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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观 点

《流浪地球》《三星堆：未来启示录》《传
说》……近年来，AI 技术在国产影视作品
中的应用日益增多，AIGC（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技术）如何赋能视听产业，科影融合趋
势下，供需适配如何破局？

随着算力、预训练模型和多模态技
术的不断汇聚发展，影视内容生产领域
迎来了工具化应用的“大爆炸”时代。AI
在影视作品中的广泛应用，已涵盖了从
剧本创作、角色设计到后期制作的多个
环节。华策影视推出的大模型“有风”已
经在电视剧、电影、短剧等领域内使用，
该模型能够实现快速的剧本初筛评估和
内容精确评估；阿里大文娱发布的 AI 垂
类大模型“神力霓裳”，只需设定条件并
输入提示词，即可在短时间内生成影视
剧造型设计图片；视频生成与编辑快手
自研的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被用于
电影短片的创作，导演们利用 AI 技术深
度参与电影内容创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文华提道，新质生
产力的三个核心要素包括技术革命性的突
破、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和产业的深度转
型升级，体现了“三高”——高科技、高效
能、高质量，视听产业恰恰是新质生产力的
重要要素之一。他以影片《里斯本丸沉没》
为例进行分享，“影片在重现历史的过程当
中，运用了大量类似动画、铅笔画的环节，
这样的形式基于 AI 是完全可以做成的。
事实上，技术能够很实际地帮助我们完成
这些事情。”

在他看来，AI 技术在影视制作中有
着巨大潜力和应用前景。随着AI等新技
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AIGC 极大地
丰富了内容创作方式，提升了行业生产
效率和质量。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出
现，为内容创作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变革，必将成为推动视听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引擎。

AI+影视的发展离不开政策和产业的
支持。四川省广播电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四川高度重视AI技术对视听行业和经
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先后发布了“四川
省元宇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推进超高清
视频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支持四川传
媒学院等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依托国家
级超高清产业基地，积极创建虚拟现实视
听技术创新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实验
室，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打造“基
地+重点实验室+示范场景+技术标准”等
科技创新载体。

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
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
分。“影视作品通过直观的视觉符
号和多元化的叙事方式，依托地方
特色文化资源，讲好城市故事，使
城市的自然风光、文化古迹承载的
人文底蕴和价值得到广泛传播，提
升城市文化竞争力、影响力、吸引
力，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
影视之光照亮丰富多彩的城市，城
市的文化表达和传播就有了生动
鲜活的载体。”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传媒与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赵玉
宏动情地表示。

今年，随着电视剧《我的阿勒
泰》的热播，北疆的草原、雪山等美
景震颤人心，让新疆再次成为热门
旅游地。该剧取景地布尔津县喀
纳斯景区禾木村，因独特的自然景
观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备受观众喜
爱。赵玉宏介绍，近年来，“一部剧
带火一座城”的现象持续上演，影
视作品与城市文化有机融合的案
例，在国内外都屡见不鲜，如电影

《指环王》三部曲的成功，使新西兰
玛塔玛塔（Matamata）小镇成为全
世界“魔戒迷”的特色旅游目的地；
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使韩国京
畿道法国村（Petite France）成为

“韩剧迷”追捧的热门景点；国产电
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带动了大理
白族自治州的文旅热潮；《繁花》播
出后不少旅客奔赴上海黄河路、南
京东路打卡……“影视作品中引人

入胜的叙事和精心设计的场景，让
观众在情感与环境的渗透交融中
产生深刻的共鸣，激发观众对剧中
取景地、美食、服饰等衍生产品的
强烈代入感，进而唤起他们亲身体
验和消费的冲动。”赵玉宏说。

相关研究表明，流行影视可提
升取景地25%至300%的游客数量，
平均可以达到30%。《山海情》的播
出带动宁夏红酒、滩羊肉销售翻了
10倍。《长安十二时辰》播出一周后
西安旅游热度上涨 22%。《我的阿
勒泰》热播后，自5月7日以来，布
尔津县累计接待游客达44.55万人
次，同比增长 68.04%，旅游综合收
入4.02亿元，同比增长64.15%。

在赵玉宏看来，“一部剧带火
一座城”，背后是影视与旅游产业
深度融合产生的“化学反应”。一
方面，能够直接促进文化消费，赋
能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影
视作品的热播，有助于提升城市知
名度和形象，拉动酒店、餐饮、交通
等相关产业链发展，同时将城市的
文化特色、价值观念等传递给广泛
受众，促进城市文化的传播和宣
传。”

另一方面，地域特色为影视作
品的高质量生产注入了活力。在
影视剧的拍摄与选址过程中，城市
的地理特征、自然景观以及民俗风
情是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例如，
东北的粗犷与《漫长的季节》相得
益彰，重庆的山城特色与《沉默的

真相》完美融合，大理的风花雪月
与《去有风的地方》相映成趣。独
特的城市风貌和文化传统，不仅为
影视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是
打造高质量影视作品的关键优势。

如何更好实现影视作品和城
市文化的双向赋能？赵玉宏建议，
各地政府应加大对地域特色文化
影视创作生产的扶持，构建影视与
文旅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完善
本地影视拍摄服务保障机制。首
先，建立健全影视拍摄服务保障机
制，通过成立专业影视服务机构，
提供场地协调、手续办理等一站式
服务，降低制作成本。其次，借助
影视作品的热度，推广城市文化，
联动影视 IP，拓展旅游产品和场
景，加强与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合
作，扩大传播范围，释放“影视+文
旅”的“长尾效应”。最后，探索“大
文娱市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巧
借影视传播的庞大力量，将影视、
文化旅游、乡村振兴、电商直播等
产业有机融合，形成“大文娱”市场
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完善城市文
旅配套设施，构建与影视作品内容
相关联的线上到线下沉浸式且参
与性强的文旅项目，拓展文旅产业
边界，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如陕西
清涧县依托路遥故里打造的人生
影视城，带动了当地就业和增收，
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赢。实现了

“一座城成就一部剧，一部剧带火
一座城”的双向赋能。

从年初的热播剧《繁花》带火上海黄河路和排骨年

糕，到今夏《我的阿勒泰》让新疆旅游迎来一波爆发；从

《承欢记》让黄浦江畔风景深入人心，到《春色寄情人》

让泉州Citywalk登上热搜……近年来，影视作品成为

城市文旅新名片，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一部剧，赴一

座城”。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4.5%的游客会

因观看某部影视作品或综艺节目，而对从未关注过的

目的地或景点动心。国庆假期，全国国内出游7.65亿

人次，出游总花费超7000亿元，旅游市场一片火热。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早已不是新现象。当下，推

动“影视+旅游”深度融合面临着诸多发展机遇。华侨

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孙盼盼表示，在宏观层面上，“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是

基本发展共识。一些制作精良的影视作品蕴含着多元

化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精彩的地方故事、独特的地方文

明和优秀的地方文化，是文旅融合的重要途径。在微

观层面上，当前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多元化，为“影

视+文旅”这一模式提供了技术支持、宣传推广、互动

体验等多方面助力。“文旅融合”，因为诗与远方本就是

我们的精神家园。

影视热带动文旅热，不止长
剧集，“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也成
为新的“流量密码”。相较于传
统影视剧，微短剧凭借传播速度
快、覆盖面广及互动性强等特
点，已快速发展为网络视听内容
领域的新赛道。今年，由四川省
选送的 5 部“四川造”“成都造”
微短剧作品《我和花花是发小》

《云朵之恋》《成都，说不出再见》
《寻找会说话的貊貊》《关于我的
祖宗是诸葛亮这件小事》入围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跟着微
短剧去旅行”最新一批推荐剧
目，这 5 部入选作品各具特色，
涵盖非遗、文物、城市文明、自然
景观和生态文明等话题和故事，
而它们的取景地也都是四川颇
具特色的旅游目的地。

从 5 部作品的取景拍摄地来
看，《关于我的祖宗是诸葛亮这件
小事》取景地为都江堰，《我和花
花是发小》取景地在大熊猫生态
旅游环线上的重要节点雅安邓池
沟，《成都，说不出再见》取景地为
成都市双流空港花田、中坝森林
等，《云朵之恋》取景地在四川龙
苍沟国家森林公园，《寻找会说话
的貊貊》取景地为绵阳北川西羌
神木寨、林海石源等。这些文旅
地标，通过微短剧内容的深度呈
现和情感联结，可以让更多人了
解四川各地的美景和文化魅力，
由此带动实景拍摄地旅游热。成

都天府宽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
事长赵斌认为，影旅融合的破题
关键，是对在地文化的理解和转
化，只有真正理解并挖掘文化内
涵，相关作品才能持续为观众带
来新鲜感，进而推动影旅融合实
现高质量发展。

全新布局“影旅融合”新赛
道的成都天府宽窄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也即将上新多部展现成
都影旅融合魅力的作品：即将开
机的广电总局重点项目、展现中
国航天人精神的电视剧《苍穹以
北》，描绘四川美食美景的真人
特摄短剧《熊猫超人》，聚焦西岭
雪山之美的《欢迎来到天灵山》，
反映消防员故事的《炽热的我
们》，讲述成都“香料文化”的古
装爱情片《云鬓添香》等影视作
品；以及已经开始录制的《现在
就出发 2》，10 月底开始录制的

《独一无二的你》，10 月 13 日起
在东方卫视首播的《开播！短剧
季》等多个 S 级综艺项目……积
累了丰富影视文旅经验的“成都
智造”已经蓄势待发，即将成为
全国影视新力量。

对于文旅运营方如何助力影
视内容创作，赵斌表示：“文旅剧
不是景区导游类剧集，应该更多
融合当地特色，展现当地风貌。”
他认为，文旅企业进军影视赛道，
具有先天的优势，尤其是能够迅
速整合资源，为剧组提供专业的

一站式落地拍摄服务。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地理风

貌独特的四川拥有这方面的天
然优势。四川省广播电视局相
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
打造“拍在四川”制片服务体系，
围绕建立资源库、提供制片服
务、举行影视研学、拓展文创产
品、开办影视培训班、开展国际
交流六大主营板块打造。同时，
依托成都文旅丰富的资源和运
营经验，面向全川“撒网”，快速建
立既符合导演“镜头需求”，又适
合做文旅开发的场景资源清单，
为“拍在四川”撰写清晰、详细、
好用的说明书。将依据地域特
色和文化效应打造四川影视品
牌，助力文旅发展。

“要将各种要素联动起来，影
旅融合才会更具价值。”赵斌透
露，“我们还将联合拥有横店影视
基地创始人核心人才的成都春光
好公司，为剧组提供全国一流的
专业优质服务，把‘拍在四川’做
优做强，成为‘移动的横店’。”

因地制宜、量体裁衣是双向
赋能的起点。文旅融合也需要

“致广大而尽精微”，让一个好地
方赋能一部剧，在一部剧中读懂
一座城，只有两者在精神上彼此
契合、在文化内涵上相互成就，作
品才能气韵生动，剧和地共情共
生，这样的诗和远方才会让人心
向往之。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卢星宇

如何站在彼此的角度双向赋能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依托
影视IP打造沉浸式体验主题景区，
让游客身临其境地体验影视作品中
的场景；《山海情》《人世间》《人生之
路》等不少影视作品中的取景地，吸
引众多粉丝前往游玩，带动当地经
济发展；《苍兰诀》《三体》VR 沉浸
式体验馆，结合前沿技术，打造影视
作品的虚拟现实体验……在全国渐
成风潮的“文旅＋影视”也悄然推动
着线上线下两大产业的“双向奔
赴”，不断催生出新场景、新消费。

“我的心先于我抵达阿勒泰。”
远立于北疆的阿勒泰，草原与天空
相接，牛羊与牧歌作伴。在这个春
夏相交，治愈了很多人。借由电视
剧《我的阿勒泰》主人公李文秀的视
角，观众得以深切感受这一北疆秘
境的自然风物及精神涵养，阿勒泰
由此成为现下大热旅游目的地，再
度彰显了“影视＋文旅”释放出的强
大动能。

阿勒泰地区以其丰富的旅游
资源和“中国雪都”的美誉，成为众
多文艺创作者的灵感源泉。近年
来，众多影视团队选择在此取景拍
摄。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拍摄
过程中，当地全力支持，协调资源，
确保拍摄顺利，比如，阿勒泰地区
歌舞团帮助演员更真实、生动地融
入角色，哈巴河县和布尔津县为剧
组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拍摄场地和
道具；积极对接影视团队，优化服
务，探讨如何将阿勒泰的特色文化
融入影视作品。“它是诗意再现阿
勒泰地区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的
影像画卷，是写给阿勒泰地区的一
封深情的情书。”《我的阿勒泰》文
旅项目经理吴欢玮说。

2023年初，随着电视剧《狂飙》
的热播，广东江门作为拍摄地迅速

受到关注。当地借此机会，深入挖
掘影视资源，推动“天然摄影棚”向

“影视梦工厂”转变。江门拥有丰富
的影视文化积淀，是大湾区的影视
资源宝地。于是，江门提出了打造

“10张城市文化名片”，将影视资源
作为重点。江门的自然景观和历史
建筑为影视拍摄提供了绝佳条件，
为充分发挥江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
势，助推影视剧组顺利开展工作，江
门还成立了影视拍摄协调小组，由
市委宣传部牵头统筹，22家市直单
位和7个县（市、区）共同参与，为影
视拍摄提供全方位服务，帮助剧组
协调解决拍摄中遇到的困难。去年
至今，已有 29 部影视剧在江门取
景，3 部电影公映。当地还举办了
光影展、参加影视产业大会、推出影
视旅游路线等，营造了良好的影视
文化氛围。

当下，“影视+文旅”发展有哪
些新机遇？两者又如何各取所需，
实现更进一步的融合创新？在爱奇
艺副总裁、总编辑王兆楠看来，“影
视+文旅”的双向奔赴和深度联动
是正向循环的，影视能够带来情绪
共鸣和情感联结，文旅则提供体验
经济和场景消费。清华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副院长张铮表示，影视剧
中的“地方烟火气”正在成为文旅传
播核心内容，要在影像中重建“地方
感”，让诗和远方在影旅的深度融合
下实现“互文”与“转译”。中国旅游
景区协会沉浸式文旅专委会专家组
组长王东提出，通过再造影视IP沉
浸式新场景可以提升旅游新体验，
在技术层面，要注重数字科技赋能、
系统性 IP 打造、项目化落地、全业
态创新；在政策层面，重视影视 IP
资源利用、影视与文旅融合支持、沉
浸式创新项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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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旅融合下的成都表达

短剧《我的归途有风》播
出后，“五一”期间乐山 43 家
国家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
200W+，同比增长4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