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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制亚视听产业发展

与政策调整

周 松

【
提 要

】
澳 大利 亚人 口 较 少 ， 却是视听产 品 生 产 和 消 费 大 国 。 产 品 生 产数 量 多 ， 国 际 贸 易 数量 大 ，

国 内 消 费 量 高 于许 多 发达 国 家 。 从上世 纪 ７０ 年代 以后 ，
政 府 出 台 了 多 项扶持 本 国视听产 业 的 生 产 、 国 际

贸 易 、 国 际 交流 的措施 ， 特 别是新世 纪以来 ， 根据产 业发展的 新 态势 ， 在机构改 革 、 资助 力 度和其 它 各项

优 惠政策等方 面进行 了 比较 大 的调 整 。

【关键词 】 澳 大 利 亚 视听产 北 版权贸 易 扶持政 策 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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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了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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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澳元 ， 比 ２００ ２ ／２０ ０３财年增长２ ６
．

１ ％
， 产

ｔＬｓｔ ｉ
ｃ ｓ ） 在文化 艺术产＃． 统计和服 务业统计 中 也把生产业增加值 ８ ＿ ８６ 亿澳元 。 电影和音像生产 ， 后 期制作 服

经营电影 、 电视 Ｖ』

＇

Ｈ 、 ＆像制品等媒介产品的行业归类务？等收人所 占 比例达 到 了５０ ％ ， 约 ９ ． ３ ６ 亿澳 元 ， 有

为视听产业 。 所以 ， 澳大利 亚的 电影机构管理的范 围也 ２５０ ０ 多家企业 ， 提供就业岗位 １ ３８ ００ 多个 。 电视播放服

就包括这些类别的产品 的各个环节 。务收人 ６ ８
．

１ ２ 亿澳元 ， 产业增 加值 ２ １ ．５ 亿澳元 ， 提供

澳大利亚的视听产业相对比较发达 ， 产品生产数量就业 １ ００ ００ 多个 。 整个视听行业总产值超过 １４ ０ 亿澳

多 ， 品种丰 富 ， 同时 ， 作为
一

个仅有 ２ １０ ０ 多 万人 的人元 ， 提供就业超过 ５ 万人 。

口小 国 ， 澳大利亚还是世界上最大 的视听产 品消费市场 （

一

） 澳大利亚的视听产品生产

之
一

。 但在 巨大的消 费市场的映衬下 ， 澳大利亚的视听自 １ ９ ９９ ／００ 到 ２０ ０６ ／０ ７ 财年 ， 澳大利 亚平均每财年

产业 的生产能力就显得很低下 ， 特别是与美英等视听产生产电视剧 （ 包括澳大利亚 独 资生产和合作生产 的 电

业强国 的文化背景差异小 ， 本国 的文化贸 易壁垒也非常视 、 电影 、 电 视连续 剧 、 系列剧 等 ） ９００ 多小时 ， 纪录

低 ， 国际视 听产业 巨 头造成了较大冲击 。 ２０ ０７ 年 以来 ，片 ３０ ０ 多 小时 。 这些视听产 品 出 口 到 全球许多 国 家 。

澳大利亚政府在视听 产业政策方面做了许多调整 ， 以 期２００ ０ 年以来 ， 共生 产 电影 ２２ ５ 部 ， 其 中 不乏 《 澳 大利

能对本国 的视听产业生产能力有较大的促进 。 考察澳大亚》
、

《幸福脚 》 这样 的全球重量级票 房电影 。 ２ ００６ ／０ ７

利 亚 试听产业的状况和政策 ， 或许对我 国的视听产业发财年 的服务业统计显示 ， ２０ ０６ ／０ ７ 财年 电 视节 目 生产 达

展夼所裨益 。５ ５ ５ ４ ６ 小时 。 虽然不及美国 、 英国等视听产品生产大 国 ，

一

、 澳大利亚视听 出版产业
① 即 ２ ０ ０６ ／０ ７ 财年的服务业统计 ， 目 前为止 ， 澳 大利亚统计

局共进行 了 五次服 务业统计 ， 其它四 次是 １ ９ ９ ３ ／ Ｓ
Ｍ ，１

９ ９６ ／

＿９ ７ ，
１ ９ ９ ９ ／０ ０ ，

２ ００２ ／ ０３财年 。

澳大利亚统计局最近的
一

次服务业统计显示 ，

① 在② 澳大利亚的视听后期制作 服务是全球
一流 的 ， 面向 本土 和

２ ００ ６／０ ７ 财年 ， 澳大利亚 的视听产业生 产活动总产值达全球开放 。

１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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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虑到其人 口水平 和 ＧＤＰ 全球排名 ， 也算是全球重财年到 ２００ ８／０ ９ 财年 ， 澳大利亚的视听 产品进 口额年均

要的视听产品生产 国 ， 且艺术水平相对较高 。２ ．６ ２亿澳元 ， 贸易 逆差为 １ ． ８ ２ 亿澳元 。 版权进 口 额年

表 １９９／００
？ ０６／０７ 财年度 电视剧与纪录片生产的小均 ８ ＿ １ ４ 亿澳元 ， 年均贸易逆差 ４ ．８ ２亿澳元 。 澳大利亚

＾视听版权贸 易 中 ， 进 口 类别最多 的 是电 视节 目 版权 ，








１ １ ９９ ９／０ ０ 财年到 ２００ ７／ ０８ 财年 ， 年均总额为 ５ ． ２ ２ 亿 澳
财年度９ ９／ ００ ００ ／０ １０ １ ／０ ２０２ ／０ ３０３／ ０４ ０ ４／０ ５０ ５／ ０ ６０６ ／０ ７一

， 认 、 ， 一？从 ， ？丄 丄 ， ，

—



 兀 ， 占进 口总额的 ６ ６ ． １ ％ ， 其次是音像产 品版权 ， １ ． ７９

１ ０６ １１ １ ３２ ９７ ０８ ８８７ ９９８ ０６７４ ２８ ５３

亿澳元 ， 占总额的 ２ ２ ．
 ７％ ， 影院 电影 占总额的 Ｕ ．２％ 。

ｍｍ３ ６４２８０２４ ０ ２８９ ３４ ４ ３３ １２８ ５Ｗ６

表 Ｓ 澳大利亚视听版权进出 口对 比 （ 百万澳元 ）

数据来源 ：
ＡＢＳ（Ａｕ ｓｍ—Ｂ隨 ｕｏ ｆ Ｓ ｔ

ａ
ｔ

ｉ Ｓ
ｔ

ｉ ＣＳ ）Ｉ９ ９ ／ Ｉ ００／ Ｉ０ １ ／ Ｉ０２ ／ Ｉ０ ３／ Ｉ０４／ Ｉ ０５ ／ Ｉ０６ ／ Ｉ ０７ ／ Ｉ

财年度平均
表 ２２〇００ 年？２〇１０ 年澳大利亚电彩生产数 （

部
）０００ １０ ２０ ３０４０５ ０ ６０７０８

年份０００ １０２０３ ＣＭ０５０ ６０７０８０ ９１０出 口２ １ ７１４ ６０１ ２７２ １ １２０５１４ ９ ２１ ５１ ６ ８ ２１ ５３ ２ ９ ． ７

，，，７２ ２Ｍ２ ７Ｍ３ ，， ２ ，７进口瓜６ ７４ｍ７ ３ ２７ ７ ６８ ６ ７８ ６ ９９２５９ ８４８ １ ３ ． ９

（部 ）
ｒ－ １－

１ Ｊ

数据来源 ： ＡＢＳ （Ａｕｓ ｔ ｒａ ｌ
ｉ ａｎＢｕｒｅａ ｕｏｆ Ｓｔａ ｔ ｉｓｔ ｉｃ ｓ）

数据来源 ：
ＡＦＣ （Ａｕ ｓｔ ｒａｌ ｉａｎＦｉ ｌｍ

Ｃｏｍｍｉ ｓｓ ｉｏｎ
）
①ｉ？ 、从丄— ＋上匕 丄ｎ＃

？

从英美等 国大量进 口 ， 满足 了 国 内 旺盛 的视听产

（二 ） 澳大利亚视听产品的 国际贸易品消费需求 ， 促进 了视听产业 的 消 费市 场的 发展 ， 也

澳大利亚是全球重要 的视听产品 贸 易 国 。 据澳大有利于本 国产 品 出 口 到 国外 。 但是 ， 国外视听产 品 的

利亚统计局 （ＡＢＳ） 统计 ， １ ９ ９ ９／ ００ 财年到 ２ ０ ０ ８／ ０９ 财大量涌人抑制 了 国 内生产 ， 造成国 内 视听消 费市场本

年 ， 产品 出 口 额年均 ７ ９ ６４ 万澳元 ， 版权 出 口 额年均土产品份额过于低下 。

３ ．２７ 亿澳元 。 其 中 ２０００ ／０ １ 财年的出 口额为 １ ． ４ ６ 亿澳（
三

）
澳大利亚的视听产品消 费

元 ， 为历年最高 ， 主要是因为 ２０ ００ 年悉尼奥运会出 售澳大利亚的视听产 品消费市场非常大 ， 许多指标都

电视节 目版权费 １ ． ０ ３ 亿澳元 。 澳大利亚 的试听产品 出居于世界前列 。

口 以 电视节 目 所 占 比重最大 ， 年均 １ ． １ 亿澳元 。首先 ， 澳大利 亚有发达的视 听产品 消 费 的基础设

表 ３ 澳大利 亚视听版权出 口 类别 与金额 （百万澳元 ）施 。 ２ ００ ８ 年 ， 澳大利亚 电影院数量达到 ４ ９３ 座 ， 座位数

卜；
］

■

〇＋—
４ ５ ．６ 万 ， 银幕卿 块 ， 每万人拥有银幕数 ０ ．９ ４块 ， 仅

财年度
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３０４〇 ５０６０７０８次于美 国 。 澳大利亚三大主要本地收费电视集团 目前有


超过 ９０ 个英语电视频道可供观众选择 ， 其中 ７５ 个提供
影 院电影２ ６９８２２１ ３２６５９特别订购服务 （ｕｎｉｑｕ ｅｓｕｂｓｃｒｉ ｐ

ｔ
ｉｏｎ

－

ｏｎ ｌｙ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 ， ８个

电视节 目 １ ３ ４８１９ ３ ８９１ ３０９４ １２９８７１ ２９提供时移 电视 （Ｔｉ
ｍｅ

＾

ｓｈｉ ｆｔｅｄＴＶ
， 即可快进 、 暂停 、 选

－

ＩＴ


择几天前的 电视节 目的互动 电视服务 ） 订购服务 ， 有 ７

音像ｎ
ｐ６ ２ ８ ６ ３ １ ３ ５

Ｉ Ｉ＿＿＿＿
＿＿

＿＿
＿
＿Ｉ个免费转播电视服务 。 澳大利亚全国各地有数千家音像

数据来源 ：
ＡＢＳ （Ａｕｓ ｔｒａｌ

ｉ
ａｎＢｕｒｅａｕｏｆ

Ｓｔａｔ ｉ
ｓｔ ｉ

ｃｓ ）零售店和租赁店 ， 各种销售和租赁渠道非常便利 。
２０ ０７

表 ４ 澳大利亚视听版权进 口 与金额 （
百万澳元 ）年 ， 澳大利亚通讯与媒体管理局（Ａｕｓｔ ｒａｌ

ｉ
ａｎＣｏｍｍ ｕｎ ｉ

－

｜

９ ９ ／
｜

〇〇／
｜

〇 １ ／
｜

〇 ２ ／
｜

〇 ３ ／
｜

〇４／
｜

〇５ ／
｜

〇 ６ ／
｜

〇 ７／
｜

如― ａｎｄＭｅｄ ｉ
ａＡ ｕｔｈｏｒ ｉ

ｔ
ｙ ） 调査结果显示 ， 澳大利亚

财年度
０００ ！０ ２０３０ ４０５０ ６０ ７０８有孩子的家庭 抓都至少有一台 ＤＶＤ纖机 ， 孩子每

 天花 ２４ 分钟观看音像产 品 。 捷孚凯市 场调査有限公司

影 院电影１ ４４８５

＿ ＿＾＿＿＾＿ ＿ ＿ ＿］＿ ＿＾＿＿＾＿ ＿ （Ｇ ｆＫ ，Ｇｅｓｅ ｌ
ｌ
ｓｃｈａ ｆ

ｔ
ｆ

ｉｉ
ｒＫｏｎｓｕｍｆｏｒｓ ｃｈｕ ｎｇ ） 的

一

项报告

电视节 目 ４４ ４４ ５ ６５ ３ ２４ ８ １５ ２ ６６ １ ０５ ３ ９５ ３８５ ７ ２指出 ， 过去 ５ 年里澳大利亚每年至少销售 ２〇０ 万台 ＤＶＤ



播放机 。
２００ ７ 年拥 有计算机的家庭达到 了 ７３ ％ ， 使用

音像１ ２ ５１ １ １
１４ ６１ ５ ９１ ７ ０１

７ ０ ２ ２ ５２ ３ ５２ ７ １ｙ

Ｉ


＾ ＾ ＾

＿ Ｌ＿Ｊ＿ ＾ ＾ ＾

＿＿
＾

＿
Ｉ互联网的家庭达到 了６４％ 。 这些基础设施为澳大利亚人

数据来源 ：
ＡＢＳ（

Ａｕｓｔ ｒａ ｌ
ｉａｎＢｕｒｅａｕ〇（Ｓｔａ ｔｉ ｓｔ ｉｃｓ）消费视听产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

澳大利亚的主流文化是西方文化 ， 生活方式同欧美

相似 ， 再加之本国生产能力不足 ， 其视听产品消 费主要① 澳大利亚新的电影机构 的统计方式是按照财年进行 的 ， 不

依靠进 口 。 据澳大利 亚统计局 （ＡＢＳ ） 统计 ， １ ９９ ９／００是 自 然年度 ， 所以后 面几年 的没有列 出 。

１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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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澳大利亚视听产 品进出 口对比 （ 百万澳元 ）

财年度９ ９ ／ ００００／ ０ １ ０ １ ／０２ ０２／ ０３ ０３ ／０４０４ ／０ ５０５ ／０ ６０６ ／０７０ ７ ／０８０８ ／０９０９ ／ １０平均

出
口４４ ． ４６ ７． １８５ ．２１ ００９ ５． ８１ ０２８９８ １

． ４６０ ． ８７ １６ １８０

ｉｌｆ
ｌ Ｉ２ １ ８２ １ ０２ ２ １３ ２ ７２ ９ ３２ ８ １２ ９ ２２ ５ ５２ ５３２ ６ ７１ ９７２ ５ ６

数据来源 ：
ＡＢＳ（ Ａｕｓｔｒ ａｌ

ｉ ａｎＢｕ ｒｅａ ｕ ｏｆ Ｓｔａｔ ｉ ｓｔ ｉ ｃｓ ）

Ｊ ｔ次 ， 澳 大利 亚 人喜欢视 听产 品 消费 。
２ ０ ００ 年

？影等类型 的进 口 节 目 播放 时 间都超过 了 本土节 目 播 放

２ ００８ 年 ， 澳大利亚国 内总票房平均 ８ ．３５ 亿澳元 ， 年均时间的 ５ ０％ 以 上 ； 本土 节 目 主要集 中 在新 闻 、 娱乐 、

观影 人数达到 ８ ７ １ ０ 万人次 ， 人年均 去电影 院 观看 电 影时事 等 类型 。 计箅 机 游 戏也 大 部分 来 自 英 美 国 家 ，

４
．
３ 次 ， 仅次 于美 国

。
澳 大利 亚三 大 电 视 运 营 商 在１ ９ ９ ５ ／９ ６

？

２０ ００／０ １ 财年在 澳 大利亚 分级 的计算机游戏

２ ０ ０ ７ 年末订户 达到 ２ １ ６ 万 ，
２０ ０ ６／ ０７ 财年 ， 商业 电 视有 ４４ ％ 来 自 美 国 ，

２ ３％ 来 自 英 国 ， 而 澳 大利 亚 本 土产

台运 营 收人 ６ ８ ． １ ３ 亿澳元 ， 付 费 电 视 服 务 运 营 收 人的只有 ４ ％ 。

２ ２ ． ８ ３ 亿澳元 。 ２ ００ ７ 年 澳大利 亚视像软件经 销商 协会

（ Ａｕｓ ｔｒａ ｌｉａｎＶｉｓｕａ ｌＳｏｆ ｔｗａｒ ｅＤ ｉｓｔ ｒ ｉｂｕ ｔｏｒ ｓＡｓｓｏｃ ｉａｔ ｉｏｎ
，
＿

ｉ ６〇〇


１

。本 
ｉ ：ｐｉｉｒｎ̄

ＡＶＳＤＡ ） 给零售店 销售 了８ ２ ２ 万盘音像拷 贝 ， 销售 额
柳 ．

ｎ

４

１ １ ．３ ６ 亿澳元 ， 给租赁 店 销售了１ ３２ ０ 单位 拷 贝 ， 销 售＝｜

！ ＇

｜ｗ

额 ２ ．

 １ １ 亿澳元 。 ２ ００ ８ 年游戏硬件和软件零售额达 到 了

１ ９ ． ６４ 亿澳 元 ， 艽中软件零售额 １ １
． ２（

５ 亿 澳元 ， 分别 比Ｉ ：１Ｋ？
 Ｊ

Ｈ

２０ ０ ７
年增 民

４７ ．８％ ， ５ ０％ ， 增 长速度远 远大于其他 视８ １ Ｉ ，

＇

ｌ ｌＪ １

＇

ｉＫＳ， Ｊ ｜Ｉ， ＾＾ＩＩ

听产 品 。， 禕 ？
？

再次 ， 进 口产 品主 导 了澳 大利 亚 的视 听 产 品 消 费ｔ ，爭



市场 。
｜

丨 １ 于 闰 内 生产 能 力 不足 以 及对英美等 国 的 文 化数据来源 ： Ｓｃｒｅ ｅｎＡ ｕｓｌ ｒａ ｌ ｉａｎ

产品 消 费 的依赖性有 根深蒂 固 的历 史 渊 源 ， 澳 大 利 亚＿

、、

视听消 费市场主要 以英美 的进 丨 Ｉ 产 品 为 主 。
２０ ０ ０ 年

？
一 、 澳大利亚 的视听产业

２ ００ ８ 年 ， 澳大利亚共发行 电影 ２ ６ １
９ 部 ， 其 中从美 国进政策 ｉ周整

口 电影 １ ５６ ７ 部 ， 占总量的 ５ ９％ ， 从英国进 口 电影 ２ ２６

部 。 澳大觀本土幡醉票房收人灿 占 总票房 ｗ＾

ｍｘｍ？ ａ ｉｊ
ｉ

］ｒ ？ｆｔ？ ｐ

４ ％左右 。 ２ ０ ００ 年？ ２００ ７ 年 ， 澳大利亚音像产 品 平均
敝利亚人的文 化认 ｌ

〇
） 和澳大利 亚的文化宣传 。 自脱 离

每年发行品种灘 种 ， 其中澳大利亚产的 只有 哪 种 。

難邦以来 ， 为 了 促进本土视听产业 的发展和 澳大利亚

英美 进 口 的 视听产 品在澳大利亚 的视听消 费市场上 占
姚的

ｉ

专播 ， 澳 大 利 亚政府 出 台

ｆ
种相关政策 。 早在

１ ９７５ 年就成立 了澳大利 亚电影委员 会 （ＡＦＣ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有绝对优势 。

Ｆｉ ｌｍＣｏｍｍ ｉｓｓ ｉｏｎ）
， 采取多种政 策扶持本土 的视听产 业的

图 １发展 。

丨丨

．

＿
＿


？麵樹？謂

： 以 ． 嶋［

ｊ 「
Ｔ

Ｔ
］澳大利亚的视听 产业政策 主要采取的是经济扶持措

Ｚ施 ， 在 １ ９９０／９１ 到 ２００６／０ ７ 财年的 １７ 年 中 ， 联邦政府给

ＥＩ］ＴＦＰｆｌ－
所属 的 电影机构 （ＭｍＡｇｅｎｃｙ ） 的财政拨款为 ２ １ ． １ 亿澳

；Ｅ□ｄＪ■ｌ｜ＭｌＩＩ
＇

＂

元 ， 在 １ ９９４／ ９５ 到 ２００ ６／
０ ７ 财年的 １ ３ 年里 ，

① 地方政府给

２ ０００＜ ？￡２００ ＨＰ ２００ ２＾ ２０
０３＾ ２０（Ｍ＾ ２００Ｓ＾２００＆ｔ

ｆ２００ ７＾Ｖ均

０

所属电影机构总共提供了 ４ ＊ ２５ ６ 亿澳兀的拨款 ， 联邦政府

数据来源 ：

Ｓｃ ｒｃｅｎＡｕｓ—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总计达到了２５ ． ３６ 亿澳元 。
这些资

澳大利 亚的电视台雛酬罐 ｎ触鮮 目 时间
金腦
，
杜賊听

；

１＂ 业发 展 ’ 麟本 土的试听广业

縣相 当 ， 但艺术类节 目对进 口赚麵还是 比较大 。

’
丨
’輔收網徵灿进步 。 比她獅讀广 品 十

以 澳大飯广播公 司 １ 台 （ＡＢｄ
，
Ａｕ迦ｌ ｉ

ａ—产收人从 簡 ／如 财年的 ６ ＿ ０８ 亿澳元增加 到 ２０＿７ 财

ｉｎｇ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 ｉｏｎ ）２０ ０ ７／
０８ 年度播放节 目 为例 ， 全年共播

彳
丨

＇

．的 ２〇 ＿２８ 亿澳元 ， １
４ 年增加 ／２ ３３ ．

６％ ， 付费电 ｜｜服 务

放各类节 目 ８ ７８ ４ 小时 ， 其 中 进 口 节 目 ４０ ７ ５ 小 时 ， 占

４ ６ ． ４％ ， 其中 ， 儿童节 目 、 电 视剧 、 教育 类节 目 和 电① 这些年份的记 录是完整 的 。

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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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人从 １９ ９６／ ９７ 财年 的 ４ ． １５ 亿澳 元 ， 增 加到 了２００６／ ０７品的澳大利 亚 文化含 Ｍ：和 艺术品 位 ， 更加 注重产业 的

财年的 ２２ ． ８３ 亿澳元 ， １ ０年间增加了４５ ０％ 。可持续发 展 ， 以应对进 口 产 品 ， 特 别 是美 国产 品 的竞

ｆｆｌ ３争与挑 战 。



１经过 ２００ ８ 年的幣合 ， 澳大利亚联邦 的电彩机构 实现
屯影和 产收入与付费屯视版务收入（

白
＇

万滇元
）

—＿ ．

Ａ Ｌ了功能性的机构调整 ， 基本形成了 国 内发展机构 （银幕

二卜
；七＾舦利亚ｈ 国 际业务扶持机构 （澳影 ＞ 、 档 案机构 （ 国

． 〇〇 〇 ．〇ｎ！
■ＩＩ家音影档案 馆 ） 、 人才培养机构 （ 澳大利亚广播影 视学

５＊

〇

°

［□ ｜＿｜｜

６

ＵＵＵ院 ） 和特别部 门 （ ＳＢＳ ） 等功能 明晰 、 相互独立 、 重心
。 』 °

圆年 薩年 侧辦靡年獅０７年突出 的分布格局 。 视听媒体的发展整合统一管理 ， 避免

数据来源 ： ＡＢＳ了过去功能交叉重 复 ， 拨款分配难 以整体规划 的弊端 ，

但是由 于文 化上 的 特殊 依 赖性 和 市场 的完 全开 放
大大加强了 国家对 于视听产业的 领导力 ’ 能够快速应对

性 ， 在美英等 国 的视听产 品的 强 大的 冲击之 下 ， 政府
国际 国内 的机遇与挑战 ^

的政 策资 助并 没有 使得澳大 利 亚的视听产 业发展壮大澳大利亚的地方政府的 电影机构 （各州或北方领地

起来 ， 特别是近些年来视 听产业 的生 产能 力 等各方面
政府所属的电影机构 ） 基本保持不变 。

表现不佳 。
一份递给环境遗 产和 艺 术部 的 报告认 为 ，

澳大利亚 的视 听 产业有世界
一

流 的设 备 ＇ 人才 ， 但因澳大利亚电影机构 平均 每年有大约 １ ．６ 亿澳元左

为 民间投 资不 够 ， 没有 坚实 的 资本基础 ， 生产 水平 和
右 的资助 资金 ， 用 以扶持本 国 的视 听产业发展 ， 其资

票房等波 动 比较大 ， 制 片人不能 够建 立实 力 雄厚的创
助额近 儿年逐 年增 加 ’２ ０ ０ ７／０８ 财 年 达 到 了２ ． ２ ９ 亿

意企业 ， 整个产业投 资 偏低 ， 不能 同 英美 等 国 的产 品
澳 元 。 调幣 之后 的 主要 资助 项 目 有 发 展项 目 （ ｄｅ ｖｅｌ

－

抗衡 。 以 电影 为例 ， 据ＭＰＡＡ （ ｔｈｅＭｏ ｔ
ｉｏｎＰｉ

ｃ ｔｕ ｒｅＡｓ
－ｏｐｍｃｎ ｔ ） ＇企业项 目 （ ｅｎ ｔｅｒｐ ｒｉｓｅ ） 、 生产项 目 （ ｐ ｒｏｄｕｃ

－

ｓｏ ｃ ｉａ ｔ ｉｏｎ ｏ ｆ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 的统计 ，
２ ００ ７ 年 ， 主要好莱坞 制

ｔｉｏｎ） 、 本土项 目 （ ｉ 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 和市 场营 销 （ ｍａｒｋｅ ｔ
－

片公 司 的 平 均 电 影 制 作成本是 ７０ ８ ０ 万美 元 （ １ 亿 澳丨叩 ） 等几大块 。

元 ） ， 平均营销 费用 ３ ５ ９０ 万美元 （ ６０ ００ 万澳元 ）
。 小 型图 ４

的美国 制片公 司平均制作成本 ４９ ２ ０ 万美兀 （ ６ ９ ８０ 万澳删２〇〇〇 ／〇 ｉ ＿ｗ￥ ｉ

＆餅瞻 （百万瘼元 ）：

元 ） ， 营销成本 ２ ５７ ０ 万美元 （ ３ ９０ ０ 万澳元 ） 。 而澳大利： ： ｜ ４０． ５Ｈｎ｛

■■
亚电影包括 合 作 制 片 的平 均 制 作成本是 ６ ５０ 万澳元 ，

相差极为悬殊 。： ｔＢＬ
２０００／０ 丨 年 ２００ １ ／０ ２年２００２／Ｍ年２００３ ／０４年ＭＭ ／ＴＯ等２００Ｍ ）６

＜
ｒＭ０６／ ０７年 ２０ ０７／ ０８年

因此 ， ２００ ７ 年 以来 ， 澳大利亚政府对本国视听产业
—

＾


；



的机构和政策进行 了许多调整 ． 增强政府对视听产业 的
ＳｃｒｅｅｎＡｕｓｔ ｒａ ｈａｎ

领导力 ， 继续增加扶持力 度 ， 主要通过对人才和企业 的发展项 目包括 ：
人才扶梯项 目 、 创新项 目 、 单个发

扶持 ， 调整税收政策等来鼓励国 内外 资本 对视听产业 的展项 目 （ 故事 片 和纪 录片 的发展项 目 与 国际脚本工作

投资 。室

（

＿

）
机构调整人才扶梯项 目 主要 是帮助从业者 的技艺发展和职业

首先是对在 澳 大利 业视 听 产业 屮 发挥 重 要 的行业发展能有战略性进步 。 这个项 目 旨在帮助经验 比较少 的

指 导 作 用 的 电 影 机 构 （ Ｆｉ ｌ
ｍＡｇｅ

ｎｃ
ｙ ） 进 行 了 改革 。

专业人士认识他们 的职业 ， 规划职业发展 ， 给新的从业

２ ００ ８ 年 ７ 月 １ 日 把原来 的澳大利 亚电影委员 会 （ ＡＦＣ ，



ＴｈｅＡｕ ｓｔ ｒａ ｌ ｉａｎＦｉ ｌ
ｍＣｏｍｍ ｉ ｓｓ ｉｏｎ ） 、 电影澳 大利亚 （ Ｆｉｌ

ｍ＿

 ，
．

＿
＿＿．

Ａ Ｔ，
？＾＾４．， ，^

．＿

＿① 澳大利亚 电影 委员会 （ ＡＦＣ ） 是澳大利 亚政府 电影 机构 ，

Ａｕ ｓｔｒａ ｌ ｉａ ） 、 澳 大利亚 电 影 融 资 有 限 公 司 （ ＦＦＣ
，
Ｔｈｅ
主要任务是扶持电影 、 电视 和交互式数字 媒体等视听 项 目

Ｆ
ｉ

ｌｍＦ
ｉ
ｎ ａｎ ｃｅＣｏｒ

ｐ
ｏ ｒａ ｔ ｉｏｎＡｕ ｓｔｒａ ｌ

ｉａ） 合并成立银幕 澳大发展和培养视听产业人才 。 电影澳 大利 亚 （Ｆ ｉ
ｌｍＡｕ ｓ ｔ ｒａ ｌ

ｉａ ）

利亚 （ Ｓｃｒｅｅｎ Ａ ｕｓ ｔ ｒａ ｌ
ｉ
ａ） ， 这三个最大 的 联邦 电影 机构也是一个政府 的 电影机构 ， 制作 和发行 电视纪录 片和 教

的所有业务①由其全面接管 ， 目 标是支持澳大利 亚视听节 目 ， 资助创意 、 生产和 发行表 现澳大利 、
丨卩． Ｗ 家利 從 ， 衣

产业 的多样化发展 ，
成为－个生机勃勃 的成功 的产业 ，

，司 （
ＦＦＣ

） ，
也是一个政府的电影 机构 ， 通 过 参与 投资 ， 同

吸引 、 发展 国 内 外观众 ， 宣传 澳 大利 亚 文化 ？ 机构整视听产业的 参 与 者 ， 如发行 商 、 销Ｗ代理 、 广 播 公 ｄ 和私

合之后 ， 银幕 澳 大利亚全局性地统筹全 国 视听 产业 发人投资者进行 合作 ， 支持 长片电影 、 电 视 屯影 、 电视 连续

展 的综合协调 能力 大大增 强 ， 新 的机构 更重视视 听产剧 和纪录片的发 ；接 ？

１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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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专业的顾问 、 市场知识指导 ， 积累经验
； 帮助熟执行的门类包括在发展 、 生产 、 企业等项 目 中 。

练的职业人士认识到 国 内 国 际迅速发展变化的视听产业营销项 目包括影院资助 、 创新发行 、 市场扶梯 、 扩

概况 ， 继续提升他们的技艺 ， 鼓励他们参与实践并提髙展观众和国 际宣传 （ 包括 国际巡展和参加 国际电影节 ） ，

实践能力 。 其中 的短片项 目 旨在战略性地扶持有才华的帮助完成制作的视听产品探寻 多样创新的发行策略 ， 利

生产者 、 作家和导演的职业发展 ， 为
一些创意突 出 的短用 网络或其他辅助平台 以增强 电影 的广告宣传和 营销效

片 电影提供资助 ， 帮助他们完成制作 。果 ， 提髙发行和营销澳大利亚电影的能力 。

创新项 目 主要是扶持前卫和有远见 、 探索新形式新这些资助项 目 的资 助金额按照 项 目 的 大小和 资 助

方法而其他机构不乐 意扶持的项 目 ， 促进传统媒体和新者 的实际情况而有所 不 同 ， 从几 千 澳元 到 数 十 万 澳

媒体的融合 ， 促进各种学科的 团队之间的合作 ， 如 与 网元不 等 ， 由 澳大利亚 的 电影 机构 进行评 审 、 发放 和

络工程师 、 纪录 片 工作 者 、 游戏开发的 编剧 和导演 的监管 。

合作 。澳大利 亚电影机构资助资金 的主要来源是联邦政府

单个发展项 目包括长 片 电 影 、 国 际脚本工作室和和地方政府 的财政拨款 ， １ ９９ ０／ ９ １ 到 ２ ００６ ／０ ７ 财年 ， 联

纪录片项 目 。 其 中长片 电影发展资 助是为个人 的长 片邦所属的电影机构总收人为 ２６ ． １ 亿澳元 （ 每年统计数的

电影计划 提供资助 ， 同企业项 目 提供 的资 助 是完全不累加 ， 即实际货 币 ， 下 同 ） ， 其中 ， 联邦政府的 财政拨

同的 ， 包括动 画片 、 真人拍摄等所 有类 型的 项 目 都可款为 ２ １ ． １ 亿澳元 ， 占 总收人的 ８ ０． ９％ ， 投 资返还 （ ｒｅ
－

以 申请 。 其宗 旨 是帮 助能够吸 引 澳大利亚 和 全球观众ｃｏｕｐ
ｍｅｎ ｔｏｎｉ

ｎｖｅ ｓｔｍｅｎ ｔｓ ）
① 也是

一个重要来源 ， 占 总收

的 ， 有市场前景和 文化 内涵 的 作品 的制 作 。 经验不 足人的 １２ ％ 。 这些资助政策都是针对澳大利 亚本土视听产

的生产者可 以 申 请这个项 目 ， 但是他们必须有 一个经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的 ， 澳 大利亚的长 片电影 、 电视

验丰 宵或有管理能力 的 生产 者对这个项 目 负 责 ． 国际剧 、 儿童 电 视 的 生 产 都是重 点 资 助对象 。 １ ９９ ０／ ９ １
？

脚本工作室是 扶 持作 家 、 编剧 、 导 演和 生 产者 的 ， 其２０ ０６／
０７ 财年 ， 长片电影生产资助总计 ５

．

６ ７ 亿 ， 占 资助

资助包括可 以 为 写作者 、 生产者 、 导演 、 编 剧 ， 法律总额的 ３ ９ ．９％
， 其次是电视连续剧 ４ ． ０ ４ 亿 ， 占 ２８ ．４％ ，

顾问或部 门 领导支付 酬金 ， 其 申 请对象是包括 作家 、 纪录片 ２ ．６ １ 亿 ， 占 １ ８ ． ４％ 。

导演和生产者在 内 的个人 。另外 ， 澳大利亚政府也非 常重视视听产 品 的 出 口

企业项 目 主要扶持业务发展 良好的生产公司 ， 按照资助 ， 如联邦政府给通过 出 口 市场发展补助计划 （ ＥＭ－

营业额多少 、 项 目 的范围和数量或业务活动 的范 围进 彳了ＤＧ ，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 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 Ｇｒａｎ ｔ ｓ Ｓｃｈ ｅｍｅ ） ， 给

资助 ， 增强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
其宗 旨是扶持正常寻求 出 口市场的 企业提供财政资助 ， 由 澳大 利亚 贸易

运营 的企业走 向发展的下
一

阶段 ， 鼓励新的企业合作者委员会 管 理 ，
２０ ０ ６／ ０ ７ 财 年 的 出 口 支持 达 到 ８ ７ ３ 万

和联盟 ， 扶持澳大利亚视听企业能够在 国际市场上有很澳元 。

突出 的表现 ， 保证高质量的澳大利亚项 目和 人才更好地 （
三

） 增强税收优惠

发展 。 企业项 目还鼓励在项 目发展 、 生产和 营销战略中除 了资助政策 ， 澳 大利亚政府还 通过税收优惠 ，

使用数字媒体 （如 网络 、 移动 电话和数字发行等 ） 。 只对在澳 大利 亚境 内 的 国 内 外视听产 品拍摄 、 后期 、 数

有澳大利亚人拥有 、 控 制 、 注册 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生 产字 和视觉效果 制 作 （ ＰＤＶ ， 即 Ｐｏｓ ｔ
－ 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ｏｎ ，Ｄｉｇ ｉ ｔａ ｌ

者有权利申请企业项 目 的资助 。ａｎｄＶ ｉ
ｓｕａ

ｌＥ ｆｆｅｃ ｔｓ ） 等活动 的开 支进行 １ ５％或更 多 的税

生产项 目 有 纪录 片项 目 、 成年人电视剧 项 目 、 儿收补偿 ， 如 电影许可投 资 公 司 计划 ， 外景 拍 摄补 偿 ，

童电视项 目 等 。 纪录 片项 目 旨在鼓励 给国 内外观众展制 片人补偿和 ＰＤＶ补偿等政 策规定 。 ２ ０ ０７ 年税法修正

示澳大利 亚文 化和 国 际文化 的澳大利亚视角 。 包括国案又增 加 视听 产业税 收优惠 的 条 目 和 提 高税 收补偿

家纪录片项 目 、 国际合作项 目 、 特别纪录 片项 目 ， 其比例 。

资助 面向个人的纪录 片项 目 发展 ， 主要 申请对象是经新 的生产者激励规定 里 ， 符合条件的澳大利亚电影

验丰 富的纪 录片制 作者 ， 意在促进能够制作吸 引 国 内生产者可享受 ４０ ％的可偿还折扣 ， 其他媒体生产者可获

国际观众 的优秀项 目 的 发展 。 儿童 电 视项 目 旨在给澳得 ２０％折扣 ， 外 国生产者能享受符合条件 的开支 的 １ ５％

大利亚儿童和全球儿童提供 高端的娱乐 节 目 ， 传播澳的折扣 。

大利亚文化。

本土项 目 主要是识别 、 培养 、 帮助澳大利
＾
本土 的

① 澳大利亚电影 机构从发麵 目投 资 、 生产和 后期生产投资

人才 ， 鼓励他们加人到影视互 动媒体等视听行业的生中要收 取
一

定 比例 的 回报 ， 详 细情 况 参 见 ＡＦＣ 的 网页

产 ， 保证澳大利亚视听产品 的本土 内 容的成功 ， 其具体 （ｗｗｗ． ａ ｆｃ ．

ｇ
ｏｖ ． ａｕ／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ｒｅ ｃｏｕｐ ＿ ｐｏ ｌ ｉｃｙ

．

ｐ
ｃｌ ｆ

）
。

１ ２４



周 松 ： 澳大利亚视听产业发展与政策调整

表 ７法律的鼓励之下 ， 境内 的影视剧生产开支增加到 ６ ． ８８ 亿

２００７ 新法律 ２００ ７ 新法律生效前的法律
°



生产者补偿
结语

献利亚从上世纪末以来－直推行的视听产品的扶

的税收返还扑偿
＇

＇

持保护政策 ， 在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前提下 ， 有效地保





护了 本国视听产业的发展 ， 特别是能够根据国 际 、 国 内



场景补偿
的各种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各种相关政策 ， 在产业保护

提供 １ ５ ％的可返还税收补偿
｜

税收补偿为 １ ２ ． ５ ％与扶持方面起到了 巨大的作用 。



中 国视听产品市场需求旺盛 ， 高质量产品的生产能
ＰＤＶ补偿
ＺＴ力 不足 ， 每年为数不多 的进口大片就几乎能 占去电影票

提供 １ ５ ％的可返还税收补偿
｜

没有对应项 目


房的近半壁江 山 ， 电视节 目生产数量庞大 ， 精品 不多 ，

逐 步淘 汰旧法律规定的投资者税收激励办法影像制品行业近几年萎缩严重 。 视听产业整体国际 出 口





量小 ， 国际影响力 不大 。 政府的各种政策法规不完善 ，

自 本法 案通过 之后 ， 不再接 １ ０ Ｂ在两年 内 为澳大 利 亚居
一些条例 、 暂行规定替代法律行使权力 ， 特别是资助 政

受 《 １ ９ ３ ６ 年个 人所得税评估 民提供税 收补偿 。 对外 国人策 ， 能真正发挥促进产业发展作用的不多 。
通过考察澳

法 》 的 １ ０Ｂ 和 １０ ＢＡ 条 款规 获得通过 可评估收入 的澳大大利亚视听产业的现状和政策 ， 给我们国家的视听产业

定 的申 请 。 依 照 《 Ｉ ９ ３ ６ 年个 利亚 电影 的版权所产生 的资发展带来 了很多启 示 。 比如重视视听产业行业机构的重
人所得税评估法 》 的 １ ０Ｂ 和 本支出提供税收补偿 。

要作用 ， 加大政府对视听产业的扶持力度 ， 改革扶持方
１０ＢＡ 条款确认的补偿有效 １ ０ＢＡ 对 澳 大利 亚 居 Ｒ式 ， 以 文化共同性为基础 ， 在中华文化圈加快推进中 国
＊ ｉｈＨＳ３＊ ２ ００ ９＾６Ｍ视听产品走 出去 战略 ； 同时也 以文化差异性为基础 ， 增
３〇 ０Ａ强文化翻力 ， 在全雜賊她紐巾酿听产品走


出去 的步伐 。

政策的转变给澳大利亚的视听产业投资带来了
一些

变化 。

一

些在依照 旧的税收法律办理 了税收补偿申请的本文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我国文化产业

生产需要赶在规定 日 期完成投资 ，
２ ００ ６／０ ７ 财年在澳大政策研究

”

（
０ ９ＡＺＤ０ ３２ ） 的阶段性成果

利亚境 内 的澳大利亚独资 、 合资 和外资 的影视剧生产开

支达到 了６
＿ ３ 亿澳元 ， 比上一财年增加 了 ２ ． ５ ８亿澳元 。本文作 者 ： 西 南 政 法 大 学全球 新 闻 与 传播学 院 讲

２００ ８／０ ９ 财年澳大利亚电影代理机构的机构改革刚 刚完师 、 四川 大学 文学 与新 闻学 院博士

成 ， 依照 旧法律的办理税收补偿 的生产提前完成 ， 在新责任编辑 ： 马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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