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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政策電影政策電影政策電影政策

�致力促進本地電影業長遠及健康發展

�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電影製作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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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現況現況現況

� 2003年有79部香港製作的電影上映，較2002年
的92部，減少14%。

� 本地電影業隨 經濟復甦及《內地與香港關於
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安排》) 的簽
訂而迅速活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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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推動本地電影業發展的政府在推動本地電影業發展的政府在推動本地電影業發展的政府在推動本地電影業發展的
八項主要措施八項主要措施八項主要措施八項主要措施

� 建立電影融資制度

� 資助有利電影業長遠發展的項目

� 加強人材培訓，提升專業技能

� 保障電影業知識產權 
� 開拓內地市場

� 提升香港電影業的國際地位及形象

� 提供後期製作設施

� 加強拍攝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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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電影融資制度建立電影融資制度建立電影融資制度建立電影融資制度

� 2003年4月成立5,000萬元的「電影貸款保證基金」。

� 基金共接獲5宗申請，並全部已獲批准。

� 總承擔額超逾1,120萬元，涉及製作費用接近4,000萬元。

� 2004年2月26日舉辦經驗交流會，以推廣基金。

� 已撥款資助編製「電影融資及製作法律文件指南」，
提供有關電影融資和製作的法律文件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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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有利電影業長遠發展項目資助有利電影業長遠發展項目資助有利電影業長遠發展項目資助有利電影業長遠發展項目

�從1999年4月至2004年1月，「電影發
展基金」共撥款4,840萬元，資助69
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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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有利電影業長遠發展項目資助有利電影業長遠發展項目資助有利電影業長遠發展項目資助有利電影業長遠發展項目((((續續續續))))
 
 

電影發展基金獲資助項目的主要類別電影發展基金獲資助項目的主要類別電影發展基金獲資助項目的主要類別電影發展基金獲資助項目的主要類別
(一九九九年四月至二零零四年一月)

項目類項目類項目類項目類
別別別別

獎勵計劃獎勵計劃獎勵計劃獎勵計劃
訓練課訓練課訓練課訓練課
程程程程

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電影節電影節電影節電影節

資料編資料編資料編資料編
纂纂纂纂

調查及調查及調查及調查及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項目數
目
(個)

 

7 14 5 37 4 2 69

撥款
(萬元)

 

1,676
 

1,200
 

729
 

757
 

314
 

164
 

4,840
 

 
 

34.6% 24.8% 15.1% 15.6% 6.5% 3.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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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有利電影業長遠發展項目資助有利電影業長遠發展項目資助有利電影業長遠發展項目資助有利電影業長遠發展項目 ( ( ( (續續續續))))

�「電影發展基金」將於本年3月31日屆滿。

�基金已為提升本地電影的專業水平及提高
製作質素奠下穩健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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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有利電影業長遠發展項目資助有利電影業長遠發展項目資助有利電影業長遠發展項目資助有利電影業長遠發展項目 ( ( ( (續續續續))))

� 在財政緊絀的情況下，將透過調撥內部資源，
在未來3年 (即2004-05至2006-07年度) 資助三項
特定活動 :

� (i) 2005年度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的部份
開支；

(ii) 為電影從業員提供應用於電影視覺效果的
先進數碼科技的持續進修課程；及

(iii)就業界提議電影名稱和劇本註冊制度及票
房紀錄登記機制進行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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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人材培訓、提升專業技能加強人材培訓、提升專業技能加強人材培訓、提升專業技能加強人材培訓、提升專業技能

� 為解決業界所面對人手短缺問題，我們與業界和職業
訓練局專業教育學院合作舉辦「電影專業培訓計劃」。

� 計劃於本年4月起舉辦，為期3年，每年預計可訓練240
人。

� 「電影發展基金」已撥款120萬元資助業界購買訓練所
需器材。

� 職業訓練局專業教育學院每年調撥資源約150萬元，以
支援這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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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保護知識產權加強保護知識產權加強保護知識產權加強保護知識產權

� 業界曾指出本地電影投資環境在保障知識產權方面，
例如劇本及片名的登記，仍有待改善。

� 統籌科現正搜集海外有關這方面的資料，稍後就研究
結果諮詢業界。

� 業界人士認為現時本地票房數據的可信性仍有待提高。
建議可由中介組織負責編製和公佈電影票房紀錄，以
保持中立性。

� 我們會與業界研究如何提高票房紀錄的透明度和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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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內地市場開拓內地市場開拓內地市場開拓內地市場

� 從本年1月1日起，香港的視聽服務提供者可在《安排》
下享有以下幾方面的優惠待遇 :

(i) 以合資形式(並可擁有多數股權)提供錄影、錄音
製品的分銷服務；

(ii) 以合資(並可擁有多數股權)或合作形式建造或經
營電影院；

(iii) 香港拍攝的華語影片可不受外語片進口配額限制
在內地發行；及

(iv) 香港與內地合拍的影片可被視為國產影片在內地
發行。此外，《安排》亦放寬了合拍影片中港方
主要創作人員及演員所佔的比例及對故事內容的
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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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內地市場開拓內地市場開拓內地市場開拓內地市場 (續續續續)

� 業界對《安排》帶來商機深表歡迎

� 業界預測隨 《安排》的實施 :

(i) 2004年本地製作達140部，較2003年的79
部，增加超過70%；

(ii) 香港與內地合拍電影由去年的40部，增加
1.5倍至今年的100部；及

(iii)有更多本地公司在內地投資電影院，及從
事影視製作、音像製品發行和分銷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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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內地市場開拓內地市場開拓內地市場開拓內地市場 (續續續續)

� 我們在本地及海外積極推廣《安排》的內容和
實施細則。

� 我們會就落實《安排》和有關配套設施繼續諮
詢業界的意見，並會於稍後評估《安排》為香
港電影業帶來的實質影響。



15

提升香港電影業的國際地位及提升香港電影業的國際地位及提升香港電影業的國際地位及提升香港電影業的國際地位及
形象形象形象形象
� 在海外推廣香港作為亞洲主要電影製作中心。

• 協助海外及內地攝製隊來港取景製作電影，包括
《盜墓者羅拉 : 生命之匙》、《火拼時速2》及本
年2月至5月在港拍攝的《Ultra Violet》。

• 這些電影製作活動既可為香港經濟帶來可觀收益
及製造短期就業機會，亦可向外宣傳香港，吸引
外地遊客到訪，促進本地旅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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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香港電影業的國際地位及提升香港電影業的國際地位及提升香港電影業的國際地位及提升香港電影業的國際地位及
形象形象形象形象 (續續續續)
� 協助海外及國內舉行的香港電影節。

� 協助2005年電影界盛事

•  我們會為2005年首次同期於3月舉行的
「香港金像獎頒獎典禮」、 「香港國際

 影 視展」及「香港國際電影節」這些電
 影界盛事提供適當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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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後期製作設施提供後期製作設施提供後期製作設施提供後期製作設施

� 政府在將軍澳撥地供私人機構興建的大型電影
製作中心預計可於今年年底前落成。中心將提
供先進的後期電影製作設施供業界使用。

� 數碼港的數碼媒體中心將於3月29日全面啟用，
中心已設置先進數碼器材，為電影後期製作及
其他多媒體內容創作提供所需軟硬件及技術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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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拍攝支援服務加強拍攝支援服務加強拍攝支援服務加強拍攝支援服務

� 統籌科為業界提供一站式的取景支援服務。

� 經諮詢有關部門/機構，在2003年制訂了一套申
請在青馬大橋拍攝外景的內部指引，年內共處
理業界9宗有關申請，並全部獲得批准。

� 於2003年12月發布了一套方便業界申請在道路
上停泊攝製車輛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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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