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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电影产业合作前景分析两岸电影产业合作前景分析

        ◇文/ 厦门理工学院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陈燕鸿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金飞

【摘要】

   在国际文化交流大发展大繁荣的环境下，华语电影的国际影响力仍十分有限。中国大陆和台湾在电
影市场和产业发展条件方面具有极大的互补性。近年来，双方相互开放的总体政策趋势为两岸电影产业
的有效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现实空间。客观分析两岸电影产业的发展现状、优劣势所在以及已有的合作框架，

对于进一步探究两岸电影合作今后的努力方向和发展前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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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竞争格局、国内政策环境以及文化渊源因素使中国

大陆与台湾电影产业合作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可能性

与现实基础。首先，国际竞争格局决定了两岸电影产业具有

合作的必要性。面对好莱坞电影的强大攻势，华语电影的国

际影响力显然与中华民族悠久而厚重历史文化难以匹配，也

严重滞后于我国当前的世界经济地位。其次，国内政策环境

增强了两岸电影产业合作的可能性。2010年1月，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大力推

动我国电影产业跨越式发展，第一次明确把电影业提高到了

战略产业的高度。2010年6月签署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

议》（简称ECFA）早期收获清单放宽大陆对台湾电影的发行

放映政策限制。2011年12月《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

革发展规划纲要》支持与鼓励包括电影在内的国产文化产品

和服务的境内外交流与投资经营合作。再次，两岸文化同根

同源，其“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

缘相循”的特征为双方共同深入挖掘中华文化资源，并运用

高新技术丰富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及提高文化产品质量创造

了难得的优势。两岸电影产业的交流与合作面临着一个新的

契机。两岸应着眼于各自的发展优势，适时抓住机遇，有效

达成“合作共赢”的理想结果。

一、两岸电影市场初步分析 

（一）大陆电影市场发展状况

首先，观影人数稳步增长；票房收入、综合收入快

速增加。近年来，飞速发展的经济生产以及稳步推进的城

市化进程使大陆观影人数随之上升，从2003年的 0.52亿

人次上升至 2011年的 3.7亿人次。大陆电影票房收入在

2003年到 2011年之间，从11亿增加到131.1亿元，而包

括国内电影票房、海外电影票房及销售、各电影频道广告

收入等综合指标的电影综合收入在2011年达到200亿元，

呈大幅的增长趋势。

其次，国产影片产量稳步上升，放映设施快速改善。

2011年，中国大陆电影的总产量达到 580部，是 2003年

的 3.44倍，年均增速为43%。为与国产影片的产量增长相

适应，电影放映设施及放映能力同步改进。一级城市院线

蓬勃发展，荧幕以及数字电影院数量迅速增加。2002年，

中国大陆开放电影发行、拍摄、放映，实行院线制，影院

可自由选择院线加盟来取得片源。电影拍摄也不再由电影

制片厂垄断，只要取得拍摄许可证和放映许可证即可。此

次改革后，大陆电影放映能力突飞猛进，一方面，电影院

线数量增加了近2倍；另一方面，某些大院线（特别是一

线城市）的实力取得迅猛发展。2011年，排名前4位的院

线万达电影、中影星美、上海联和以及中影南方新干线等

公司总票房收入达 44.65 亿元，占全年总票房收入 131.1

亿元的42.3%以上。但经济落后地区的电影设施发展缓慢。

第三，大陆对台产业政策不断放宽。以往大陆对非

大陆摄制的影片实行进口配额制，上限是每年 50部。台

湾影片须在此配额中竞争。ECFA 早期收获清单规定，自

2011 年 1月 1日，经大陆广电总局审查通过后，台湾影

片即可不受进口配额限制在大陆发行放映。2011 年，大

陆又推出加快两岸电影合作的新政策。一是广电部门承诺

加快合拍剧审批速度，推动央视开辟固定时段定期播出两

岸合拍剧；二是鼓励和推动大陆增加引进台湾电视剧。以

上措施为台湾电影界开拓大陆市场创造了十分良好条件。

（二）台湾电影市场发展状况

首先，本土片市场占有率低下。20多年来，台湾电

影市场几乎由美国好莱坞电影主宰，而本土片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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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十分尴尬的低水平状态。从2002年至 2011年，10年

间，外国影片在大部分年份中的市场占有率超过 90%；而

本土片市场占有率除2008年和 2011超过 10%外，其他年

份基本上低于 3%。自 2008年以来，本土片的总体生存状

况稍有起色，产量基本保持原有的增速；少数影片如《海

角七号》、《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表现不俗，但这些改

观并未形成稳定局面，远不足以扭转台湾电影产业萎靡不

振的总体态势。

其次，台湾对大陆产业政策开始放宽。第一方面表现

是，2010 年起，台当局开放对大陆电影的入岛限制，但

在影片数量、放映时数和申请程序方面做了许多限制。据

2011年 12月台当局发布的《大陆地区影视节目得在台湾

地区发行映演播送之数量类别时数修正规定》提到：“大

陆地区电影片进入台湾地区数量，每年以 10部为限；其

类别以爱情文艺、伦理亲情、温馨趣味、宫廷历史、武侠

传奇等主题者为限。申请入台发行、映演大陆电影片者，

以电影片发行业为限。电影片发行业申请进入台湾地区发

行、映演大陆地区电影片，每次以1部为限。”“透过有

线广播电视系统经营者（含有线电视节目）播送者，大陆

广播电视节目并入非台湾自制节目计算，且其播送时数不

得超过各该有线广播电视系统经营者、有线电视节目播送

系统可供利用频道播送节目播送总时数之 16%。”第二方

面的表现是，其对大陆与台湾合拍影片的入台制定了较为

宽松的标准，如规定台湾电影制作业投资的前款类别的大

陆地区电影片，以台湾名义入围或获得法国戛纳影展、意

大利威尼斯影展奖项者，不受每年10部的限制。

二、两岸电影产业优劣势比较    

（一）影片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1.大陆影片国际市场竞争力不强

大陆国产影片国际市场竞争力不强的最直观表现就是

海外销售收入不理想。2006 年国产影片海外综合销售收

入为 19.1 亿元人民币，2009 年为 30.1 亿元，2010 年为

35.1 亿元，但 2011 年却骤然下降为 20.24 亿元，几乎倒

退至 2006年的业绩水平。上述综合收入由票房收入和其

他收入（如DVD等产品收入）共同构成。如果只考虑海外

票房收入，则2011年国产影片的业绩仅10多亿元人民币。

虽然部分国产影片在国际高水平影展中获得众多奖项，但

带来的实际经济效应较为有限。根据《银皮书：2011 中

国电影国际传播研究年度报告》，2011年大陆共有295部

次影片参加了 28个国家和地区的 82个电影节，55部次

影片在18个电影节上获得82个奖项。但国产电影在质量、

内容上都无法与进口片相比，能出口到海外更是少之又少。

美国文化产业占世界总份额的43%，而中国大陆占比却不

足4%。

2.台湾影片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也较弱

同大陆电影业类似，台湾电影业在国际市场上尚处初

期参与阶段。2010年台湾电影参与国际影展及市场展相关

活动达363部次，荣获国际影展入围124部次，获国际影

展奖项32部次，但同期电影产业的出口值只有0.89亿元

新台币，比2009年下降 18.35%。本土片的票房表现影响

着本土电影产业的出口情况。本土片票房表现较好时，电

影发行业及电影映演业（放映业）相应增长，但电影制作

业、电影后制业则相应衰退。自上世纪90年代，本土片

在岛内的市场占有率一直很低，市场占有率至2006年仅为

1.63%，但2007、2008年以来，本土片市场占有率有所上升，

相应地，电影制作业及电影后制业由于可进行海外代工，

可灵活选择岛内或海外市场，有力地带动了出口值增长。

（二）两岸电影产业人才资源比较

目前大陆电影产业原创能力不足，核心人才结构体

系不完善。2010年票房前 30位的国产电影幕后团队里，

港台电影人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导演、编剧、参演明星、

武术指导、特效制作等多个领域均具有很大影响。导演队

伍处于青黄不接的状况，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的作品

多年来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而王小帅、贾樟柯等第六代

导演的电影作品，则陷入票房与口碑相悖的窘境。动画电

影、纪录片和3D/IMAX数字电影领域人才稀缺，具有产业

经营能力的电影企业家稀缺，能够联通制片人与导演，合

理分配预算，从艺术与成本两方面对作品进行掌控的监制

人员不足。目前大陆电影业还缺少具有国际魅力和票房吸

引力的大导演、大明星，还没有形成中国电影的创意品牌。

　　台湾方面，电影发行业就业人数占主体。从子行业发

展情况看，2010 年台湾电影制作就业人数约为 452 人，

较 2009年增长 7.58%，占整体产业的 6.56%；电影后制就

业人数约为406人，较 2009年增长 7.58%，占整体产业的

5.45%；电影发行就业人数为343人，略降 1.67%，占整体

产业的 44.15%；电影映演就业人数则是 2837人，略微增

长 1.06%，占整体产业的17.70%。台湾电影制作业的大多

数技术人员实行外包制，制作公司内的正式员工多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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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及企划人员，因此人数较少。据台湾“行政院”统计，

2010年在本土片制作中，正式员工比重仅占7.91%；自营

作业者占38.86%，自营作业者为导演、制片等属于电影拍

摄中的专业技术个体户；兼职人员则占53.23%，兼职人员

则以临时演员等等非专业技术之人员为主。总体上，岛内

电影产业与其他一般产业不同的是自营作业者及兼职人员

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内部员工较少。其主要原因是，台湾

岛内并无大型片厂生产足够的本土片产量来支持人力的雇

佣，因此许多本土片都以“项目专案”方式雇佣人力。

（三）两岸电影产业资金来源渠道及制作成本规模比较

受益于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中国大陆电影产业资金

来源渠道丰富并且逐渐多元化。目前，中国大陆电影产业

应对资金问题的方式主要有四种。第一是充分利用国家对

文化产业的金融政策支持。中影集团早在 2004年就获得

1.5亿元国债资金支持，2007年更率先发行5亿元企业债

券。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的重视，商业银行对

文化产业信贷政策放宽，信托、产权交易和证券等金融部

门以及政府专项扶持基金纷纷有所举动，这一渠道有得到

扩展的可能。第二是私募股权投资在大陆电影产业中日益

活跃。2010 年 9月，由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有关部门共

同倡导发起设立中国影视出版产业投资基金。2011年5月，

腾讯公司宣布设立影视投资基金；凤凰卫视宣布设立凤凰

文化产业基金；由马云、虞锋和史玉柱等人联合建立的“云

锋”基金的主要投资领域也集中在文化产业。第三是多方

合作分担风险的制片模式。政府资金以新的形式介入电影

产业，以求塑造、推广城市品牌。2004年，丽江市政府与

张艺谋合作拍摄《千里走单骑》；2008 年，杭州市政府

与冯小刚合作拍摄《非诚勿扰》；2010年的《唐山大地震》、

《赵氏孤儿》以及《西风烈》分别得到唐山、阳泉和敦煌

市政府不同形式的资金投入。境外融资增多的趋势也较为

明显。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等

近 30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大陆制片公司建立影片合作项

目，影片国际化水平显著提高。第四就是上市融资。

台湾电影产业总体投资与制作成本都较为有限。本土

片市场萎缩与投资回报低下、投资不足形成恶性循环。长

期以来，导演自筹资金和政府辅导金成为本土片的主要启

动资金。而于 1989年推出的“国片制作辅导金”制度则

毁誉参半。它保存并培育了本土电影的文化理念和人才，

曾对岛内电影产业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由于其定位主要

在于推介台湾文化，致使本土片在影展获奖数量增加的同

时，本土片市场出现萎缩，使市场与艺术严重脱节。鉴于

此，本土片制作成本一般较低。据台湾“行政院”《2011

年电影产业调查报告》，2005—2009年本土片平均制作成

本为1462万新台币，2010年平均制作成本上升为2763万

元新台币，若扣除《大笑江湖》、《艋舺》，平均每部本

土片制作金额为 1377万元新台币。总体上，台湾大型制

作电影较少。近年来为提升本土片品质，许多新片制作成

本开始增加，如《赛德克·巴莱》、《痞子英雄电影版》、

《聂隐娘》、《翻滚吧！阿信》、《鸡排英雄》等，制作

成本从四、五千万到数亿元不等。台湾制作成本主要用于

拍摄阶段，拍摄部分约占 74%，后制阶段占 23%，开发阶

段则占3%。

三、两岸电影产业的合作空间及合作模式

要在世界若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电影和音像产业，

必须构建不同规模、不同范围的电影产业集群与电影共同

体。具体而言，两岸电影产业今后的合作方向大致可总结

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互相开放电影市场

自2005年至2010年，在大陆上映的台湾本土电影共7

部（《红孩儿大话火焰山》、《人鱼朵朵》、《天亮以后

不分手》、《基因决定我爱你》、《不完全恋人》、《海

角七号》和《近在咫尺的爱》），平均每年1.17部。ECFA

的签署推动了海峡两岸共同完善从电影的生产、制作、发

行到放映的整个产业链条，促进了海峡两岸创新环境的形

成，两岸文化资源进一步得到整合。此后，大陆开始逐步

加快对台湾电影的引进步伐。仅2011年就有5部台湾影片

（《鸡排英雄》、《爱到底》、《五月天追梦》、《恋爱

恐慌症》和《翻滚吧，阿信》）在大陆上映，大大超过了

以往年份的数量。由于台湾对大陆电影实施数量限制，大

陆电影在台湾上映的数量相对于其总产量是十分稀少的。

台湾规定每年引进的大陆电影上限为10部，而2011年大陆

电影总产量为580部。在大陆方面不断放宽台湾电影“登陆”

条件的前提下，台湾也应适当继续放宽对大陆电影的限制。

（二）在电影制作方面，共同凝炼特色，打造中华文

化软实力

两岸合作有助于打造既具中华民族特色，又符合世界

价值的“中国式大片”。2005—2010 年，台湾与海外合

拍片比重约占本土片总量的 18.13%，其中 2010年比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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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与海外合拍的比重有增加的趋势。2009年台湾与海

外合拍的10部影片中，有5部（《街角的小王子》、《刺陵》、

《你是否依然爱我》、《这儿是香格里拉》以及《白银帝

国》）与大陆合拍。在2010年台湾与海外合拍的12部影

片中，有8部（《如梦》、《大笑江湖》、《剑雨》、《恋

爱通告》、《近在咫尺》、《第四张画》、《拍卖春天》、

《爱你一万年》）与大陆合拍。台湾应积极与大陆深入探

讨两岸电影合拍机制，充分运用两岸共同文化资源，坚持

“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制作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票房号

召力的中国影片，共同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国际电影品牌。

（三）加强两岸电影人才交流与培养

目前，中国大陆拥有众多导演和演员，国际知名导演

和明星也日益增加，但是具有国际视野和海外电影运营经

验的专业商业电影人才相对稀缺，特别是动画电影、纪录

片和3D/IMAX数字电影领域人才稀缺。台湾的电影人才优

势在于：信息科技教育比较普及，制作人员创意能力较强；

电影后制业尤其是电脑动画国际代工经验丰富；国际电影

市场的营销人员较多；数字技术产业竞争力较强；部份广

播电视公司已逐步开发国外接口，具海外扩展能力。通过

加强沟通，共同提升两岸电影人才的素质，可有效地推动

两岸电影产业的合作与交流。

（四）共同完善电影产业链，改革单一盈利模式

两岸电影业的盈利模式都过于单一。在西方影业发达

国家，电影的衍生品如录像、服装、玩具、图书、游戏等

电影衍生品的开发占国外电影产业收入的 70%至 80%，其

国内票房收入占总产业规模比例不到30%，而此比例在中

国大陆则近70%。台湾电影产业对票房收入的依赖略低于

大陆，但也仍处高位。台湾电影产业按照产销环节，产业

链分成四大部份，包含开发、制作、后制、发行/代理及

映演。2009年台湾电影映演业产值为55.66亿元新台币，

2010 年增长了 13.31%，为 63.07 亿元新台币，票房收入

占台湾电影业产值的51.97%。两岸必须改变以往的单纯依

靠影片发行获取收益的单一营销观念，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共同开拓与挖掘相关产业经济形态。

（五）加强两岸电影资金渠道合作

受益于政府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以及其他

行业投资空间的压缩等因素，今后大陆电影产业的融资渠道

将进一步丰富并多元化，这不仅将会大大加快电影制片产业

的发展，也为电影产业链的充分延伸提供动力支持。特别

是在2009年以前，台湾电影产业的融资渠道十分狭窄。以

2008年魏德圣导演的最佳票房《海角七号》来说，魏德圣不

仅抵押了房子，并寻求各种管道募集资金，最后在台湾“经

济部”中小企业信保基金担保下，获得银行贷款，才完成拍

片作业。2009年后，在一系列本土票房大片的刺激下，民间

风险投资基金开始进入台湾电影业，比如《痞子英雄》、《赛

德克·巴莱》及《星空》，都是风险投资的成功案例。台湾

还举办一年一度的金马创意投资会议，安排电影创作方与投

资方进行洽谈。在此情形下，台湾可考虑考虑引进大陆民间

投资资金，以进一步丰富资金来源渠道。

四、结论

电影作为文化沟通的有效媒介，可提高两岸人民的情感

认同。电影所呈现的文化观念会给观众留下潜移默化的影响，

以此对其所承载的文化观念产生某种信任感乃至依赖感。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两岸交流、合作领域的不断延展

以及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宽，为两岸电影产业的合作与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契机。两岸电影产业各有优劣势，大陆拥有

广阔的市场空间、针对两岸电影合作方面的宽松政策环境、

数量庞大的演职人员、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等等。而台

湾在电影制作人才、电影产业链发展等方面具有值得大陆

借鉴的优点。两岸应积极顺应新的发展环境，整合各自的

优势资源：进一步相互开放电影市场，共同凝炼华语影片

特色，加强两岸电影人才的交流与培养，延伸电影产业链

并改革单一盈利模式，加强两岸电影产业资金渠道合作等

等，以促进两岸电影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共同提升中

华民族文化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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