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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第四屆兩岸電影展」報告 

 

 

 

 

 

服務機關：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姓名職稱：電影組組長潘舜昀 

      電影組視察柯慧貞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 

出國期間：101年 6 月 13 至 19日 

報告日期：101年 9 月 13日 

  



2 
 

目次 

 

 

壹、 目的……………………………………………………  

 

貳、 過程……………………………………………………  

 

參、 心得與建議……………………………………………  

 

  



3 
 

壹、 目的 

為促進兩岸電影交流，自 2009年起中華民國電影事業

發展基金會(兩岸電影交流委員會)與中國大陸中國電影

基金會開始辦理「兩岸電影展」，本年該活動已邁入第

四屆。 

本屆活動循例由兩岸各擇兩城市辦理，並以組團互訪方

式進行。我方今年選擇於台北及彰化舉辦，於 6月 1 日

至 6 日期間觀摩映演《殺生》、《我願意》、《轉山》、《神

探亨特張》、《匹夫》、《下一個奇蹟》《雙人床條約》、《盲

人電影院》、《郎在對門唱山歌》等 9 部大陸電影片，陸

方並由中國電影基金會會長李前寬率參展影片主創人

員來台參加相關活動。陸方則選擇於 6 月 13 日至 19 日

期間於陝西省西安及寶雞兩地展映《阿爸》、《皮克青春》、

《熊熊愛上妳》、《帶一片風景走》及《寶島曼波》等 5

部國片，兩岸電影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李行並偕各影片

主創人員赴陸參展。 

鑒於大陸為最大華語片市場，同時也是國片海外行銷之

首要標的，瞭解大陸電影主政機關及主流影視集團之政

策、思維及市場行銷策略對我日後推動兩岸影視合作交

流、協助國片拓展大陸市場而言確有其必要，爰由本局

電影組組長潘舜昀及視察柯慧貞隨團赴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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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6 月 13 日 

台北出發，途經上海轉機，晚間抵達西安。 

 

6 月 14 日  西安開幕式及首映 

本日活動以歡迎午宴及影展開幕式為重點。為表示對兩岸電

影交流之重視與支持，陝西省廣播電電影電視局局長任賢良

設宴歡迎我方代表團，大陸廣電總局部長張丕民、廣電總局

電影局副局長喇培康亦自北京趕抵西安參與致意。 

影展開幕式於西安市中心一線電影院「大西洋影城」舉行，

於熱鬧開幕儀式及兩岸貴賓致詞後播映國片「阿爸」。該片

屬紀錄片，應不如商業片討喜，且因有大量台語對白，字幕

又是正體字，大陸民眾對於洪一峰本人和其台語音樂創作也

普遍感到陌生，所以放映過程中兩岸主辦單位均曾憂心觀眾

可能難以理解影片內容，但映後現場反應意外熱烈，導演洪

榮良和現場觀眾也有一番真情流露的問答。據悉廣電總局張

丕民部長原訂於開幕式後便離席，但受「阿爸」劇情吸引，

最後看完全片才離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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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續各個場合中，本片

頻頻成為討論題材，大陸

電影界人士認為，《阿爸》

雖是紀錄片，但巧妙結合

音樂、插畫、流行歌手等

通俗元素，又以人類共通

的親情倫理為主題，成功

打破語言和文化藩籬，獲

得西安觀眾的共鳴。 

 

《阿爸》此行另一個意外發展是，洪榮良導演篤信基督教，

經教友協助宣傳，陝西教友也得知影展消息，並策劃包場放

映。影展開幕地點《太平洋影城》後來也同意以優惠價格提

供場地。第一場教友包場反應極佳，洪榮良導演也到場與教

友交換拍片心得，口碑傳開後，在西安及寶雞陸續出現包場

加映的要求，估計《阿爸》最後在兩城市分別各加映 4 至 5

場，該片堪稱為此次兩岸影展最大贏家。 

除太平洋影城外，此次參展國片同時於西安博納影城及萬達

影城播映。 

 

6 月 15 日  「台灣與西部電影的發展與合作」座談會 

此行除影展相關活動外，最重要的行程當屬「台灣與西部電

影的發展與合作」座談會。這項會議邀請「西部電影集團」

高層及陝西重要藝文評論家、電影學者、政府單位代表共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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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人列席，與我代表團就兩岸電影發展、雙邊合作可能性等

議題深入交換意見。會議由中國電影基金會主席李前寬和西

影集團副總經理家孫毅安共同主持，原訂兩小時即結束，最

後因發言踴躍延長為三個半小時。 

(一) 西部電影集團簡介 

西影集團最初由製片廠起家(西安電影製片廠)，於 1958

年正式成立，2000 年經陝西省政府及大陸廣電總局批

准，改組為西影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再轉型為具獨

立法人資格的西部電影集團，目前旗下除了西影公司外，

版圖還包羅電影頻道、電視劇製作公司、電影院、出版

社，還有籌設中的數位後製中心和漢唐明珠影視城，甚

至連學術界也在投資之列(西安外語大學西影影視傳媒

學院)，為中國大陸垂直整合度屬一屬二之傳播集團。 

西影半世紀來培養眾多優秀電影人才，當今蜇聲國際的

中國導演張藝謀、陳凱歌、吳天明、謝飛、何平，演員

劉曉慶、鞏俐、姜文、葛優、章子怡等均由西影發跡。

在中國大陸所有電影製作單位中，西影獲得國際獎項的

數量及影片出口量均排名第一。中國大陸電影史上曾獲

柏林影展金熊獎最佳劇情片榮銜的影片有三部，全數出

自西影（即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謝飛的《香魂女》

及王全安的《圖雅的婚事》）；獲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影

片也有三部，當中兩部為西影出品（張藝謀的《秋菊打

官司》和《一個都不能少》）；獲法國坎城影展獎項肯定

的中國大陸電影計有四部，其中三部為西影作品（陳凱

歌的《霸王別姬》獲最佳劇情片金棕櫚獎，另張藝謀的

《活著》獲得評審團大獎，《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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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最佳導演獎）。由這些輝煌紀錄來看，說西影在國際

間幾乎已成了中國電影的代名詞實不為過。 

文藝評論家、陝西電影家協會副主席肖云儒在此次座談

會中為西影的地位做了相當完全的詮釋，他說：西部電

影藝術理念明確，以現代人文觀點、藝術理念重新解釋

黃土地，使西部電影由地理名詞昇華為文化名詞。集團

旗下優秀的藝術家群重視對文化、生命的不斷反思，幫

助中國電影找到了自己獨有的風格。  

(二) 座談會內容摘要 

出席座談會人士涵蓋陝西電影產官學界代表，由發言內

容可以得知多數與會者前一天也都出席了開幕式並觀

賞過開幕片《阿爸》，該片並持續成為陸方探討兩岸電

影風格、創作環境時不斷拿出來對較比照的題材。 

肖云儒指出，《阿爸》呈現的不只是導演父親的故事，

還有台灣的文化、社會價值，從該片可以看出台灣整體

社會成熟度高，包容力強。主席孫毅安以其 90年間訪

台經驗附和指出，中華文化傳統保存最完整的地方在台

灣，台灣社會整體散發寧靜溫婉的氣質，大陸在追求經

濟發展、建設開發的熱潮下則相對顯得浮躁粗蠻。 

李行導演於會中指出，兩岸近年電影交流雖然愈趨頻仍，

自 2009年開始辦理的兩岸影展本年亦已邁入第四屆，

但事實顯示，雙方對彼此的作品接受度仍偏低，無論是

國片登陸或陸片進入台灣商業映演，票房普遍欠佳，最

令人不解的是，大陸賣座數一數二的影片，如《讓子彈

飛》，進入台灣映演卻票房慘淡，而台灣賣座勢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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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片，如《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在大陸也引

不起共鳴。應設法找出原因，兩岸電影交流才能有進一

步突破。  

對此，此次攜作品《熊熊愛上妳》參加影展的導演鄭芬

芬表示，台灣電影重視情感和情境，強調從創意出發，

大陸電影強調的則是卡司，出發點是獲利，雙方對電影

的認知非常不同。她並指出，兩岸電影最大的隔閡在於

語言和文化，以西部電影為例，其藝術形態的形成和發

展與其地理特性、歷史淵源不可切割，對島嶼臺灣來說，

根本不可能發展出西部電影這種藝術形式，而《賽德克

巴萊》登陸票房不佳，應與電影片名造成宣傳不易有

關。鄭導演認為，台灣電影已經發展出自己的特質，但

大陸電影近年似乎流於追逐市場，顯得浮躁，應可試著

沈潛下來。 

在對兩岸電影文化差異有一番探討後，如何建構兩岸電

影實質有效的合作模式也是討論重點之一。李行導演在

會議一開始直言，陸方過去幾年不斷釋出願意合作的訊

息，但始終不見實質進展，希望此次會議能有具體結果，

並盼西影可以成為未來台灣導演前往中國大陸西部地

區拍片的家洽聯繫的窗口。 

中國電影基金會副會長薛桂枝呼應指出，西影集團具備

各種發展電影事業的條件，但唯一欠缺的就是外部合作。

李行及李前寬兩位兩岸電影交流的重要推手均年事已

高，亟需年輕一輩電影工作者接手繼續推動。 

西影集團董事長王占良表示，在政策規定的範圍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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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樂意與台灣電影業者合作，倘遇政策沒有明確規定的

情況，亦願意大膽去嘗試；其並承諾，台灣電影工作者

若前往大陸西部拍片，西影願提供全方位協助。 

陝西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電影學講師馬聰敏則建

議，兩岸電影風格雖然迥異，但大陸近年也出現了幾個

以清新風格見長的導演，例如此次兩岸影展中台灣選映

《盲人電影院》導演路陽和《郎在對門唱山歌》的導演

章明，渠等證明了不一定要投入大量資金製作大片才能

吸引觀眾。她並以鈕承澤導演的《L.O.V.E.》為例指出，

在中、小成本製片上，兩岸有共同的精神和氣質，只要

尋找適當的題材，定有合作空間。 

李前寬導演總結與會發言指出，西影絕對有吸引外來人

才的能力，希望此次座談之後，雙方能思考具體可合作

的題材；他並請肖云儒、曹小晶等出席座談的電影評論

家及學者以兩岸電影合作為題撰文，將安排於「電影藝

術」雜誌刊出。 

另外，西影董事長王占良和陝西省廣播電視局電影處處

長單子孝在會中以市場角度分析比較兩岸電影事業的

規模，渠等所提出之數據亦值得台灣電影界參考。王占

良指出，近年在各級政府扶植下，大陸電影產業成長快

速，過去 10年間，票房營收總額由每年 10億人民幣竄

升至 136 億，其中陸片票房所占比例約三分之一。台灣

過去 10年的電影票房營收大致維持在 50億至 60億新

台幣之間，2011年在則攀升到約 77 億，其中國片票房

所占比例難得衝高至 18.65%。 



10 
 

王占良指出，大陸電影市場的擴張幅度雖然顯著，但其

實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數據顯示，大陸民眾每人每年

觀影次數為0.2次，亦即平均每人5年才去一次電影院，

遠不及美國的每年 4.3 次，顯示電影尚未成為大陸民眾

的主流娛樂。再者，從電影產業的營收結構來看，好萊

塢電影的國內票房依賴率僅約一成多，但大陸片的國內

票房依賴率卻高達九成，這說明了陸片亟需思考如何跨

入國際市場，並多元行銷經營。 

 

6 月 17 日  影展寶雞開幕式   

寶雞市為陝西第二大城，距西安約 170公里。影展開幕式於

寶雞市中心中華禮樂城舉行，寶雞市政府並在會場外安排鑼

鼓陣盛大歡迎台灣代表團，陝西省政協副主席李進權、寶雞

市長上官吉慶、副市長丁琳、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局長張輝

均參加開幕式。 

開幕典禮後，隨即

於同一場地放映

國片《皮克青春》。

因該場地非專業

電影院，映演過程

中不斷出現影音

中斷、雜訊干擾之

情形，影片亦因接

片技術問題，部分

段落遺漏未播。該片主創人員，包括導演陳大璞、製片蔡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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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演員張克帆，雖對播映過程難掩失望，但仍熱心回答與

到場觀影的寶雞文理學院中文系師生提問。當日因適逢大陸

父親節(六月第三個週日)，該片對世代隔閡、親子關係的描

述格外能引發共鳴和討論。 

《皮克青春》

播映結束後，

導演陳大璞、

製片陳婉伶、

演員張克帆

與觀眾交

流。 

 

 

6 月 18 日  自由活動及歡送晚宴 

本日團員自由活動，晚間出席西影集團西安電影製片廠總經

理張宏主持之歡送晚宴。 

 

6 月 19 日  由西安搭機經上海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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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心得與建議 

一、影展成效評估 

總體而言，此次影展獲得新浪網、大陸官方媒體新華網及西

安電視台等之報導，文宣效益尚可；由陸方各級政府人員出

席情形，尤其廣電總局張丕民部長及廣電總局電影局副局長

喇培康等特地由北京趕赴西安參加開幕式，亦不難看出官方

對本活動之重視，惟影展執行過程確實也凸顯了兩岸諸多文

化差異，這些均值得事後檢討溝通，俾利雙方尋求以更具實

質效益之方式續推兩岸電影交流。 

舉例而言，我方於影展前切實進行宣傳，民眾可透過網路、

文宣摺頁、電子及平面媒體獲得影片簡介、播映場次及索票

等資訊，但此次赴陸參加影展，活動已開始，電影及播映場

次等資訊卻仍無法公開取得，我代表團人員之後親自赴各合

辦電影院詢問及索票，才確定影片確實排檔播出。 

另外，台灣從推廣電影這項大眾藝術的角度出發，多以媒體

報導量、戲院滿座與否、觀眾反應等來衡量活動成效，陸方

則慣以出席影展官員位階來定義活動成功與否。此次西安、

寶雞兩場開幕式有多位高階官員出席，但多數觀眾明顯是動

員而來，並非主動前往觀影，此與我希望藉由影展吸引更多

民眾觀賞電影，進而更加瞭解彼此文化及社會現況之目的，

確實存在落差。 

不過，此次與西部電影集團座談時，其管理高層允諾，若台

灣電影工作者未來需要赴大陸西部拍片，或有適當合作題材，

均願提供協助。以西影在電影界之藝術成就和資源，如能有

進一步聯繫溝通，或有進行實質合作之可能。兩岸電影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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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續似可廣泛徵詢國內導演之看法，如有適當題材，則進

一步協助居中牽線促成。 

二、大陸電影片近年質量皆顯著提升，國片登陸應有更具體

之市場策略 

據悉選擇大陸電影片來臺參展時，我方的兩岸電影交流委員

會會向陸方建議片單，陸方原則均表同意。至於赴陸參展之

國片，通常亦由兩岸電影交流委員會將推薦名單送予陸方參

考，大陸廣電總局審核後從中選出參展之影片。陸方原則不

允許限制級、涉及國共歷史、同志題材等影片進入，也多半

會過濾強調民主精神、言論自由、我本土意識之作品，相較

於我方對內容主題之審查，陸方限制確實「嚴格」甚多。 

縱觀大陸此次推出參展的九部電影，題材廣泛，且不乏得獎

佳作，有大卡司大製作的《殺生》、《匹夫》，有描述現代都

會生活的浪漫喜劇《我願意》、《雙人床條約》，有融合大山

大水的勵志片《轉山》，有清新人文之作《盲人電影院》（釜

山影展最受觀眾喜愛獎、金雞獎最佳導演處女作獎），有反

映陝西土地人文風貌、刻畫人性的小品《郎在對門唱山歌》

（2011 上海電影節最佳女主角、最佳編劇、最佳音樂獎），

亦有以紀錄片手法拍攝的黑色幽默片《神探亨特張》，無論

何種類型或成本多寡，可以看出大陸新生代導演已有一定成

熟度，其創意巧思和對市場的掌握讓人眼睛一亮。 

相較之下，我方此次赴陸展映之五部影片，均屬小眾取向之

創意小品，個人風格濃厚，拍攝及敘事手法亦獨特。從國內

市場反應可以得知，這些影片對於本土觀眾而言已偏冷門，

對於不同文化背景的大陸觀眾來說自然更不易引起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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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國片產量遠不及大陸，選擇性相對較少是無可否認的

事實，大陸的審查制度也是無法擺脫的箝制，但我方未來在

推薦參展影片時，似可讓影片類型更加多元化，並多考量雙

方的文化差異及市場反應，選擇容易被大陸民眾理解的題

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