内外奖项
100余项，4部作品斩获“五个一工程”奖。
　　“影视之都”，实至名归。

>>“硬核”科技加持<<
“中国科幻电影的摇篮”一炮打响 >>厚植产业沃土<<

影视产业新高地加速崛起

>>“抱团”筑梦<<
人才磁场激活影视产业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