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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将在匈牙利建设该公司第一座欧洲工厂 视觉中国供图

中资“流量”来袭，电池“天团”云集

中企扎堆出海匈牙利，大湾区
企业也是重头戏。

苏毅透露，粤商云集的深圳
是国内最活跃的前沿科技创新
之地，尤其在近年大热的新能源
产业中，拥有锂电产业链上下游
超 4000 家企业。此前，华为、比
亚迪、科达利等深圳企业已陆续
在 匈 牙 利 投 资 合 作 。 今 年 ，华
宝、华美兴泰、尚水等几十家深
圳新能源产业及企业也已组团
出海匈牙利。

在他看来，随着中国企业出
海大潮涌起，政府在其中发挥的
作用也逐步加深，越来越多政府
开始扮演起组织者的角色，纷纷
带队组织企业出海，大大提升了
中国企业出海的效率。

中国企业扎堆而来，除了看到

机会之外，还应有何准备？在梁大
鹏看来，企业出海，前期的调查特
别重要，两国的市场体系、技术标
准等有很大差异，遇到的问题可能
无处不在。所以，他也建议中企在
出海之前要多作调研，一方面做好
市场调查，一方面多找同行了解情
况，另一方面宜小额试水小步快
跑，尽可能控制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国企
业掀起“出海”匈牙利热潮的同
时，更多匈牙利企业也有意走到
中国来。近期，梁大鹏就有一个
有意思的发现，“匈牙利企业主动
来找我们的也不少，近期就有外
商主动来加我的微信”，希望为它
们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穿针引
线。“毫无疑问，在这里，‘中国’是
大家都在说的一个热词”。

中企为何扎堆前来？一个重
要原因，得益于匈牙利特殊的地理
位置。

匈牙利位于欧洲心脏地带，从
匈牙利出发，可以在2小时内到达
欧洲主要大城市。优越的地理位
置和良好的物流能力，使其得以成
为中国货物的过境国和物流中
心。此外，这里良好的制造业等产
业配套基础，完善的汽车产业链，
使其有“欧洲底特律”之称；进入门
槛要低于西欧市场，又能迅速融入
欧盟内部产业分工体系等因素，使
其成为联系东西方市场颇具吸引
力的桥梁。

更关键的是，作为欧洲第一个
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谅解备忘录的国家，匈牙利为中企
提供了在政策和营商环境方面的
可预期性。

你也许未曾到访匈牙利，但你
想必听说过匈牙利在发展对华友
好关系上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
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谅解备忘录的欧洲国家，第一个

设立人民币清算行的中东欧国家，
第一个发行人民币债券的中东欧
国家……

此外，匈牙利吸引外来投资的
优惠措施也相当“给力”。梁大鹏
告诉记者，根据投资优惠政策，企
业可获得的投资补贴最多可达投
资总额的 60%，“这是真金白银的
实惠”。

在苏毅看来，营商环境是“吸
金”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匈牙利
营商环境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综合指数排名中一直位列第一。

正是在此多重因素叠加的背
景下，匈牙利成为大型中企进入欧
洲大陆的“主要切入点”。自2020
年以来，中资企业对匈投资规模大
幅提高，匈牙利已成为中资企业来
欧洲投资的首选目的国之一。

按照匈方统计，2023 年，中国
对匈牙利投资创历史新高，再次成
为匈牙利最大外资来源国。中国
对匈牙利直接投资达 76 亿欧元，
更是占到外国对匈直接投资总额
的58%。

走在布达佩斯的街头，这
两年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
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就是
来匈牙利考察投资设厂的中
资企业工作人员，或者就是中
企员工。

已经在此率先布局的，就
有许多国人耳熟能详的大项
目大企业。如华为公司就在
匈牙利设立了欧洲供应中心
和欧洲物流中心，建立了覆盖
欧洲、独联体、中亚、北非等地
区的物流网络。

2022年8月，动力电池巨
头宁德时代宣布将豪掷73.4亿
欧元建设电池生产基地，其时
更成为匈牙利“史上获得的最
大投资”。

2023年年底，比亚迪宣布
将在匈牙利建设其第一座欧洲
工厂。据称，这一项目总投资
超过50亿欧元，这被当地称为

“匈牙利历史上最大也是最重
要的投资项目之一”。

新能源汽车和电池企业，是
中国企业出海匈牙利的“大户”。

“中国的电池企业和电动

汽车企业，不是在匈牙利投资
建厂，就是在去匈牙利投资建
厂的路上。”这两年，行业内流
传着这样的段子。

“龙头企业来了，一大批
上下游配套企业就会跟随而
来。”在梁大鹏看来，近年来出
海匈牙利的中国企业越来越
多，正与龙头企业进驻产生的
拉动效应有关。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相关
中国企业“组团”而来，助攻匈
牙利成功晋级全球锂电池制
造中心。

得益于亿纬锂能、宁德时
代、欣旺达等中国电池制造商
等对匈牙利的巨额投资，以及
恩捷股份、华友钴业等电池上
下游企业在此相继宣布的投
资计划，令匈牙利成为新能源
行业的“新贵”，使其以将在全
球各国新能源电池产能中排
名第四的实力，向欧洲“电池
一哥”德国发起挑战。

当电车的风“吹”到匈牙
利，中企龙头企业扎堆到来，
阵容之强大，堪称“天团”。

有同样感受的不只梁大鹏。
虽身处以“慢生活”闻名的欧

洲，匈牙利粤商会秘书长苏毅今
年却是马不停蹄，今年以来，匈牙
利粤商会已经接待了若干波来自
国内的客商，日程表上的安排满
满当当。

“我们刚刚接待完深圳市坪
山区的领导，随后正好是深圳盐
田区的另外一场大活动，东莞的
政府和企业代表团上个月刚刚离
开匈牙利……”在接受羊城晚报
记者采访时，苏毅一口气就数出

了好几个近期到访匈牙利考察或
招商的广东经贸团，“接下来，云
浮市代表团很快会来”。

苏毅告诉记者，就在 6 月 21
日，深圳-匈牙利经贸合作交流会
刚刚在布达佩斯举行，并在多领
域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作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的桥
头堡，匈牙利俨然已经成为中企
出海的新热土。苏毅告诉记者，
为了给粤企“出海”匈牙利提供更
好的支撑，匈牙利粤商会正在着
手准备一本书：《黄金航道-中匈

企业合作指南》，希望为有意前来
匈牙利投资的粤商企业从多方面
提供行动指南。

“中国企业正成群结队地来
到匈牙利。”这是《匈牙利每日新
闻》在近期的一篇报道中提到的
一句话。

中国企业数量在匈牙利增长
有多快？一组来自匈牙利本地媒
体 Pénzcentrum.hu 的 数 据 显
示：目前已有近 600 家中资企业
在匈牙利开展业务，其中 85%以
上是2010年后才注册的。

蓝色多瑙河缓缓地向前流
淌，阳光下，水面波光粼粼。多瑙
河穿城而过，将城市分为两个部
分：布达和佩斯，这里就是享有

“多瑙河明珠”盛誉的城市——美
丽的布达佩斯、匈牙利首都。

清晨抵达布达佩斯机场的
CZ649，受到了民航最高礼仪“过
水门”的迎接。

这是继今年 3月深圳机场开
通首条至匈牙利的货运航线之
后，大湾区与中东欧国家的又一
条“空中桥梁”。加上6月29日复
航的西安-布达佩斯航线，以及此

前可直飞匈牙利的北京、上海、重
庆和宁波，届时，中国将有多个城
市可直飞布达佩斯，足以说明两
国间经贸往来的热度。

专门从事服务中企落户匈牙
利和中东欧国家相关业务的梁大
鹏，今年明显感觉自己越来越忙
了。“今年我和我的同事工作量非
常大，业务数量也非常多。”作为
利安达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匈牙利
分所执行合伙人，他的日常工作
是要为前来投资的中国企业落地
匈牙利提供法律和财务等咨询，
这让梁大鹏对中企前来投资的热

情深有体会。
“最多时，我们一天就接待了6

家上市公司，他们都是有意来匈牙
利投资的中国企业。”在接受羊城
晚报记者采访时，梁大鹏这样说。

如今，每天从国内直飞匈牙利的
航班都有2-3班。“每一架从中国直
飞匈牙利的航班上，可能都有大批中
国工程师。”有人形象地这样比喻。

这话可能并不夸张，梁大鹏
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从国内过来
的直飞航班，很多人是下了飞机，
就直接来我们公司，谈落地匈牙
利投资设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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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匈牙利直飞航线的启动，意味着中匈两国互联互通更进一

步。而大湾区企业从此赴匈投资可以更快一步。
除了美丽的蓝色多瑙河和诗人裴多菲之外，国人对匈牙利的

了解恐怕并不算多。如果你知道，这个万里之遥的中东欧国家，

正成为中企出海“打卡”新热点，或许会有些讶异。事实上，近年

来，匈牙利正成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桥头堡”，吸引了一

大波来自中企的投资“流量”。其中，中国“电池天团”扎堆前来，

更助攻匈牙利成为世界第四大电池强国和全球电车新焦点。

C强劲电车风“吹”到

D 双向奔赴的引力

E “‘中国’成为大家都在说的热词”

CZ649 受到了民航最高
礼仪“过水门”的迎接

匈牙利缘何成中企热门匈牙利缘何成中企热门““打卡地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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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剧新趋势：
用短剧思维 长剧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龚卫锋（上海专电）

最近一年，《三体》《漫长的季节》《长相思》

《繁花》《我的阿勒泰》《庆余年2》等不同类型

的国产剧引爆荧屏，为行业注入新动能。未来

一年，国产剧又将走向何方？

在第29届上海电视节上，视频平台、影视

公司发布的新剧中不乏创新之作。在各类论

坛上，行业专家也对国产剧的发展趋势作出判

断，如剧集反哺电影、长剧集短剧化等。可见，

国产剧正朝着精品化方向持续发展。

在第 29届上海电视节上，
多家影视机构带来了新剧片
单，腾讯视频、优酷也分别举办
了专场推介活动。

都市剧方面，今年《繁花》
带火了上海文旅，不少影视公
司开始关注上海故事。西嘻影
业将打造“沪上系列”，首部作
品《梁陈美景》将还原 20 世纪
90年代上海的景物风貌，人物
对白将保留沪语特色，同时结
合上海的街边美食、路边建筑，
弄堂里的柴米油盐和人情往
来，营造烟火气。汪俊执导，孙
俪、董子健领衔主演的《蛮好的
人生》聚焦新时代上海金融发
展中的保险业，用温情故事书
写新一代保险人的转型。

关注女性“她力量”的剧集
也不少。值得关注的包括诠释
中国式家庭关系的《六姊妹》、
讲述勇气与希望的《隐身的名
字》、从婚内视角探索现代人如
何面对婚姻的《我和婚姻的战
斗》、改编自亦舒同名小说的都
市情感大剧《独身女人》、聚焦
都市女性奋斗与爱情的《许我
耀眼》、脱口秀题材女性成长话
题剧《不讨好的勇气》等。

在现实主义题材剧方面，
《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执导的
《八千里路云和月》讲述一群小
人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
《宝庆里》讲述基层工作者完成
旧区改造工程的故事。《真心英
雄》根据真实案件改编，以公安

等政法单位中的 8组英雄模范
人物和集体为原型，解密大案
要案背后的故事。

古装剧方面，杨紫、张晚
意、邓为、檀健次等原班人马主
演的《长相思第二季》将于7月
8日播出。此外，张颂文、白百
何领衔主演的《清明上河图密
码》，张永新执导、申捷编剧的
《阳明传》，王鹤棣、田曦薇等主
演的《大奉打更人》都将于年内
播出。

悬疑剧方面，张若昀、马思
纯、王景春领衔主演的《人之
初》，王宝强、陈明昊主演的《棋
士》，聚焦小镇少年命运和爱情
的《十二封信》，以及最高人民
检察院新闻办指导的都市悬疑
剧《无尽的尽头》、由《三体》原
班制作团队打造的《人鱼》，都
很吸引眼球。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陈伟霆、刘雅瑟主演的穿越
题材悬疑剧《太阳星辰》，该剧
讲述 20 世纪 90 年代的香港重
案组警察杨光耀（陈伟霆饰），
意外来到2018年，遇到与自己
同龄的搭档陈凯晴（刘 雅 瑟
饰），两人围绕着扑朔迷离的凶
案线索，为了心中正义与世间
公平，携手追查尘封多年的连
环杀人案的故事。该剧将于今
年在网飞与腾讯同步上线，成
为少有的网飞同步全球播放的
国产剧集。

12集的《我是余欢水》、15
集的《开端》、10集的《新生》、8
集的《我的阿勒泰》……最近几
年，不断有集数少于20集的剧
集播出，与十年前动辄40集以
上的剧集形成鲜明对比，这也
是国产剧集制播中短剧化趋势
的一个体现。

谢颖直言：“许多视听平台
的大数据显示，目前用户的完
播率非常低，80%以上的用户
不能看完一部 40 集的剧。”所
以，现在剧集体量必须有变
化。她说：“我们正在寻找打开
故事的最佳体量，呼吁从业者
多拍摄40集以内的剧集，甚至
8到12集的剧集。”

爆款古装剧《墨雨云间》的
叙事节奏快，让许多观众感叹

“像在看微短剧”。该片联合导
演马诗歌提出“用短剧思维拍
长剧”的理念：“总制片人于正
告诉我，长剧短剧化一定是未
来国产剧的发展趋势。他预
感，随着短视频对观众的影响
加深，会影响大家的观剧习
惯。于是，他找到之前拍短剧
的 我 来 编 剧、执 导《墨 雨 云
间》。”马诗歌坦言，长剧短剧
化的方法论就是动用内容的一
切手段抓住观众：“我要让情节
更精彩、戏剧冲突更大、人物刻
画更立体、叙事反转更多、信息
量更密集，要对剧集和观众的
共情点抓得更准确。”

类型百花齐放
《太阳星辰》同步上网飞

平台改革制播模式
各大视频平台也在加速调

整制播布局、开发新技术，以适
应市场环境的变化。

阿里大文娱数字人厘里参
演了电视剧《异人之下》，这也是
国内数字演员首次参演真人剧
集，引发网友热议。优酷副总裁
谢颖表示，该平台的剧集产业都
引入了 AIGC（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未来如果有制作公司愿意
和优酷合作定制剧，我们愿意开
放共享编剧软件系统，缩短整个
创作周期。”对于剧集拍摄，谢颖
表示：“优酷现在在横店、北京有
7个虚拟摄影棚，虚拍已经进入
批量阶段，每年有10%-50%的
虚拍量。对于数字人厘里，在
《异人之下》里，我们已基本解决

数字人与真人的对戏场景让观
众出戏的问题。”

腾讯视频再造了合作流
程。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在
线视频首席执行官孙忠怀表
示：“一个项目的总合作金额，
除了有一定比例的固定金额，
还有一定比例的金额与项目播
放结果挂钩。这样，直到项目
播完之前，制作公司和播出平
台双方都会共同努力提高作品
质量，且合作全程都会互相约
束，这是一种既有甜蜜时刻又
有激烈讨论的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都怕项目播不好，被观众
抛弃，只能尽最大努力战斗到
最后一刻，要么一起抱头痛哭，
要么一起开香槟庆祝。”

今年的大热剧集《繁花》
《漫长的季节》在视觉效果、叙
事风格都很有创新。中国电
影评论学会会长、研究员饶曙
光认为，目前剧集的创新已经
超过电影：“现在或许到了剧
集可以反哺电影的时代，剧集
很多的理念、价值观，包括创
新的表达，以及开创的新赛
道，对电影有很强的借鉴意
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
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

“现在很多优质剧集在视听呈

现、节奏推动上可以和优秀的
电影媲美。”

此外，尹鸿分析，优质剧
集已经实现了平台与创作者
之间的直接互动，而平台也会
按照用户的需求生产剧集：

“这种紧密关系、良性互动给
剧 集 创 新 留 出 了 很 大 的 空
间。而对于电影，从创作者到
观众中间有一条漫长的通道，
由于环节复杂、周期漫长，导
致许多创作者会急功近利去
猜测观众喜好。”

剧集开始反哺电影

用短剧思维拍长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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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就接待了6家中国上市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