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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港澳服务提供者投资电影制作业务管理规定》：

以开放合作新举措，筑电影发展新高地

经典模式的承袭与变奏

电影《大风杀》的叙事结构明显借

鉴了经典西部片的模型：一个濒临荒

废的偏远小镇，被外界隔绝，少数正义

力量对抗大批匪徒的围攻。这种情境

让人联想到黑泽明的《七武士》及其西

部片改编《豪勇七蛟龙》等“据城而守”

的叙事。片中仅有三名警察坚守小

镇，对抗四十多名穷凶极恶的悍匪，形

成了极端悬殊的力量对比。这一设定

通过孤胆英雄困兽斗的模式，成功营

造出压迫性的紧张氛围和“困境求生”

的戏剧张力。为使如此悬殊的对决更

具可信度，影片在情节设计上作了两

方面铺垫：一是赋予男主角夏然退伍

老兵的背景，使其具备超群的战斗技

能；二是设置了匪帮内部“黑吃黑”的

副线，令多数匪徒自相残杀，从而给警

察阵营以各个击破的机会。这一双线

并进的叙事策略使得主线冲突自洽：

内部矛盾削弱了匪帮合力，也丰富了

故事的戏剧性。

影片通过主线的正邪对决与副线

的匪帮内斗交织，试图打造群像戏下

多层次的叙事结构。但影片的叙事在

后半程出现明显失衡，尤其是第三幕

情节的发展。当高潮处沙尘暴来袭

时，导演没有选择让正派借助天时地

利反败为胜的合理路径，反而祭出颇

具争议的“机械降神”：让悍匪车队在

风暴中集体翻覆毁灭，而主角夏然却

奇迹般安然无恙。这种违反常理的处

理削弱了先前精心累积的紧张感，也

使人物命运的严肃性打了折扣。此

外，反派首领北山在丧失唯一信任的

狙击手“舌头”后情绪突变，居然在废

墟中声泪俱下感叹“时代变了”——这

一出人意料的情感转折消解了角色原

本的凶残形象，使之瞬间滑向荒诞。

这些叙事上的瑕疵说明影片后段未能

稳住前半段建立的叙事节奏与重心，

导致主题表达有所溃散。

悬念营造与暴力美学

作为一部风格化鲜明的影片，《大

风杀》在镜头语言和视听风格上展现

出强烈的作者意图。导演张琪出身剪

辑师，这使得影片在节奏把控和画面

衔接上颇为用心。前半段的剪辑凌厉

紧凑，多线索并行却井然有序，观众几

乎猜不到下一秒谁会死。这种利落高

效的剪辑风格结合紧张的音效设计，

大大提升了本片的观赏性。此外，摄

影和美术营造出极具质感的西部荒漠

氛围：漫天黄沙、残阳逆光、破败的街

景，无不强化了故事发生地——上世

纪90年代边陲废城的苍凉感。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善于运用特

写和隐匿镜头来制造悬念。反派首领

北山出场时，导演并未急于给出他的

正脸特写，而是通过旁侧视角和他人

与其有关的对话，先行勾勒出角色阴

狠难测的形象。这种“未见其人，先闻

其声”的处理吊足了观众胃口，也让北

山初露真容时的冲击力更为强烈。类

似地，在餐馆对峙戏中，镜头先对准北

山赤裸的双足和夏然穿着鞋的双足，

寓意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一俗语

所蕴含的心理差异。通过这些细节化

的镜头语言，影片将人物关系和心理

博弈视觉化为具有象征意味的画面，

大大丰富了影片的解读空间。

在视听元素的运用上，导演大胆

尝试了暴力美学与诗意意象的融合。

一方面，影片呈现的暴力场面直白而

震撼：从开场匪徒以钢笔穿喉残忍杀

人立威、到铁丝缠尸、再到狙击手隔墙

盲狙猎杀，每一处暴力都极具视觉冲

击力。影片并非只追求血腥刺激，而

是通过暴力前的紧张铺垫与暴力后的

沉痛后果，探讨人在绝境下道德底线

的崩解。这赋予血腥场面以一定的人

性思考，使其超越了纯粹感官层面的

消遣。然而另一方面，影片后半段对

暴力美学的控制有所失衡。过度堆砌

的为了追求形式感的镜头，导致观众

的审美疲劳与影片叙事张力的下降。

例如，反派“大头”被铁丝缠绕面目狰

狞的造型原本可作为人物异化的象

征，但反复出现反而削弱了效果；夏然

与北山的最终决斗也滑向纯粹的暴力

展示，以至于人物生死仿佛取决于导

演一时的情绪而非剧情的内在逻辑。

此外，还在若干场景中插入了超现实

的意象：例如多次闪回夏然与“并不存

在的战友”多杰之间的对话，通过幻觉

般的段落探讨夏然内心的创伤与孤

独。这虽然增添了影片的艺术气息，

但也干扰了叙事连贯性，也让故事变

得令人费解。

风暴中的人性与时代寓言

《大风杀》片名中的“风”既指片中

反复出现的沙尘暴元素，也象征着时

代变革的狂飙巨变。风沙意象贯穿全

片：它肆虐时吞没枪声、遮蔽视线，在

物理上成为影响战局的重要因素；而

在象征层面，大风又仿佛历史洪流，裹

挟并最终湮灭了片中所有人物的野心

和挣扎。“大风”既是剧中突围困境的

关键环境因素，也是对一个旧时代尾

声的形象化隐喻。

片中人物及细节亦蕴含诸多符号

意味和隐喻对照。例如，夏然与北山

在餐馆正面交锋前，镜头通过呈现两

人足部的差异：北山赤脚、夏然穿靴，

隐含着前者“赤脚者”（无所顾忌的亡

命之徒）与后者“穿鞋者”（有责任与羁

绊的守护者）心态上的强烈反差。这

种细节设计以视觉方式传达了人物关

系的微妙信息，体现出导演在镜头隐

喻上的巧思。此外，夏然绰号“报丧

鸟”，意指他如同不祥预兆的乌鸦。这

一称号既点明了他背负战争创伤、内

心阴郁的特点，也预示了他所在警队

在此次围困战中的凶险结局。又如匪

徒绰号“舌头”的狙击手，“舌头”象征

着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死亡威胁，而

多杰这个藏族牧民最终以牺牲自我的

方式“切下舌头”，不仅报答了夏然的

知遇之恩，也形成了正邪两方“暗杀

者”之间的镜像对位。这种镜像关系

在夏然与北山之间同样存在：两人都

是孤独的“时代弃儿”，一个因战争心

理创伤选择自我封闭，一个因不信任

他人而孤军奋战，但最终双方各自找

到可以为之付出的伙伴，呈现出某种

意义上的惺惺相惜。通过这些对应关

系，影片在人物层面构建了隐秘的镜

像结构，借助象征手法探讨了忠诚与

背叛、牺牲与救赎等母题，为类型化的

警匪故事注入了一定的精神深度。

总体而言，《大风杀》是一部颇具

探索精神的类型融合之作。它在叙事

结构上承袭经典又不乏新意，在镜头

语言上大胆运用符号隐喻营造悬念。

这使影片超越了一般警匪动作片的单

一维度，成为一次富含作者表达的暴

力美学实验。当然，初执导筒的张琪

在驾驭复杂叙事和多重主题时难免力

不从心，影片后半程的失控与失衡也

招致了不少批评。但瑕不掩瑜，《大风

杀》的出现无疑为华语类型电影注入

了一股劲风。它提醒我们：类型片并

非只能因循守旧，类型融合与风格创

新大有可为。

5月26日，为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电影合作交

流，繁荣电影创作生产，国家电影局印发

《港澳服务提供者投资电影制作业务管理

规定》（国影发[2025]4 号，以下简称《规

定》）。《规定》以开放合作为导向，在完善

电影产业开放体系、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方

面迈出重要一步，引发业界广泛关注。

一、出台背景

内地对港澳地区的电影政策演进，始

终围绕着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

协同发展的目标。新世纪以来，内地与香

港、澳门之间的经济合作日益紧密，电影

产业合作持续深化。在建设电影强国的

战略背景下，《规定》的出台恰逢其时，具

有显著的时代契合性与政策必要性。

（一）“电影强国”的时代要求。2021

年11月，国家电影局发布的《“十四五”中

国电影发展规划》提出 2035 年我国将建

成电影强国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

标，需要系统推进电影产业的优化升级，

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促进国际交流和对

话，扩大电影国际影响力。

香港与澳门具有独特的历史底蕴、

区位优势与支持政策，为中华文化走向

世界提供了重要支点。香港电影与澳门

电影作为华语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实现电影强国战略的关键拼图。其中香

港电影在跨越百年的砥砺发展进程中逐

步形成了成熟的工业化体系与类型片的

创作传统，其武侠、警匪、喜剧等类型片

曾成功实现跨文化传播，成为中华文化

国际输出的重要载体。澳门电影虽然起

步较晚，但其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

禀赋。近年来，依托本土文化特色，港澳

地区逐渐在艺术片、纪录片等领域形成

独特风格。

鉴于此，充分调动香港与澳门地区的

资源，发挥其“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

人”的独特优势，有助于提升中国电影的

整体竞争力与全球影响力，推动中国从

“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

（二）CEPA 框架下的持续深化。国

家一直高度重视内地与香港、澳门地区的

紧密联系与合作发展，在电影方面的市场

准入门槛梯次放宽。

2003年6月和10月，内地与香港、澳

门特别行政区分别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电影领

域也被纳入重点扶持范畴。2003 年 11

月，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台的《外

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明确，允许香港、

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以合资、合作的形

式建设、改造及经营电影院。2006 年 1

月，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台的《〈外

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补充规定二》明

确,允许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

立独资公司，在多个地点新建或改建多间

电影院，经营电影放映业务。

在CEPA协议的框架下，系列电影优

惠政策深入实施，香港电影焕发出强大活

力。徐克、杜琪峰、陈可辛、刘伟强、王家

卫、林超贤等香港电影人纷纷“北上”，内

地与香港的合拍成为合拍片的重要力量；

寰亚、英皇等影视企业布局内地市场；

UME、百老汇等品牌院线也在内地加速

发展。其中，被誉为“香港电影教父”的吴

思远作为行业先行者，率先探索在内地开

设现代化的多厅影城，其在北京和上海等

地开设的华星国际影城，一度引领内地多

厅影院建设热潮，这正是政策引导下港澳

资本投资内地影院的重要案例。

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强调，

要充分发挥香港影视人才优势,推动粤

港澳影视合作,加强电影投资合作和人

才交流,支持香港成为电影电视博览枢

纽。2019年4月,国家电影局出台五项措

施，对港澳电影业在内地的发展进一步

放宽政策。2019年11月,商务部对《内地

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

的安排》进行了修订，其中列出了电影相

关的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2024 年，有

关部门对 2019 年修订版协议再次进行

了修订，形成《协议二》，其中明确要求取

消香港服务提供者不得投资电影制作的

限制，并且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经内地

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发行公司，经营以

买断形式引进的香港影片的发行业务。

而此次出台的《规定》则是对《协议二》的

具体落实。

（三）破解市场瓶颈的切实需要。客

观地看，当前，内地与香港、澳门地区的电

影产业都面临着一定的现实问题。中国

内地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电影市场潜力

巨大。2025年年初，一部《哪吒之魔童闹

海》以超 150 亿元的票房成绩刷新纪录，

印证了内地电影市场的强大消费力。然

而，除了春节档、国庆档等热门档期之外，

其他时间段存在着影片特别是优质影片

供给不足的问题，导致观影供求明显失

衡。内地电影市场需要更多的电影精品

来满足广大观众的需求，激发观众的观影

热情。

与此同时，香港地区的电影产业发展

则面临着人才梯队断层、类型片创新乏力

等挑战。数据显示,2024年香港地区的电

影票房为 13.44 亿港币（约合人民币 12.6

亿元），相较于 2023 年下跌了 6.2%，与

2011 年的票房成绩相当，反映出香港电

影市场的低迷态势。而澳门地区的电影

产业更有着基础薄弱、创作能力较差、市

场规模有限的顽疾。

因此，内地与港澳电影产业的现实困

境亟待调整与破解，从而使三地的资金、

人才拥有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使其创作

潜力能够得到更好发挥。

二、主要内容

自2003年CEPA协议签订以来，内地

与港澳通过签署多项补充协议不断深化

合作。此次出台的《规定》共有七项条款，

更加具体化、针对性地放松了港澳服务提

供者在内地市场的发展限制。

（一）在制作层面为港澳公司松绑。

《规定》第一条提出，国家鼓励香港、澳门

服务提供者在内地投资设立电影制作公

司，开展电影制作业务。此前出台的相关

政策大多聚焦电影放映业务、影院建设业

务。此次在电影制作层面进一步开放了

内地市场，无疑是一次重要突破。正如中

宣部电影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毛羽

在“2025 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电影业

高质量发展论坛”致辞中所说：“从 2003

年开始的CEPA协议，20年的时间从允许

影院投资到允许投资设立制片厂，香港电

影终于全部融入内地电影发展。”

此外，《规定》第六条指出，经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批准，既有港澳投资企业可在

其经营范围中办理相应增项，开展电影制

作业务。这项条款改变了以往港澳资本

需通过合资或特定审批流程进入内地市

场的要求，更大范围内提高到国民待遇。

在香港文汇报的采访中，电影行业研究者

彭侃表示：“根据CEPA规定，港澳和内地

合拍电影早就已经享受国产片的待遇，提

出鼓励港澳资本进入内地电影市场，会从

流程上进一步简化港澳资本进入内地影

业。”

（二）在类型层面为港澳公司开路。

《规定》第三条指出，本规定中所指电影，

包括故事电影、动画电影、科教电影、纪录

电影、特种电影、虚拟现实电影等种类。

此项条款，通过明确而细致的类型界定，

为寻求差异化发展或深耕特定领域的电

影制作方，尤其是具有独特文化视角和创

新动能的港澳电影公司提供了广阔的探

索空间，为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将新兴的虚拟现实电

影纳入管理框架，是对电影艺术与技术前

沿发展的敏锐捕捉和积极拥抱。虚拟现

实电影作为一种沉浸式、交互性极强的全

新视听叙事形态，代表了电影工业未来的

重要方向之一。《规定》实质性地拓宽了电

影创作的边界，既为电影语言的革新提供

了制度保障，又为港澳资本提供了类型多

元化的发展赛道。

（三）在主体层面为港澳公司赋权。

《规定》第四条明确指出，港澳投资电影制

作公司可作第一出品单位，由其提交电影

的立项和审查申请。此前，港澳资本多作

为联合出品方或需通过合拍片形式参与

影片创作，主导权受限。此项条款赋予了

港澳电影公司项目主导权，使其可独立策

划并申报电影项目，话语权得到显著

提升。

《规定》第五条指出，申请国产电影备

案时，如港澳投资电影制作公司为联合出

品单位，或已取得备案回执的国产电影拟

增加港澳投资电影制作公司为联合出品

单位，备案和审查的申报程序及材料要求

参照现行国产电影的管理办法；如拟变更

第一出品单位为港澳投资电影制作公司，

须按照本规定第四条补充办理相应的立

项、审查等手续。此项条款要求联合出品

或增补港澳电影公司为出品方的备案程

序与国产电影一致，变更第一出品方则只

需补充立项手续，也是简化了准入门槛，

具有灵活性、便捷性与规范性。

三、重要意义

客观来看，《规定》的出台对于内地与

港澳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其不仅回应

了港澳业界对内地市场的长期诉求，有助

于推动三地电影产业深度融合，还可为中

国电影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一）推动优势互补，达成双向赋能。

《规定》为港澳电影从业者提供了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同时助力内地电影产业提升

国际竞争力，形成双向赋能的良性生态。

对于内地电影产业来说，港澳资金、

人力、物力、技术的进入,不仅能激活内地

电影市场，填补档期空白，为观众提供丰

富的观影选择，从而增强票房收入，提振

行业信心，还将通过协同发展推动内地电

影工业体系向“专业化、类型化、国际化”

进阶，促进内地电影产业提质增效。

对于港澳电影产业来说，内地电影市

场具备显著规模优势，特别是内地电影院

线与观众对优质影片存在持续旺盛的需

求。《规定》优化了准入机制，使港澳电影

资源得以更高效地进入内地市场，有效提

升港澳影业的创作灵活性与投资回报

率。据中新网消息，香港电影制片家协会

主席洪祖星认为，香港电影产业现处低潮

期，国家开放措施为其打开内地市场大

门，希望业界抓住机遇发展。香港文汇报

报道，北京与大湾区专家和香港业内人士

一致认为，此项新规不仅为港澳资本迎来

“跨界”春天，更将为内地影视产业带来活

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助力中国电

影产业扬帆远航。

（二）深化产业协作，促进文化交融。

《规定》的出台，标志着内地与香港、澳门

电影产业合作进入制度化、深层次发展阶

段。这意味着三地电影人能够打破地域

限制，在各个环节紧密配合，促进内地与

港澳合力创作出更多题材丰富、制作精良

的优质电影，有利于整合粤港澳大湾区文

化资源，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影产业

高地。

此外，电影作为文化载体，其合作效

能可以超越产业本身。《规定》的落地实

施，能有效强化三地电影人的沟通往来，

让大家在相互学习、相互启发中，为讲好

中国故事搭建起更具包容性的创作平台，

挖掘出更具纵深性的文化内核。这不仅

可以推动电影产业的协同发展，更会促进

文化的深度交融，从而进一步加深民族感

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彰显开放决心，增添强国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3月28日会见国

际工商界代表时的讲话中强调：“对外开

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

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我愿在此重申，中国

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开放的大门只会

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

变。”

《规定》对港澳投资的放开，不仅体现

了国家支持港澳资本融入内地电影市场

的政策导向，更释放出国家正以坚定的决

心和务实的行动，推动对外开放向更高水

平、更广领域迈进。正如电影行业研究者

支菲娜所言：“内地服务业市场开放基于

CEPA不断推进，此次从准入前国民待遇

向国民待遇的巨大转变，让更多海外资

金、从业者和投资者看到中国内地市场对

外开放的决心。”

从CEPA的市场准入，到新规的突破

性放开，政策工具箱不断完善丰富。未

来，随着政策落地实施，还需健全实施机

制与评估机制，注重观察政策在实施过程

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对其进行动态调

整，以期构建更加开放的产业协同体系，

助力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

（刘汉文，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

授；王懿涵，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23

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