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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海外传播
效果有待提升

本报记者 李春利 本报通讯员 覃春红

5月 3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

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教授主持的

《2011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年度报告》以

“银皮书”的形式，凭借翔实的全球调查

数据、丰富的作品案例为中国电影的海外

营销发行、创作合拍等指出了方向。

2011年，全年生产故事影片 558部，

总票房达到 131.15亿元，较 2010年增长

28.93%，中国无疑已经步入世界电影大国

行列。但从整体上讲，中国电影在艺术水

准、制作水平、票房收入等方面的国际影

响力和竞争力，与欧美电影相比，还存在

较大差距。

《银皮书》所做的“2011中国电影国

际影响力全球调研”数据表明，一部中国

电影都没看过的外国观众超过了 30%，仅

看过 1-2部中国影片的外国观众只有近

20%。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状况不容乐观。

调研还揭示出，认为中国电影对世界电影

影响一般的外国观众占到了 58.2%，而认为

影响很大的仅为 8.6%。这说明中国电影海

外认可度不高。

目前，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渠道主

要包括：依靠电影发行企业如中国电影海

外推广公司 （原中国电影海外推广中

心）、华谊兄弟、新画面、保利博纳等进行

电影输出；通过世界各大电影节如柏林电

影节、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东京电

影节等将影片销往海外，由这条路 “出

海”的多是华语文艺片；通过国内电影节

如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等，

或通过在国外举办的“中国电影节”等方

式推广中国电影。

这些渠道的确为中国电影的国际传

播做出了多种有益尝试，但从整体上看，

由于没有自主的海外发行网络，中国电影

基本还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很难同海外

市场无缝对接，这些渠道的运转效力也极

大受限。

很多中国电影在生产制作阶段并不

考虑未来如何销售的问题，造成本应联动

的环节脱钩。事实上，真正专业的发行在

电影投入制作初期就应介入，根据具体的

影片内容、市场环境等因素，有针对性地

进行宣传和投放。而与海外资讯的接触不

畅，让一些影片以极低的价格被买断全球版

权，即使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票房成功，国内

出品方也难以分得一杯羹。正是由于营销意

识薄弱，生产环节中不注意对海外市场信息

的把握，使很多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陷于低

效的局面。

目前中国电影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发行

全球，但实际上主要海外市场只有美国、欧

洲（主要是法国）和亚太地区，在世界其他

市场罕有中国电影发行，因此海外传播范围

仍较狭小。

2011年中国电影在传统市场均遭遇不

同程度的收益缩减。2010年销往美国的两部

合拍片获得了 12.23亿元的票房发行总收

入，2011年虽有 14部影片进入美国市场，销

售收入却仅为 8.59亿元。欧债危机的重重阴

云下，欧洲市场对中国电影的吸纳能力更是

大幅下滑。2011年有 7部国产影片销往欧

洲，虽比 2010年只减少了 1部，但发行销售

总额却只有 1.75亿元，锐减 71.6%。在日本、

韩国，中国电影的状态也很低迷，2011年输

出到日本的中国影片大部分都只在艺术院线

进行了点映。而一向稳定的东南亚市场，中国

电影输出规模与收益状况也同样出现缩水。

“2011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全球调研”

数据显示，电影并不是外国观众获取中国文

化相关信息最重要的方式。选择 “中国电

影”作为了解中国文化主渠道的外国观众比

例为 25.9%，远远低于选择“互联网信息”观

众 46.7%的比例。

中国电影在承担文化传播的能力方面，

甚至还不如书籍、报刊、杂志等传统纸质媒

体。尽管电影在今天已被看成至关重要的文

化传播媒介，但很显然中国电影尚未发挥它

应有的良好潜能和效应。

目前中国电影传播的文化内容较粗浅，

对中国功夫、自然景观、中国建筑等相对直

观易懂的文化符号展现得较多，而对汉字、

音乐等富含情感与文化内蕴的符号则明显

开发不够，在传播中国文化深层内涵方面还

很乏力。这与在调研中外国观众表现出的想

进一步了解中国历史与哲学的实际心理期

待并不符合。

上海光源：释放自主创新光芒
本报记者 颜维琦 曹继军

上海光源，一座美丽的巨型“鹦鹉

螺” 建筑内，接近光速运动的电子在

432米周长的环形加速器中，昼夜不停

地向周边的光束线实验站辐射不同波

长的电磁波，就像一台多用户的“超级

X光机”和“超级显微镜”，产生照亮

微观世界的神奇之光。

1998年，上海光源团队聚集在上

海嘉定城郊的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

究所。他们大多是来自上海应用物理

所的年轻人，还有 30多位技术骨干来

自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和中国科技大学，

他们当中最年长者已逾七十岁。怀着

为国家建设第一个第三代同步辐射光

源的强烈愿望，这群科技人员在艰苦环

境里开始了上海光源的起步。

如今，当年的年轻人也已鬓染霜

华。这座承载光源的“鹦鹉螺”建筑，则

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默默生长，静静

绽放着奇妙的光芒。一束束高质量的

同步辐射光，投射出一幅幅未来的科学

图像———

自主创新，打造创新利器

同步辐射———跻身 21世纪科技

前沿的一块“敲门砖”。它是研究蛋白

质结构最精细、最快捷的手段，目前世

界上 80%的蛋白质新结构靠它来测定；

它还是研究化学反应催化机理的有力

手段，材料微观结构表征无与伦比的工

具……

“中国需要‘光源’!这是几代科

学工作者的信念和期望，它的建成将为

中国增添一道耀眼的科学之光。我国

自主创新所需要的前沿探索和技术突

破，从此多了一个‘利器’。”上海光源

工程总指挥、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江绵恒说。

2004年 12月 25日，经过 10年立

项和预研，上海光源夯下了开工的第一

桩。52个月的工期，14亿元的投资，这

支平均年龄不足 40岁的年轻团队，承

担起 “建成时性能居世界一流水平”

的上海光源的建设重任。

上海光源的建设面临严峻挑战，3

台高性能光源加速器和首批 7条精密

光束线站、兆瓦级储能型数字化磁铁

电源、不锈钢超高真空室系统……一个

个关键技术难关被攻破，取得了一系列国

内首创和世界领先的创新成果。最终，上

海光源实现了高水平的集成创新，自主研

制的设备超过70%。

工程办主任汤杰十几年如一日全身

心投入，在项目竣工前两个月突发脑溢血

倒下了，年仅43岁……正是这支敢打硬

仗、敢于争先的队伍，团结协作、精益求

精、勇攀高峰的精神，成就了令世界刮目

相看的“上海光源”。

广泛合作，缔造科学典范

“上海光源建设之快，创造了新的世

界纪录。”在宽敞明亮的同步辐射实验大

厅，外国专家忍不住赞叹。国家验收意见写

道：“上海光源坚持自主创新，以世界同类

装置最少投资和最快建设速度，实现了优

异的性能，是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的一个

成功范例。”如今，“鹦鹉螺”已蜚声世界。

这是国际上性能最好的中能光源之

一，也是我国迄今建成的规模最大的大科

学装置，具有现代高科技的融合度和集成

度，它的按期、优质建成，是国家科学技术

水平和工业制造能力的综合体现。

“上海光源的建成，是国家和地方大

力支持的成果，是院市合作的典范，是中

国科学界团结协作的结晶。不仅表明我

国在建设这类大科学装置方面，具备了高

水平的自主创新和技术集成能力，已经进

入国际先进行列，而且将对促进我国科技

进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产生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上海光源国家科学中

心首席科学家徐洪杰说。

上海光源标志着我国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建设从起步走向快速发展阶段。回

望上海光源的成长，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

大力投入，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开展和上

海市政府强有力的支持。

上海应用物理所所长、上海光源国

家科学中心主任赵振堂告诉记者，从

2009年 5月 6日正式开放以来，上海光

源首批7条光束线站，已经为来自 242家

单位的近 4000位用户在 10多个学科领

域开展实验研究提供平台，短短 3年，他

们发表期刊论文近 500篇，其中 13篇发

表在《自然》、《科学》和《细胞》等国际

顶级刊物上。

上海光源正在加紧后续线站建设，未

来几十年，还将源源不断地释放同步辐射

光，持续产出重大科技成果，为提升我国

科技创新能力发挥重要的作用。上海光

源，这个“年轻”的大科学装置，正为中国

科技赢得光荣，带来光明。

（更多内容详见9版《大图解》专版）

经过 60个小时的紧张调试，上海光源终于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第一缕

同步辐射光。 郭红松绘

■鼓励科技创新，在关键领域和

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和

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

———党的十六大报告

■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着力突

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

———党的十七大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