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11 月 13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電影發展基金檢討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政府就電影發展基金 (下
稱「基金」 )運作進行檢討的背景及詳情。  
 
 
背景  
 
2.  政府致力提供有利的環境，促進香港電影業的長

遠發展。為此，基金在 1999 年成立，旨在資助對本港電影
業長遠及健康發展有利的項目。政府自 2005 年已向基金合
共注資 5 億 4,000 萬元。  

 
3.  香港電影發展局 (下稱「電影發展局」)於 2007 年
成立，由電影業的翹楚組成，旨在就推廣和發展電影業的

政策、策略和體制安排，以及就運用和分配支援電影業的

公帑，向政府提供意見。電影發展局及其基金審核委員會

負責審核向基金提交的撥款申請 1。  

 
4.  在基金及電影發展局的支持下，政府通過四項策

略促進電影業的發展：  

 
(a) 鼓勵增加港產片製作量；  
(b) 培育製作人才；  
(c) 鼓勵學生和青年觀賞電影，拓展觀眾羣；以及  
(d) 在內地、台灣及海外市場宣傳和推廣「香港電影」

品牌，支持香港影片參與國際影展，推動香港發

展成為亞洲的電影融資平台。  

                                           
1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創意產業 )是基金的管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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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及其資助計劃  

 
本地電影製作資助計劃  

 
5.  基金在成立初期，主要為有助電影業長遠發展的

項目提供融資。多年來，基金轄下推出了多項資助計劃，

其中一項最早推行的計劃，是 2000 年代初推出的「本港電
影參與國際影展資助計劃」，該計劃旨在資助電影參與國際

影展的競賽部分及非競賽部分。截至 2017 年 9 月，基金共
資助了 119 齣電影參與 41 個國際影展。  

 
6.  為鼓勵製作更多供商業發行的本地電影，我們擴

大了基金的資助範圍，於 2007 年推出了「電影製作融資計
劃」，為中小型電影 (即每齣製作預算不超過 2,500 萬元的
電影 )提供最多 600 萬元的部分融資。截至 2017 年 9 月，
計劃共資助了 31 個電影項目的製作。  

 
7.  考慮到人才是本地電影業的重要資產，基金在

2013 年進一步設立「首部劇情電影計劃」，以培育人才。
該計劃藉電影創作及製作計劃比賽，從大專學生／畢業生

和電影從業員中，選拔新晉電影製作人。大專組的優勝團

隊可獲得 325 萬元資助，而專業組的優勝團隊則可獲得
550 萬元資助，以供製作其首部商業劇情電影。至今，該
計劃共資助了七個電影項目。  

 
8.  為鼓勵業界投資在供戲院放映的本地電影，尤其

是那些由年輕電影製作人及／或經驗較淺的電影製作人所

負責製作的項目，我們在 2015 年推出了屬先導性質的「電
影製作資助計劃」，為小型電影製作 (即製作預算每齣不超
過 1,300 萬元的電影 )提供資助，金額最多為核准預算製作
費或實際製作費 (以較低者為準 )的 20%或 200 萬元 (以較少
者為準 )。截至 2017 年 9 月，計劃共資助了六個電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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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電影相關項目  

 
9.  除了支援本地電影製作外，基金亦通過「其他電

影相關項目資助計劃」，資助有助電影業整體發展的不同項

目／活動。例如，其中一個獲基金資助的項目香港影視娛

樂博覽 (其活動包括較為人熟悉的香港國際影視展 )，是一
年一度亞洲最大型，為電影融資、後期製作、數碼娛樂、

授權等範疇而設的跨媒體、跨地域貿易及網絡聯繫平台。

今屆活動於 2017 年 3 月舉行，吸引了逾 800 個來自超過
35 個國家及地區的參展商，以及逾 8 000 名訪客參與。香
港亞洲電影投資會亦成為了一個供電影製作人與融資者、

製片商、銀行家、發行商和買家洽談的主要電影融資平台。

今年有來自 15個國家或地區的 33個電影項目 (包括八個香
港製作或聯合製作的項目 )獲挑選在會上進行推介，並成功
為這些項目安排了 886 次商業配對會議。此外，基金自
1999 年起資助著名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從而在國際舞台上
推廣香港電影品牌。基金亦自 2012 年起為五齣港產粵語片
提供資助，以支持這些影片在內地發行。  

 
10.  為培訓人才，我們在 2017 年與電影業界合作，提
供 200 個電影相關課程的學額培訓前線電影製作及後期製
作人才，以及另外 30 個海外深造名額予出色的電影後期製
作人才參與。  

 
11.  截至 2017 年 9 月，基金已向上文第 6、7 及 8 段
所述的電影製作相關項目投放合共 1 億 3,800 萬元，並向
上文第 5、9及 10段所述的其他電影相關項目投放合共 2 億
8,3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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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本港電影業的變化檢討基金的運作  

 
12.  正如上文所述，基金共支持了 31 個電影製作融資
項目和 6 個電影製作資助項目，它亦資助了 193 個其他電
影相關項目，並培育了 28 名新晉導演及 19 名新晉監製。
很多獲基金支持的電影取得驕人成就，它們共贏得超過

110 個本地和國際獎項。與此同時，我們注意到，部分主
要電影相關活動如香港國際影視展和香港亞洲電影投資

會，在業界所獲的支持和認受性越來越高，成為了區內重

要的網絡聯繫和商業配對平台。  

 
13.  儘管有上述成就，我們注意到近年業界對如電影

製作融資計劃（上文第 6 段）的興趣正在下降。我們的記
錄顯示， 2007 年至 2009 年期間該計劃的項目申請共有
23 宗，而 2015 年至 2017 年期間的申請數目則只有 6 宗。
此外，在 2015 年以先導性質試行三年的電影製作資助計劃
（上文第 8 段）將於 2018 年初到期檢討。由於這些計劃和
措施是在過去一段時間按照電影業的不同發展要求而度身

訂造的，因此商業發行電影的市場形勢變化和需求的轉變

使得我們要就基金下的措施進行檢討，以確保基金可以繼

續為業界提供有效的支援。  

 
 
顧問就基金運作的檢討  

 
14.  有見及本地電影行業的環境不斷轉變，我們認為

有需要就基金的運作及其各項資助計劃的成效進行檢討，

從而促進本地電影業的進一步發展及培育更多專業的電影

製作或後期製作人才，使業界有充分準備，更迅速回應市

場所需。  

 
15.  政府已委聘了顧問進行這次檢討。檢討的範圍包

括評估現行基金支援措施的成效，特別是在促進本港商業

發行電影製作及人才培育方面的成效，以及從包括一帶一

路倡議等的整體最新發展中，尋找本地電影業及電影相關

服務在未來五年左右的新優勢。檢討的目標是確保基金得

以繼續善用，以促進整個本地電影業的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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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6.  顧問研究預期在 2018 年年中完成。我們會考慮當
中的建議，並就基金的優化措施諮詢電影發展局，務求為

電影業提供更佳的支援，滿足市場需要，並保持「香港電

影」品牌的聲譽。  

 
17.  展望未來，我們會繼續落實各項措施推動電影業

的發展，當中包括我們會按照《施政報告》的闡述，借助

「粵港澳大灣區」，加強開放市場及鼓勵投資，並提升人才

合作及交流，充分利用香港為創意產業人才樞紐的平台，

攜手推動粵港澳粵語電影電視製作。此外，繼今年四月及

十一月分別出訪伊朗和馬來西亞，我們現正探討在未來一

兩年前往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廣香港電影及電影製

作／後期製作服務。  

 
 
徵詢意見  

 
18.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創意香港  
2017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