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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本报记者 姬政鹏

2023年中国电影“走出去”备忘

2023年，在各种外交机

制、人文机制合作框架的助推

下，中国电影于稳步恢复发展

中不断开辟和拓展合作新路

径和新模式，对外合拍和“走

出去”迈出新步伐。

2023年是中国和肯尼亚

建交60周年以及中国和南非

建交 25周年。8月 14日至

21日，国家电影局在肯尼亚、

南非、尼日利亚等3个非洲国

家分别举办了中国电影节，中

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胡和平出席活动。这是落实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加强人

文领域合作交流的重要举措，

也是新冠疫情后中国首次派

电影代表团到国外参加中国

电影节。年内，中国电影节展

共走进了四大洲的20个国家

和地区，中国也先后与肯尼亚

和泰国签订了政府间电影合

作协议。

这一年，中外电影合作拍

摄显现回暖势头。深海怪兽

大片《巨齿鲨2：深渊》全球票

房超过3.98亿美元，“中国主

控+国际资源”模式有了新的

具体实践。在CEPA协议签

署的第20个年头，共有32部

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合拍的

电影与观众见面。

这一年，中国电影的海外

发行模式更加多元。中国电

影首次在罗马尼亚当地电影

院线进行商业发行放映。《流

浪地球2》《前任4:再见前任》

《热搜》《瞒天过海》《三大队》

等多部影片实现了全球同步

上映。《热烈》《封神第一部：朝

歌风云》《无名》《消失的她》等

影片相继“出海”，成为传播中

华文化的“金名片”。

这一年，中国电影科技方

面成果斐然，不仅填补多项国

内空白，也让国产电影科技迈

向了海外市场。年初，我国自

主研发的LED数字电影放映

系统首次出口海外；年中，我

国首个数字电影LED影厅行

业标准发布；年末，全球首套

沉浸式LED电影放映系统暨

全球首个裸眼3D电影放映系

统在国内启用。在LED电影

屏等新一代电影科技助力下，

中国电影正以核心技术自主

化为依托、以全球最大消费市

场为支撑，朝着本土设备产业

“弯道超车”的新阶段前进。

这一年，中国影人影片频

繁亮相各大国际电影节展。

万玛才旦遗作《雪豹》获第36

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

奖、张艺谋获终身成就奖。梁

朝伟获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

终身成就奖，刘德华获第48

届多伦多电影节特别贡献

奖。《流浪地球2》《长空之王》

《长安三万里》《远去的牧歌》

《你好，李焕英》《万里归途》等

国产影片以中国电影联合展

台为契机，去到世界各个电影

节展，让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观

众通过电影触摸到了全面、真

实、立体的中国。

▶ 2023年合拍影片情况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31日，审查通过的合拍影片共37

部，其中与香港地区31部，与澳门

地区2部，与加拿大、美国、荷兰各1

部，另有与香港地区、美国共同合

拍1部。获准立项的中外合拍影片

共9部，其中与日本2部（纪录片1，

故事片 1）、与泰国、新西兰、加拿

大、俄罗斯、德国、法国各1部，与加

拿大、新加坡共同合拍1部。

▶ 2022年合拍影片情况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

31日，审查通过的合拍影片共4部，

其中与香港地区3部，与泰国1部，

与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共同合拍 1

部。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9月

30日，获准立项的合拍影片共7部，

其中与香港地区6部，与荷兰1部。

中外合拍一直是中国电影国际交

流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模式。过去十几

年间，中外合拍片扩大了中国电影的

国际影响力，同时通过合拍的方式，中

国电影人得以参与到更加国际化的制

作中。完备的电影制作流程与更为精

进的电影技术在合拍过程中渐次输

入，促进了中国电影在技术和工业水

准上的发展与完善。

2023 年，随着疫情消散和电影市

场复苏，中外电影合拍也出现回暖势

头。据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统计，

2023 年审查通过的合拍影片共 37 部。

与香港地区、美国共同合拍的《巨

齿鲨 2：深渊》是其中最卖座的作品。

该片于 2023 年 8 月 4 日在全球同步上

映，全球票房超过 3.98 亿美元，来自世

界各地的观众都欣赏到了这部中国主

控的深海怪兽大片。

“《巨齿鲨 2》的全球票房收入非常

均衡，它在中国地区、北美地区，以及

除这两个市场之外的全球其他地区各

获得了三分之一的票房收入。”该片出

品人、华人影业总裁应旭珺在介绍经

验时表示，“中国主控+国际资源”是经

典的合作模式，中国主控指中国电影

公司主投主控，成为最大的投资方，且

全盘控制题材、主题以及创作过程，国

际资源的合作则是通过国际制片人把

中国电影和世界上最优秀的电影创作

者连接起来，“《巨齿鲨》系列就是我们

与华纳兄弟探索集团通过这种模式合

作的最好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2023 年是《内地与

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CEPA 协议）签署 20 周年，CEPA
协议放宽了内地与香港合拍片的限

制，进一步鼓励内地与香港发展合拍

模式，也让内地观众有更多机会欣赏

到香港导演和香港演员参与的电影。

自 CEPA 实施以来，内地电影公司

与香港电影界合资摄制的电影产量大

幅增加，20 年间，内地与香港电影业在

经历资本、演员、服化道等产业链各环

节的长期合作之后，已经逐渐形成了

稳定的合作方式。

2023 年，共有 32 部中国内地与香

港地区合拍的电影通过审查。已经在

2023 年和观众见面的《我爱你！》《金手

指》《潜行》《扫毒 3：人在天涯》《我爸

没说的那件事》《爆裂点》，定档大年初

一的《我们一起摇太阳》《红毯先生》，

以及目前待映的《海关战线》《刺猬》

《传说》《还是觉得你最好 2》等都位列

其中。

此外，2023 年，共有 9 部合拍片获

准立项。其中与日本合拍 2 部、与泰

国 1 部，与新西兰、加拿大、俄罗斯、德

国、法国各 1 部，还有 1 部与加拿大、新

加坡共同合拍。 （下转第3版）

2023 年，电影国际交流作为人文

交流中最受欢迎的形式和载体之一，

积极配合重大外交战略和外宣工作的

各项部署，为加强文明对话和文化交

流，加深国与国友谊作出了独特贡献。

2023 年 8 月，讲述中国青年街舞

运动故事的《热烈》、根据真实事件改

编的《中国机长》、讲述铁道兵英勇救

援故事的《峰爆》、深受非洲人民喜爱

的成龙动作电影《龙马精神》、展示中

国民间传统舞狮技艺的动画电影《雄

狮少年》、彰显中华美学精神的粤剧

电影《白蛇传·情》和记录北京冬奥会

成功举办的纪录电影《北京 2022》等

10 余部优秀中国影片参加了国家电

影局在非洲三国举办的中国电影节

展映。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凯撒皇宫影

院的《中国机长》映后现场，影片出品

人、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和两位

主演张涵予、黄志忠与观众进行了互

动交流。于冬回想起当时情景感叹

道：“没想到非洲观众也看懂了这部

影片中蕴含的中华人文精神。这正

是用影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

化的意义。作为中国的一名电影人，

我将继续用真诚的心和更多好作品，

推动中非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

8 月 14 日，肯尼亚中国电影节开

幕当天，中肯双方签署了《中国国家

电影局与肯尼亚青年事务、艺术和体

育部关于电影交流和电影技术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目的是建立一个促

进双方电影交流合作机制的框架，鼓

励中肯双方在联络机制、信息交流、

人员交往、影片互映、合作制片、电影

研究与传承、人员和技术培训、设备

及基础设施等领域全方位开展电影

交流合作。

同一天，广东省电影局与肯尼亚

电影委员会也签署了电影交流合作

意向书，商定由双方政府电影管理部

门主导、行业协会牵头，推动民间（行

业）从业主体加强合作。除了合拍电

影项目，双方还将开展影院建设、电

影专题培训、互办优秀电影展映活动

等各种形式的合作。

包括非洲三国在内，2023 年中国

电影节展共走进了肯尼亚、南非、尼

日利亚、埃及、日本、阿联酋、菲律宾、

爱尔兰、西班牙、波兰、智利、哥伦比

亚等四大洲的 20 个国家和地区。年

内，泰国也在肯尼亚之后和中国签订

了电影合作协议。

一系列中国电影文化交流活动

搭建了民心相通的桥梁，在充分发挥

电影文化大使特殊功能的同时，让外

国民众通过电影进一步了解中国，也

更加有效地拓展了中国电影的国际

发展空间。

◎文化对外交流：
积极配合外宣工作，有效拓展中国电影发展空间

◎电影合作拍摄：
CEPA协议签署20周年，内地与香港电影加速交融

尼日利亚·拉各斯中国电影节活动现场 肯尼亚中国电影节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