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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在第十五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影鏈未來——虛擬現實電
影產業生態大會」上，珠江影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瀟湘

電影集團、幸福藍海影視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十餘家電影
院線及集團代表共同啟動了虛擬現實影院發展計劃。珠江影業
作為老牌影業正在積極轉型，負責人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加
入該計劃一是積極回應國家電影局部署，二是順應行業科
技發展趨勢。「在電影行業，技術革新是保持競爭力的
關鍵。VR技術能帶來全新沉浸式觀影體驗，吸引年
輕、追求新奇的觀眾群體，拓展市場份額。珠江影
業在VR上的布局勢在必行。」

積極布局新賽道 推動業務多元化
該負責人認為，VR正在重構觀眾與影
院的關係。「VR技術打破了傳統觀影
中觀眾與屏幕的距離感，觀眾不再是
被動觀看者，而是可以深度參與影片
情節，成為故事的一部分。他們能自
由選擇視角，甚至影響情節發展。影
院也從單純的放映場所轉變為提供虛
擬現實體驗的空間，創造個性化、定
製化服務，增強觀眾黏性和忠誠
度。」
「VR影院將是推動公司業務多元
化和轉型升級的關鍵領域，對珠江影
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我們
正打造珠影晟潮影城為代表的珠影新一
代影城旗艦店，也將逐步增加在VR影院
建設、技術研發、內容創作等方面的投入，
釋放高質量發展新動能。」負責人說。
具體實施上，珠江影業將根據市場現狀，選擇

技術成熟、口碑良好的VR設備，與供應商建立長期合
作。在影廳改造方面，會優化空間布局，確保觀眾有足夠活
動空間，並改善環境條件提升舒適度。票價體系上，會根據影片類
型、時長和設備成本制定合理價格區間以吸引觀眾。他表示，願意與本土
科技企業合作開發定製化解決方案。
他強調：「VR電影還是內容為王。目前拿到排次號的VR電影數量有
限，但它們都是故事性、藝術性強且主題風格多元的高質量內容。我們有
計劃依託全球頭部兒童動畫IP《海底小縱隊》，結合VR技術重構海底探
險場景，升級沉浸式科普體驗，同時聯動珠影影城資源，規劃『線下觀
影+衍生品銷售+主題展覽+親子研學』全場景消費閉環。以此為基礎，我
們將組建專門VR創作團隊，與優秀編劇、導演合作，開發創新VR電影
作品，提供更多優質獨家片源。」

可實現多人聯機社交互動
面對傳統影院社交觀影核心與VR個體沉浸體驗的差異，負責人表示：
「影院具有天然社交屬性。VR觀影雖側重個人沉浸，但可通過多人聯機
實現虛擬世界內社交互動，並在公共區域設置交流區、體驗分享區，鼓勵
觀眾觀影前後交流分享，延續社交氛圍。我們會聚焦技術場景創新與空間
設計融合，設計多樣化觀影模式，既保留傳統影院社交儀式感，又利用
VR技術創造新型社交觸點，平衡兩者差異。」
他續透露珠江影業在VR影院領域的近期規劃：「我們正加速推進新一

代影城旗艦店建設，這是公司VR戰略落地的關鍵一步。珠影新一代影城
旗艦店將落戶廣晟萬博城，這個項目將突破傳統影院模式，不僅配備前沿
的LED電影屏幕，更將打造沉浸式VR體驗空間。我們計劃通過『電
影+』模式開展多元娛樂活動，實現與周邊業態的深度聯動。」他表示，
這個致力於構建「年輕力消費社交空間」的旗艦項目，是珠江影業探索影
院轉型升級的重要嘗試，力爭在2025年底前實現開業運營。

隨着國家電影局「龍標」（電影公映許可證）開闢虛擬現實電影（下簡稱為VR電

影）新類別，傳統影院加速布局VR電影賽道——珠江影業通過旗艦影城建設、硬件

升級與沉浸式內容開發，推動影院從「放映空間」向「體感交互空間」轉型，

並積極探索VR電影與傳統社交觀影的融合路徑。與此同時，影視平台戰略

分野凸顯：愛奇藝藉《風起洛陽》等IP落地40餘家VR全感劇場，構建「內容+線下樂園」

閉環；騰訊視頻、優酷則持審慎態度，聚焦IP全產業鏈開發與虛擬拍攝技術應用，折

射出行業對盈利模式與用戶付費意願的核心焦慮。業內人士指出，VR電影的核心

在於重構「體感敘事語言」，需突破傳統影視邏輯，以設備能力定義創作邊

界；在出海維度，可通過普世敘事框架與本土化演繹破解文化隔閡。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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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在《風起洛陽》VR全感
劇場中體驗。 網上圖片

關於VR電影核心價值，存在關鍵討論：作為
新興媒介，核心是「講故事」還是創造「體驗
感」？有觀點認為故事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核
心。另一位業內人士指出：「這個觀點可能忽
視了形式革新對敘事本質的影響。這類似於電
影取代戲劇時的情形：當時戲劇導演也認為核
心是講故事，卻未充分意識到電影獨特鏡頭語
言和光影藝術帶來的敘事革命。同理，轉向VR
電影，從業者需掌握VR媒介獨有的敘事語言
（如潛在『體感語言』），以適應新媒介的特
性構建觀眾『故事感受』。」
他補充道：「目前大部分VR嘗試尚未充分意

識到這點，往往簡單移植傳統故事框架。但VR
講故事的潛力遠不止於此，它擁有更深刻的表
達維度。縱觀歷史，敘事形式隨媒介演進——
從口口相傳、評書曲藝、印刷小說到戲劇影
視，每種都發展出適應載體和受眾的獨特敘事
手段。VR敘事同樣需探索並掌握其專屬新語言
體系，這不僅是技術應用，更是敘事藝術的深

刻進化。故事永恒，但承載和體驗方式將因VR
煥然一新。」

以體驗感為核心驅動設計
該業內人士建議VR內容創作可採用與傳統影

視不同的邏輯：「以體驗感為核心驅動設計。
情節設置、影像編排乃至故事框架均服務於多
維度體感效果（視覺、聽覺、觸覺等）的實
現，用技術構建不可能的場景，讓觀眾成為
『參與者』而非『旁觀者』。可嘗試通過設備
能力定義創作邊界，內容設計匹配硬件上限
（如風感系統、載具運動平台、雨霧模擬
器），確保協同輸出最佳沉浸狀態；或用模塊
化節點替代線性敘事，摒棄傳統『打怪升級』
情節，將體驗拆解為獨立單元，不同節點配套
不同體驗。」他強調，「VR的核心吸引力在於
『設備實現的顛覆性體感』。IP改編能帶來流
量，但決定生存的關鍵是『體感語言』創新。」
當前影視行業面臨挑戰，微短劇是火熱賽

道，業界也在積極探索VR這一增量方向。「從
北京國際電影節等業內反饋看，VR被視為未來
重要增長點。海外已有諸多遊戲改編VR內容的
成功案例（如《刺客信條》系列）。行業探索
焦點在內容形態（如大空間體驗、小團體互
動、全感官沉浸敘事）、設備應用策略，各參
與者正基於自身資源嘗試不同路徑。」
文化出海始終是熱門話題，該業內人士表

示，文化出海涉及面非常廣，內地很多遊戲廠
商在這方面做得極好，如米哈遊的《原神》
等。關於VR出海，他分享了自己的思考：「目
前傳統影視出海效果有限，癥結或在於敘事隔
閡——純中式敘事講述中國故事難被國際理
解。荷里活的成功在於運用『普世敘事框架』
（如英雄主義、家庭紐帶等）包裹多元題材，
講述不同地域背景故事，並依託英語傳播優
勢。而李小龍的成功因其塑造了跨越文化壁壘
的『中式英雄』視覺符號；當下微短劇出海採
用的『中國劇本+本地化演員演繹』模式也證明

了此路徑有效——通過本土化降低接受門
檻。」
「因此我認為VR出海的一條可行路徑是『優

先選擇全球認知度高的IP進行本土化改編』，
通過目標市場熟悉的敘事元素建立初步連接。
用戶體驗認可並且對VR形式產生興趣後，再循
序漸進滲透更具中國文化特質的內涵。」他總
結道，「文化傳播本質是找到『受眾願意聽並
聽得懂的故事』。VR作為新載體，同樣需要建
立『用戶先行』思維：通過降低體驗門檻積累
受眾，再逐步構建文化影響力。」

VR電影講故事潛力無限 國際IP本土化或成出海突破口

對於VR電影，內地主流
影視平台愛奇藝、優酷、騰訊視

頻反應不盡相同。公開信息顯示，愛奇
藝介入最早，2017年就自製了20多款VR視頻內

容，包括《無主之城》《熱血街舞團VR》等，與熱映
影視劇聯動。某業內人士匿名透露，因消費者市場頭顯
普及率不高及用戶付費意願薄弱，愛奇藝VR部門曾大
規模裁員並轉向線下場景。
2023年，愛奇藝在上海推出《風起洛陽》VR全感劇

場，基於同名熱門劇集IP開發，融合實景演藝與VR全
感互動技術，是全球首個VR全感跨次元互動娛樂項
目。至今，愛奇藝自研的《風起洛陽》《唐朝詭事錄．
西行》《蒼蘭訣》系列全感劇場項目全國門店已落成40
多家，覆蓋20多個城市，並在揚州建立全球首個愛奇
藝主題樂園，結合IP打造XR大空間體驗區，通過線下
門票與IP衍生消費變現，預計今年開業。
該業內人士表示：「內地視頻平台都在效仿『迪士
尼+奈飛（Netflix）』雙軌模式：奈飛以優質原創內容
為核心競爭力，迪士尼則通過IP全產業鏈開發如主題樂
園實現價值最大化；內地平台既想打造爆款內容（奈飛
路徑），又渴望像迪士尼那樣深度開發IP（如建設中國
版主題樂園），其中愛奇藝正積極布局線下實體體驗，
試圖將影視IP轉化為迪士尼式的實體娛樂項目，實現
『內容+體驗』的商業閉環。」該業內人士說，迪士尼
與環球影城亦為「IP+VR」的結合提供了成功範式，
「迪士尼『飛躍地平線』、環球影城『哈利波特禁忌之
旅』等項目證明，VR技術在線下主題樂園中的應用已
較為成熟。這類項目依託強IP（如迪士尼經典角色、電
影場景）和精密的交互設計，將VR技術轉化為高參與
度的娛樂產品，成為行業標杆。」
他補充道：「我認為VR的短期機會在於線下場景與

強IP結合，例如用《哪吒》等強IP開發線下VR樂園，
通過頭顯+過山車等設備還原電影場景並設計NPC互
動，或能突破瓶頸。這種模式借鑒迪士尼IP運營邏輯，
將VR轉化為『IP變現工具』。」

影視平台須深度開發IP商業價值
該業內人士說：「當前影視平台面臨一個核心困境：

絕大多數劇集和電影難以通過傳統播出模式實現盈利。

一部劇通常僅有一個月的熱播周期，僅靠會員訂閱和廣
告收入遠遠無法覆蓋高昂的製作成本。這迫使平台必須
深度開發IP商業化價值，如推出盲盒周邊（類似泡泡瑪
特模式）、發展粉絲經濟等多元化變現渠道。愛奇藝選
擇建設線下樂園正是這種商業邏輯的延伸——通過門票
收入拓展盈利點。」
「與騰訊視頻、優酷不同，作為獨立上市公司的愛奇
藝面臨更嚴峻的盈利壓力。騰訊視頻和優酷背靠騰訊、
阿里集團，而愛奇藝需要直接向股東負責。影視內容本
身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無數例子已經證實，即便大投
入、名導加持也未必能產出爆款。這種內容風險直接反
映在財報表現上，倒逼平台必須尋找第二增長曲線（如
線下娛樂）來平衡業務風險，向股東證明可持續盈利能
力。影視平台或需重構商業模式——從『內容供應商』
轉型為『IP運營商』，通過全產業鏈開發降低單一內容
依賴，這或許正是愛奇藝布局線下生態的戰略本質。」
該業內人士指出，騰訊視頻、虎鯨文娛也正在進行IP
布局。「虎鯨文娛布局IP的核心在於『阿里魚』，『阿
里魚』掌握着全球頭部IP的授權資源，為盲盒、玩具等
衍生品開發提供授權支持，並依託優酷和大麥娛樂兩大
核心平台，實現了IP的全方位開發：通過優酷製作劇
集、綜藝等線上內容，通過大麥娛樂開展電影製作、線
下演出、OST演唱會等線下業務。這種『一魚多吃』
的模式形成了覆蓋線上線下全場景的娛樂消費生態閉
環，實現IP價值的最大化。」
「總體來說，我認為行業目前處於謹慎觀望與政策驅
動的博弈中，相較於愛奇藝，虎鯨文娛、騰訊視頻等平
台採取保守策略，他們對VR電影持謹慎態度，重心仍
放在內容製作與IP全產業鏈開發，如劇集、線下演出、
衍生品。」他表示：「影視綜藝等文化消費產品的核心
始終是『內容品質』。唯有在內容足夠優質、獲得用戶
認可後，才會考慮其他媒介形式的延伸。經典內容具備
穿越周期的生命力，行業從過去燒錢擴張的模式已轉向
專注內容深耕，這種轉變印證了『優質內容驅動長期價
值』的邏輯。」他透露，相較直接布局VR電影，虎鯨
文娛如今更傾向於通過虛擬拍攝技術服務內容生產，這
種「內容優先」的策略或許源於平台對VR電影商業邏
輯的疑慮——用戶是否願意為脫離影院的沉浸式內容付
費，仍然需要時間驗證。

●海外已有諸多遊戲改編VR內容的成功案例，
如《刺客信條》系列。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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