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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华莱坞影视产业发展的 “胡焕庸线”
———中国影视基地的媒介地理学探析

邵　 鹏　 童禹婷

摘　 要： 中国影视产业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有自身地理学特点的产业分布与集聚。 一条 “胡焕

庸线” 勾勒出中国影视产业东南密集、 西北稀疏的产业落差， 而这种落差自然延伸到影视产业基地。 影视

产业基地作为影视产业链的重要环节， 其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具有指标性的特征， 政治、 经济、 文化、 技

术综合影响才形成了影视基地的 “地理景观”。 文章以媒介地理学为理论视角， 以影视基地的地理空间分

布为研究对象， 梳理了中国影视产业基地的发展现状， 认为地理空间和区位优势是影响影视产业发展和集

聚， 尤其是影视产业基地发展布局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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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 １９３５ 年提出了著名的 “胡焕庸线”， 指出了从黑龙江瑷珲 （现黑河）
到云南腾冲的人口地理分界线和中国人口东南密集、 西北稀疏的分布差异。 邵培仁教授认为， “胡焕庸

线” 的价值可以延伸到对华莱坞电影产业的发展分析， “影视资源作为整个社会资源的一部分， 也不可

避免地面临着东南—西北之落差陷阱。” ［１］ 这其中， “影城” “影视产业园” “影视产业基地” 作为影视

产业链的重要环节、 影视行业企业集聚的重要标志、 影视衍生对接的重要平台， 地理空间的选择无疑

是至关重要的。 恰如邵培仁教授所指出的 “影视基地是跨时空的媒介景观： 一方面， 就物质层面而言，
影视基地占据一定的地理空间， 而地理空间是决定影视基地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２］ 另一方面， 影视

剧内容产品的火爆， 推动了影视拍摄和影视基地的兴起， 也使得地理现实空间的媒介景观成为受众文

化体验的物理空间。 因此， 影视基地成为了探析华莱坞影视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的重要路径。 顺应媒

介地理学的理论框架， 影视产业的 “胡焕庸线” 展示出华莱坞影视产业的地理分布与空间格局， 并凭

借历史维度的动态视野勾勒未来影视产业的规律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 时间与空间： 媒介地理学维度下的中国影视基地

中国影视基地源起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中央电视台无锡影视基地。 为了拍摄电视剧 《唐明皇》 《三
国演义》 和 《水浒传》， 无锡影视基地相继建成了唐城、 三国城和水浒城三大景区。 凭借影视剧的强大

号召力和全国绝无仅有的 “影视＋旅游” 模式， 无锡影视基地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规模最大、 效益最好的

影视基地。 自此之后， “伴随中国影视产业的繁荣势头， 各地影视基地建设也一路高歌， 规模与数量逐

步扩大，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 全国大大小小的影视基地已超过千家。” ［３］ 影城、 影视产业园、 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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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可谓遍地开花， 更形成如横店影视城、 车墩影视基地、 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 北京怀柔影视

基地等规模较大、 实力较强的龙头企业。 由于目前没有官方关于影视基地立项和备案的准确数据， 本

文根据影视基地在各数字地图平台的标注信息进行了统计， 并人工剔除了影视教育培训基地、 影视制

作基地、 电影院等影视衍生领域， 仅保留具有拍摄功能的实景影视基地。 该类型影视基地普遍具有一

定的占地规模， 且对地理空间有一定要求。 我们再经过比对筛查后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 １８０ 个符合条件

的研究样本， 得出以下信息。
表 １　 中国影视基地地域分布表

（一） 中国影视基地呈西北稀疏、 东南密集之态势

从根据统计数据形成的影视基地地域分布表 （见表 １） 来看， 全国影视基地虽然星罗棋布， 但主要

依赖自然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 寻找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其中东部长三角地区影视基地分布最为密集，
以最为典型的浙江省为例， 独特的自然风貌和地缘优势使其拥有了二十多个成规模的影视基地。 在南

部地区中， 拥有自然风貌资源的云南、 江西、 四川影视基地数量较多。 而北部地区影视基地更多依托

于各地丰厚的历史人文资源。 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 全国影视基地空间分布不均匀， 东西分布比例

不协调， 基本吻合 “胡焕庸线” 的地理梯度。 同时， 中国影视基地已经大致形成了北、 东、 南三大影

视基地群。 其中， 最为集中的主要在东部地区， 其次是较为发达的中部地区和北方地区， 而西部地区

的影视基地数量明显偏少。 影视基地的分布与集聚阐释了 “地理环境尤其是自然资源的排列组合借由

人类活动的积淀作用， 最终呈现为差异性的人文地理活动” ［１］ 。 作为媒介景观的影视基地必然是众多资

源在地理空间的积累和沉淀。
（二） 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影视产业集聚效应

中国的影视基地已经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 据统计， 全国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都有自己的影视基

地， 且数量和规模都呈现加速度的发展态势。 随着国产影视剧产业发展逐步接近峰值， 以及产业集聚

效应的发挥， 具备集聚优势的影视基地， 将在日趋白热化的竞争中获取优势。
“媒介在地理上的集群将产生巨大的磁吸作用、 整合作用、 优化作用、 发散作用， 直接推动政治、

经济、 文化、 教育的发展与繁荣”。［４］ 产业的聚集是影视资源在地理空间上的汇聚， 增强了辐射范围。

中国影视产业主要集中在东南半壁的城市带。 浙江、 北京、 山东、 四川、 江西、 江苏的影视基地在建

设数量上领先全国。 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影视产业集聚效应， 金华、 宁波、 上海、 杭州、
无锡对影视产业发展都有较强预期和政策投入。 长三角地区影视基地无论规模、 发展水平、 影响力都

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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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８ 年上映的电视剧拍摄地 ＴＯＰ１０ 省份①

表 ３　 ２０１８ 年上映的电影拍摄地 ＴＯＰ１０ 省份②

产业集聚必然带来地域影视作品的爆发。 从 ２０１８ 年上映的电视剧数量来看 （见图 １）， 位列前十

的省份中， 地处长三角地区的上海、 浙江、 江苏排名靠前。 另外， 在 ２０１８ 年电影拍摄数量方面 （见表

３）， 上海、 浙江、 江苏的电影上映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上海凭借地缘、 技术、 资金、 人才等优势成为

电视剧产量最高的城市， 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 除长三角地区外， 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
在影视剧产量方面也是名列前茅。 这说明， 电视剧、 电影的出品城市并不完全和拍摄地、 影视基地有

关， 也和各地的影视文化政策和影视企业的产业布局有关。
（三） 中国影视基地以城市化、 集群化形态形成地理落差

“当代媒介生产地点都选择在城市、 而且呈现出小城市向大城市、 一般城市向省会城市、 内地城市

向沿海城市转移的趋势， 甚至在中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已初步形成了密集的媒介城市带。” ［４］ 根

据全国影视基地的地理分布来看， 经济、 政策与人才成为影视基地聚集的重要基础和依托， 影视基地

建设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实力较为强势的地区 （见图 １）， 更多地选择人口稠密地区和城市周边发展

（见图 １）， 普遍集中在经济、 政策、 文化与人才富集的较发达地区， 且大多依托一、 二线城市的资源

发展。

图 １　 中国影视基地数量分布图③

８６

①

②
③

２０１８ 年上映的电视剧数据来自南方财富网 《２０１８ 年上映电视剧＿ ２０１８ 电视剧上映时间表一览》， 笔者经过对拍摄地数据

统计后制表。
２０１８ 年上映的电影数据来自优酷视频平台上映的院线电影， 笔者经过对拍摄地数据统计后制表。
根据第一财经发布的 《２０１９ 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 中的城市级别来划分， 非城市主要指一些小城镇、 县级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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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集群化可以为影视产业的发展赋能。 “如果城市在一定区域内集群形成城市带， 形成与城市带

相关的媒介集群和能量集群， 那将会在媒介生产和文化传播方面产生无比巨大的能量， 进而会对整个

区域甚至于全国全世界的传播格局和文化建设产生巨大影响。” ［１］ 近年来， 中国影视基地城市集群化发

展趋势逐渐形成， 长三角城市带、 珠三角城市带尤为明显， 其中杭州、 金华、 宁波以及周边的上海、

无锡， 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影视基地的区域高度集聚， 形成影视产业的集群化发展， 健全影视产业链和

影视生态圈， 强化区位和资源优势， 进而实现难以逾越的竞争优势。

二、 景观呈现： 中国影视基地发展现状

“景观是地理学的概念， 是指不同时期的地球形态的集合。 媒介景观既指为了生产和传播信息而进

行的资源分配， 也指各种媒介所创造的虚拟图景。 而影视基地所售卖的影视景观正是一种媒介景观。

它不仅是影视剧所虚构的物质空间， 是看得见的真实景观， 还是维系影视剧和消费者之间关系的纽带，

是可供消费者品味和想象的符号景观。” ［２］ 随着中国影视行业的不断成熟， 影视基地在地理名称标注上

呈现为影视城、 影视拍摄基地、 影视文化基地、 影视产业园区、 影视主题公园等诸多形态。 而无论影

视基地的景观形态如何， 发展模式如何， 其核心都是影视拍摄资源的延伸。

根据 《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 》 的分析， 影视产业五大板块都在持续增长： ２０１８ 年电影

市场票房增长 ９ ０６％， 票房总量全球第二。［５］ 电视剧总量稳中有增， ３２３ 部的数量与前两年基本持平；

网络剧数量放量大涨 ２７％， 成为近年影视基地重要的增长点。［６］ ２０１８ 年网络大电影数量为 １５６２ 部， 申

请并获得 “电影公映许可证” 的有 １４６ 部， 是 ２０１７ 年的 ４ ５ 倍。［５］（９１）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综合视频平台

的短视频 （含微电影） 与短视频聚合平台的活跃用户分别达到 ４ ０３ 亿人和 １ ６５ 亿人。［７］ 从影视产业五

大板块的发展态势来看， 作为媒介景观的影视基地， 依然酝酿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和发展机遇， 其中决

定性的因素就是如何强化和提升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的优势。

（一） 产业集群： 强化优化空间集聚的发展模式

集群 （ｃｌｕｓｔｅｒ） 一词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 Ｐｏｒｔｅｒ） 于 １９９０ 年正式提出。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 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

过程。 产业集群是产业集聚的重要方式。 关于产业集群的学术文献与研究成果不可胜数。 由波特提出

的 “钻石” 模型等一系列竞争力分析工具已经广为使用。 著名学者艾伦·约翰·斯科特 （ Ａｌｌｅｎ Ｊｏｈｎ

Ｓｃｏｔｔ） 则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 “路径依赖” （ｐａ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一旦一个产业在某个地方扎根， 形成规

模经济， 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此集聚， 即使别的地方有更好的区位优势， 也无法改变已有的空

间布局。［８］

中国影视基地分布最为集中的就是浙江地区。 “近年来， 宁波象山影视基地、 湖州影视城、 金华永

康西溪影视基地等纷纷崛起， 使得目前浙江已形成以横店为轴心、 周边城市为辐射的影视拍摄产业集

群。” ［９］克鲁格曼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Ｐ） 曾经提出， 产业集聚发生过程中的 “偶然事件” 或自发性可以起到重

要作用。［１０］浙江影视产业集群形成与横店民营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 谢晋导演的 《鸦片战争》 和

徐文荣的 “广州城” 开启了影视产业基地的横店模式， 很大程度上就是克鲁格曼所指出的偶然和自发

的作用。 其后， 横店大张旗鼓建设了明清宫、 秦王宫、 梦幻谷， 甚至重建了圆明新园。 横店走的就是

一条外景拍摄资源不断积聚的道路， 而外景资源的集聚， 又带来了横店周边影视企业、 影视人才和影

视物资的集聚。 最终， 形成了以横店为核心的影视产业集群。 而另一家浙江企业———阿里影业则在数年

间投资数百亿， 实现了对影视 ＩＰ、 影视拍摄、 影视制作、 影视后期、 院线、 视频网站、 票务服务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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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全产业链的战略布局。 不同于横店 “偶然” 的产业集聚， 阿里影业立足依靠精准的策划与运营， 不

仅是影视企业数量上的集聚， 更注重产业链上的补齐和完善。 事实上， 无论是横店模式还是阿里影业

模式， 其本质都是通过强化优化产业集聚巩固自身的竞争优势。

（二） 龙头企业： 地域化和特色化的发展模式

城市是媒介聚集之地、 大众消费与娱乐中心， 往往凭借资源禀赋成为影视产业的绝佳发展之地。 从

“胡焕庸线” 分割的地理版图中就可以看出， 影视资源主要集中于各大城市。 而在当前东、 中部地区影

视基地的分布中， 一改以往大城市 “跑马圈地” 的影视发展模式， 以二线城市、 小城镇为基础， 影视

基地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区域化和特色化发展模式较为显著 （见表 ４）。

表 ４　 二线城市和小城镇的影视基地数量表

影视基地发展对土地资源的依赖较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一线城市大力发展影视基地的可能

性， 也导致影视基地在地理分布上往往偏向于经济发达地区一线城市周边。 以横店为例， 其地处浙江

省东阳市境内， 原先只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山村， 丘陵和荒山占据了大部分的土地。 这样的地理条件，

原本并不利于产业发展， 但横店的优势就在于掌握了大量待开发土地资源， 为影视基地发展积蓄了潜

能。 横店大量实景基地的建设， 无不有赖于土地资源的利用， 而实景基地的规模和空间又直接降低了

剧组的转场成本。 高效的一体化、 一站式影视服务体系， 也为横店带来 “中国好莱坞” 的良好口碑。
迈克·克朗 （Ｍｉｋｅ Ｃｒａｎｇ） 认为， 媒介所创造的地理景观将影响媒介消费者的日常生活。［１１］ 这种影

响或是对影视剧中地理场景的向往， 或是对其中生活方式的模仿， 甚至是一种置身其中的期待。 无论

是何种影响， 其间包含的商业价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影视基地所挖掘， 影视基地绝不仅仅是影视产品

制作的地理空间， 它更是影视产品消费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譬如， 地处车墩镇的上海影视乐园就是

一个集文化传播、 影视拍摄、 旅游观光为一体的主题公园。 它在上海周边为游客打造了一个民国老上

海的媒介景观， 这里充满旧上海的市井风情， 有 ３０ 年代老上海的特色风貌。 上海影视乐园因其拥有区

域特色获得了差异化的竞争力， 进而成为地方影视基地的龙头。 据不完全统计， ２０１８ 年在上海车墩影

视基地拍摄的电视剧数量占上海地区拍摄总量的 ６４ １％。① 除此之外， 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地处宁夏银川

西郊镇北堡， 雄浑的贺兰山东麓， 是在一个原始古堡的基础上修建的， 以其古朴、 原始、 粗犷、 荒凉、
民间化的特色被誉为 “中国一绝”。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使其成为众多影视作品的取景地， 也成为北方

地区影视基地的龙头。

三、 未来趋势： 现代化的 “华莱坞” 影视产业基地

技术一直是推动传媒产业发展的最主要力量。 在技术与产业的共同推动下， 作为华莱坞影视产业

０７

① 数据来自南方财富网 《２０１８ 年上映电视剧＿ ２０１８ 电视剧上映时间表一览》， 笔者经过对拍摄地数据统计后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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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的影视基地正在快速转型。

（一） “智能＋” 背景下的影视工业化发展路径

在智能化浪潮的冲击下， 影视拍摄和制作技术正在更新迭代， ＣＧ 技术、 云渲染技术、 ３Ｄ 打印技术

等各种新技术正在被广泛应用， ５Ｇ 时代即将到来的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也将为影视产业发展带来更多

想象空间。 ＶＲ、 ＡＲ、 ＭＲ 将改变传统的影视消费模式， 全球生产、 随时上传、 无限链接、 实时共享和

深度化体验即将实现。 目前， 国内部分影视基地已经开始形成重视电影摄制方式的发展趋势。［１２］ 建设智

能化的摄影棚成为了发展新业态的主要路径之一。 摄影棚是影视制片中拍摄内景的主要场所。 ２００８ 年，

（怀柔） 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落成， 标志着以摄影棚、 录音棚等专业前后期制作设施为主的影视基地

建设成为主流。 青岛万达影视产业园因 《流浪地球》 而一举成名， 旗下大量高技术摄影棚和 ３Ｄ 打印车

间是中国科幻电影成功的重要物资保障。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推进， 摄影棚也在不断向智能化、 高

效率、 低成本方向发展， 影视基地也正在逐渐从实景拍摄向工业化的 “厂房” 拍摄转变。 横店这样以

实景拍摄基地为主要竞争优势的影视基地也开始大量建设摄影棚， 且已经形成八十多个摄影棚的规模。

（二） 跨界融合背景下的高度集聚化发展路径

跨界融合已经成为中国影视基地发展的重要特点和主要趋势。 这种融合不仅是将影视拍摄与旅游

融合， 而是影视产业与农业、 工业、 旅游、 服务业等其他相关产业的聚集、 融合， 形成影视产业对文

化产业以及周边区域各种产业的全面带动。 影视产业不仅涉及群演招募、 器材租赁、 影视摄制、 电影

发行、 院线管理等各个环节， 还将带动周边餐饮、 旅游、 住宿、 制造业、 文创产业， 甚至金融服务业，

进而使影视产业基地不仅成为服务影视企业上下游最齐全的服务中介， 一站式解决所有影视需求的资

源平台， 更成为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三） 影视产业 “江南核心区” 的华莱坞想象

江南文化和西北文化一直是华莱坞电影中存在的两条最核心的文化脉络。 从古至今， 南文北武， 南

柔北刚， 江南历来是文学艺术创作与传播的核心区域， 是 “胡焕庸线” 东侧的文化集聚带。［１３］

新中国成立以来， “胡焕庸线” 两侧内部人口集聚模式发生着明显变化， 东南地区人口分布由改革

开放之前和初期的相对均衡状态， 转变为以长三角、 珠三角等少数区域为中心的集聚模式， 西北地区

的人口集聚程度有所下降。［１４］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版图的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我国影视文化产

业的分布格局与基本走势。 纵观全局， 中国影视基地未来将主要集聚在 “江南核心区”， 也就是长三角

城市带区域。 长三角城市带由江、 浙、 沪三地 １５ 个地级以上的城市构成， 形成了以上海为城市轴心的

联合发展格局。 长三角城市带经济腹地广阔， 是 “一带一路” 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 更是中

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平台。 中国影视基地呈现向东南半壁的这些城市群集中发展的趋势。 在长三角

城市带发展影视产业， 不仅可以利用长江流域丰富充裕的资源， 而且有助于拓展对外影视传播路径，

增加影视文化辐射范围， 实现欧亚大陆东西联动发展。

四、 结 　 　 语①

本次研究指出了中国影视产业分布不平衡的现状和正在向长三角 “江南核心区” 集聚的趋势。 影

视产业的资源需要在地理纬度上优化分配， 实现真正的跨越式发展， 并形成 “好莱坞” 那样的全球影

视中心。 同时， 本文并未讨论落后地区影视产业发展和影视基地建设的问题。 事实上， 如何利用西北

１７

① 本研究数据以人工统计核验为主， 难免存在遗漏。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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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历史人文资源的优势突破影视产业的 “胡焕庸线”， 或更应成为研究者未来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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