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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你知

從康城影展風光
而 歸 ， 電 影

《 九 龍 城 寨 之 圍
城》又迎來新的好
消息，港澳票房6月
2日突破9000萬港

幣，連續32日成為單日票房冠軍。
趁着 「九龍城寨」 的旋風，對於未來

如何能夠進一步開發文化IP、延長影視動漫
等產業鏈、擴大經濟效益，大公報記者採
訪香港電影發展局主席王英偉，《九龍城
寨之圍城》監製、資深電影人莊澄，以及
《九龍城寨之圍城》編劇陳大利等業界人
士，在總結該電影的成功經驗的同時，他
們認為高質量的內容是發展文化產業的基
礎，未來還可以通過文旅產業協同發展、
依託內地市場機會鍛煉人才等方式推動香
港文化產業發展。

《九龍城寨之圍城》（下稱：《九龍城寨》）今次
能在兩地市場都大獲成功，出乎很多人意料。在內地上
映前，電影首日僅僅拿到9.4%的排片，同時期上映的
《維和防暴隊》和《末路狂花錢》的排片量則分別是
26.9%和15%。在莊澄看來，電影上映之初在內地排片
量雖然低，卻是正常的市場選擇。 「內地院線排片的時
候也要考慮內地觀眾過往的口味，給《九龍城寨》排片
少一點也不出奇。」 他說： 「從2003年CEPA（《內地
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簽訂至今，
一開始香港所有的電影在內地票房都很好，而後伴隨內
地電影的發展，香港商業電影在內地漸漸失去優勢，開
始以警匪片和犯罪電影為主；而後這兩個類型的電影也
開始疲弱，直到今天。」 莊澄認為： 「香港電影其實一
直在內地市場不斷尋找自己的位置，有人說《九龍城
寨》這部電影如果再不賣座，以後就別拍了，但是電影
最終的結果證明，只要電影質量好，即便沒有那麼多大
牌演員，都會受到兩地觀眾的喜愛。」

「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助力年輕導演
憑藉口碑效應，《九龍城寨》不僅在香港創造票房

奇跡，在內地市場亦一路高走。沒有大牌演員，沒有
「流量」 明星，以一班新鮮面孔成功突圍的《九龍城
寨》證明，高質量的內容才是市場保證。內容的誕生有
賴於人才的培養，近十幾年中，特區政府通過不斷向香

港電影發展基金注資以支援電影發展， 「創意香港」 推
出的 「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更是成為香港年輕電影人的
搖籃。

然而，很多導演在通過 「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嶄露
頭角後，便迅速消失在電影市場。作為《九龍城寨之圍
城》的編劇之一，陳大利是土生土長的香港電影人，他
曾先後參與葉偉信 「葉問」 系列，並與司徒錦源合作
《西遊記之大鬧天宮》，後又自編自導了電影《黃金
花》，獲得電影發展基金提供融資製作，如今陳大利正
在北京參與另一個重要電影項目的編劇工作。在陳大利
看來，《九龍城寨》的成功對於整個香港電影產業而言
都是一劑強心針，但他提醒，當前香港的電影項目要麼
是如 「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當中的小成本項目，要麼是
如《九龍城寨》這般背負巨大投資壓力的大製作，當中
的中型製作項目則很是缺乏，年輕導演雖可以在小成本
項目上獲得成功，卻未必能夠、也不足以被信任能夠擔
綱大製作。

陳大利認為，內地的電影產業可以為香港年輕導演
提供更多在中型製作中試煉的機會。他談到，當前內地
三大串流媒體平台愛奇藝、騰訊視頻、優酷視頻旗下的
網絡大電影發展如火如荼，近年中更開始逐漸擺脫荒蠻
時代、誕生出精品， 「這些網大的項目其實大多製作精
良，只是在劇本上比較薄弱，他們需要港風港味類型的
電影，這對香港年輕電影人而言是很好的練手的機

會。」
作為一部高投資的電影，雖然票房節節高，但截至

採訪前，《九龍城寨》尚未收回成本。對於電影未來在
進一步挖掘經濟效益方面，還可以進行哪些嘗試，莊澄
提到，香港電影未來可以考慮與更多的文旅結合。

文旅產業協同發展提升影響力
莊澄表示，有業界提出可以在香港重建城寨以推動

旅遊產業發展，對此，特區政府近日表示正與有關方面
商討，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表示： 「它的景已經拆掉，
但沒有棄掉，仍在的。會不會把部分的景拿出來，在一
個適當地方擺放，讓公眾人士、旅客可以在該處 『打
卡』 或觀看，這方面我們正在商討當中，如果有進一步
消息，再向大家報告。」

王英偉進一步指出，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的成
功，也的確能帶動文旅發展，這正好說明電影本身的力
量和功能，如果能充分發揮到電影與旅遊業之間的協同
效應，相信對電影產業的發展也會帶來莫大的幫助。王
英偉表示，政府在2024年向電影發展基金注資約14億
港幣，他們將繼續完善現有支援措施，並研究推出新措
施，致力提升香港電影在內地和環球市場的曝光率和影
響力。同時鼓勵香港電影工作者與內地及
海外同業積極交流，吸收新思
維，為香港電影注入創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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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屆 「動畫支
援計劃」 日前在香港藝

術中心舉行頒獎典禮，香港數碼娛樂協會會
長彭子傑在典禮上提到，由特區政府 「創意
香港」 贊助的 「動畫支援計劃」 發展到11
屆，這11年中， 「動畫支援計劃」 共資助了
超過210間本地初創或者小型動畫企業，見
證了香港動畫行業的蓬勃發展，也推動了整

個行業的進步。
彭子傑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認為，

當前香港 「動畫支援計劃」 已經來到豐收
期，許多參與計劃的作品都在本地和國際拿
到許多獎項。未來面臨的主要課題是如何促
進動畫作品商業化和產業化。彭子傑提到，

正在熱映的《九龍城寨之圍城》就是一部漫
畫改編的電影，這次改編的成功對於業界而
言都很有啟發，他提到未來需要加強對動畫
漫畫同電影、虛擬偶像、音樂等方面的整體
開發，吸收新的讀者群，對外和對內地加強
IP推廣，為業界帶來新的動力和活力。

動畫支援計劃進入豐收期
漫畫改編

文化及創意產業是香港最具活力的經濟環
節之一，有助促進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機會。
文化及創意產業涵蓋一組知識型活動，通過創
意及以智力資本為基本投入要素，生產具文
化、藝術和創意內容的貨品和服務。

行政長官
李家超日前出

席行政會議前見記者時表示，今年
全年的盛事項目將由先前約150項增
加至約210項，料吸引170萬旅客人
次參與，為香港帶來約72億元消費
額，經濟價值增加43億元，全新盛
事包括11月首次舉辦香港時裝設計
周等。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文化
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和香港旅
遊發展局（旅發局）總幹事程鼎一

在記者會上公布2024年下半年香港
盛事年表。

旅發局期望在與各個政府部門
及活動主辦單位緊密合作之下，推
動及吸引更多全新盛事及大型活動
落戶香港，做好香港盛事，以及創
造最大經濟效益。黃偉綸則表示未
來會繼續努力，做好搭台和導演的
角色，盼望業界可以抓緊商機，
將 「人氣」 變為 「財氣」 ，帶
來經濟收益。

拚經濟．拚發展
文化篇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顏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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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寨之
圍城》劇組亮相第77
屆康城影展紅毯。

▲《九龍城寨之圍
城》康城展映反響熱烈。

創意產業助提升經濟發展動能

•共有超過1000個藝團

•每年演出場數多達

8000場、吸引超

過300萬觀眾

•共有3.92萬家與文化
及創意產業相關的企

業、從業員逾20萬人

•文化及創意產業佔香港本地生

產總值約5%

香港的文化藝術及創意產業，融
會中西，包羅萬象，質量皆優。從戲

劇到舞蹈，由流行音樂到戲曲，香港是東西方表演
藝術的一個中心。香港亦是世界最大型藝術品拍賣
市場之一，頂級畫廊如高古軒畫廊和白立方畫廊來
港開業。佳士得和蘇富比在香港亦擁有重要業務。

創意產業是香港重要的經濟動力，可增強經濟
發展的創新能力，並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源泉。香港
在主要創意產業領域具有優勢，例如電影、電視、音
樂、設計、建築、廣告、動漫、遊戲和數碼娛樂，以
及出版與印刷等。業者精益求精，屢獲國際殊榮。
業界每年都有多項盛事，重頭戲包括每年3月至4月的

「香港影視娛樂博覽」 （包括 「香港國際影視展」 、
「香港國際電影節」 、 「香港電影金像獎」 、 「香港亞洲

流行音樂節」 等十大活動）；以及每年年底由香港設計中
心舉辦的 「設計營商周」 ，該活動已成為區內舉足輕重的
設計盛事。德國、丹麥、比利時、瑞典和巴塞羅那都是活
動近期的合作夥伴。

此外，香港亦推動其創意產業走向世界，例如過去曾
資助香港出版總會及香港印刷業商會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
會、法蘭克福書展、台北國際書展、倫敦書展、意大利博
洛尼亞兒童書展設立香港館，以展示香港出版及印刷業的
成就；資助香港建築師學會在 「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
內設立香港館，及在香港舉行 「香港．深圳城市／建築雙
城雙年展」 ，以推廣香港建築設計；並資助數碼娛樂業界
參與 「法國安錫國際動畫節」 、 「國際娛樂內容交易市
場」 （MIPCOM），及成功爭取在香港首次舉辦 「亞洲
電腦圖形和互動技術會議及展覽」 等。

11月首辦香港時裝設計周 包羅萬象

全新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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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佳士得
香港春拍現場。

◀今年3月香港國際影視展匯聚來自逾
25個國家及地區、超過750家參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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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文化產業

時間 活動

中華文化節6月至9月

武林盛舞嘉
年華

7月9日
至14日

香港演藝博
覽

10月14日
至18日

多個節日慶典9月

第四屆粵港
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

10至11月

香港時裝設計周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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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開發IPIP 打造優質內容打造優質內容
香港文化產業大有可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