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好微電影比賽  

[電影大師營精華摘要] 新時代台灣影視類型想像

與 IP 建構 

 

我們是中華民國微電影協會，2021 年 1 月 30 日協助三好微電影比賽一起舉辦了賽後

的電影大師研習，邀請三好微電影和大學盃三好組入圍的參賽者，免費出席交流，本

次研習邀請了發行監製多部口碑國片的製片，台灣導演以及 12 劇場的演員，一起分享

交流電影事。我們期盼讓學生不僅是參加比賽，今年度也積極安排研習給創作學子，

我們將當天內容摘要精華上線，歡迎老師撥空閱讀。也期盼學子有機會能參加明年的

電影大師研習。 

 

在上午第一場的研習中，邀請了投身電影 15 年、發行監製多部口碑國片的牽猴子行銷

總監王師，他考量到現在局勢與新導演的需求，將分享題目設定為「新時代台灣影視

的類型想像與 IP 建構」從類型電影出發，探究 IP 建構的可能性。 

 

  



看影片的管道很多，為何人們還需要去電影院看呢？ 

 

因此，觀眾進電影院觀影，在商業模式下，越來越像一個手段。現在導演們正在以短

片創作開拓可能性，因為短片創作較長片自由，是創作者自我介紹的入門名片。如果

想要拍出上院線的影片，長片要拍什麼題材、類型，真的是必先考慮的。 

現場互動之下，有些青年導演分享了從書本或網路得到的類型電影定義。王師說，類

型電影具有公式和形式，當觀眾充滿期待時，若突然翻轉劇情，就會顯得有創意。但

類型影片並非一成不變，會依據時代演變。 

 

電影是單次消費，每次看電影都是一種投票行為 

 

在現場他舉了非常多寶貴的行銷操作與票房實例，譬如台灣拍過某歌舞電影，導演過

去是票房冠軍，這次卻無法複製成功的失利，因為每種類型影片的建構都是精密的工

業，國外歌舞片的資源充沛，但台灣就能複製嗎？他希望大家可以思考類型影片成功

因素，因為觀眾的心理機制與社會氛圍是導演需要去研究的，看電影不再僅僅是娛樂

消費，需要留意背後的社會現象。 

 

影片題材四大要素：戲劇性，普世性，在地性，國際性 

 

透過電影的轉化，魏德聖將歷史上可能不起眼的《KANO》故事，帶領觀眾重新思考不

一樣的歷史，其實是對歷史上的貢獻，電影其實不僅僅是電影。他也分享一張實際統

計數據，看看哪些類型是受歡迎的題材。以《紅衣小女孩》為例，驚悚恐怖片是台灣

近年新興現象，用台灣鄉野傳奇故事恐怖元素包裝，這類型算是穩定成長的。數據往

往也要搭配當下歷史來看，就會發現，類型是不斷流動的，演變的，隨時代辯證的，

所以它不是一種限制創作的框架，而是你有沒有看出當下社會面貌的需求。全世界充

滿了許多絞盡腦汁，不見天日的劇本，其實劇本才是專業中的專業，尤其在類型影片

中，大家都看膩了，要怎麼反轉與創新才具有價值。 

 

他舉例 Netflix 會成功，是因為內容策略跟傳統產業很不一樣，精神在於「把全世界最

好的內容帶給全世界」，他們會跟當地最好的開發團隊，一起製作符合當地與全球觀

眾口味的影片。所以，影片創作者需要具有「深層文化與美學的論述力，想像力，移

植力。」他也提醒大家，類型片不等於商業片，最終別忘了，觀眾進戲院想看的，終

究是故事。 

 



更完整的圖文閱讀，請見官網的上下篇報導： 

1) 透過電影傳達真善美，新時代台灣影視類型想像與 IP 建構 

 

2) 新媒體的影響與新嘗試，台灣電影導演的生存之道 

 

http://www.micromovie.org.tw/news_detail.aspx?id=8a2f50b79ab7099180d14eea76864d1f
http://www.micromovie.org.tw/news_detail.aspx?id=8a2f50b79ab7099180d14eea76864d1f
http://www.micromovie.org.tw/news_detail.aspx?id=bc6fd3f6510fa522e297fba72d625f27
http://www.micromovie.org.tw/news_detail.aspx?id=bc6fd3f6510fa522e297fba72d625f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