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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台湾辅导金政策始于 1989年。自实施这一政策以来，台湾辅导金的额度基本上呈逐年上

涨趋势。辅导金补助主要有直接补助和间接补助两种形式，其辅导的范围也由最初的剧情长片和

摄制过程转向制作、发行、放映、市场营销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但也在定位、执行等方面存在

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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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台湾正式实施了辅导金政策。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一政策在日趋完善的同时，也饱受争议。

人们对辅导金政策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此政策是否

应该存在、如何定位更有利于电影业的发展、在执

行过程中如何使得资金的分配更加公平三个方面。

但毋容置疑的是，辅导金政策的出现的确使台湾电

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好转，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电

影人才，同时也为台湾电影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政策

导向作用。本文将从辅导金政策产生的背景出发，

分析辅导金政策的现状及其具体实施情况。 

一、辅导金政策的产生 

20世纪 40年代末，国民党迁到台湾后，就建立

起了电影工业，并采用政策、电检等手段干涉影片

的制作过程，将电影当作了其控制意识形态的工具

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是台湾电影最

灿烂、最辉煌的时光。在这一时期，台湾电影经历

了 50 年代的台语片、60 年代的主旋律“健康写实

片”、70 年代的武侠片和琼瑶片、80 年代的社会写

实片与电影新浪潮
[1]
。实际上，70 年代末，台湾电

影就开始进入了恶性循环期，其制片、映演和发行

都很难实现垂直整合。80 年代，由琼瑶小说改编的

台湾电影《燃烧吧！火鸟》《却上心头》《问斜阳》

等的票房与之前其作品改编的电影相比差距太大，

出现了票房极其不佳的状况。受香港及欧美商业大

片的冲击,自 1985年起,台湾本土电影产业中产量与

发行量较多的公司，如学甫、龙族等的投资量与发

片量也一路下滑；同时受当时新兴媒体，如有线电

视的影响，人们对电影的热情下降，去院线欣赏电

影的愿望减少，电影业开始不景气，台湾电影产业

在影片制作量减少的同时,制作水平也呈现出了下

降的趋势,甚至从业者也缺乏拍摄的意愿
[1]
。这样，

台湾电影逐渐由辉煌走向没落，1985 年也就成了台

湾本土电影业萎缩的起点。1989 年，蒋经国宣布解

严，李登辉宣布就职.解严后，虽然出现了政策松绑、

电检尺度放宽的局面，但台湾的电影工业却已经沦

为了夕阳产业。 

为了振兴和发展台湾的电影产业，协助从业者

拍片, 提升影片的产量，1988 年,台湾的电影事业

发展基金会提议设置 “辅导金”, 由政府与基金会

共同出资来承担电影的部分制作费用，以鼓励兼具

文化性与观赏性影片的拍摄。该基金会在 1989年办

理了第一个年度辅导金案。1990 年，在“振兴台湾

地区电影事业辅导方案”中，当时的“新闻局”认

为，实施辅导金政策的原因在于：一是有了辅导金

的帮助，可以保护台湾本土的电影文化及产业，有

利于抵抗好莱坞大片的入侵；二是中国共产党制作

出了多部高水平的影片，且得到了国际影坛的认可，

而在国际影坛上却没有台湾电影产业的一席之地；

三是电影产业的振兴有利于带动其他电影艺术（如

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等）的发展；四是要提高

台湾地区的国际上地位，需要借助作为沟通国际文

化传播桥梁的电影产业的发展
[2]
。这样，自 1990 年

起，主管业务的“新闻局”就通过辅导金来支持艺

术电影的制作。辅导金政策最初计划实施三年，主

要目的在于，观察利用这一政策对电影拍摄实施资

助后，能否缓解电影制作方面的困境及增加台湾在

国际上的曝光机会。到 1992年，辅导金才真正引起

制片公司的兴趣和注意。此后，辅导金政策才开始

承担起了振兴台湾电影产业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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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辅导金政策的现状 

（一）辅导金的整体情况 

在设立辅导金之初，台片和港片都能获得辅导

金的帮助，申请人的身份不受限制，资金主要用于

辅导剧情长片和摄制过程。1997 年，实施了所谓的

“蔡明亮条款”，规定必须有台湾本籍身份的人才

能申请辅导金。1998 年，增加了对电影短片和纪录

长片的辅导金资助，且规定辅导金也可用于支持台

湾本土影片的放映及电影业界办理与振兴台湾本土

电影有关业务或活动。随后，辅导金政策的辅导范

围也进一步扩大，包括了制作、发行、放映、市场

营销等方面；同时注重对电影产业的数字化、人才

培训和剧本创作方面提供帮助。从 2001 年起，电

影辅导金开始面向跨国合作电影和两岸合拍片，并

规定享有国际声誉的海外制作业，如果在台湾地区

进行电影制作，且制作成本超过一定的金额，也可

获得辅导金补助。2004 年开始，辅导金分为一般组

与新人组。辅导金在 2005年又细分为一般组、新人

组和 3D旗舰组，且规定每位导演参与辅导金电影的

制作以两次为限，以增加新导演获得辅导金的机会。

2005 年，辅导金改制，不再全额资助一部电影，辅

导金最多只占 50%的投资比例
[4]
。2007 年后，除常

规辅导金外，增设了策略组、旗舰组辅导金。辅导

金对电影题材，除为配合辅导金的补助原则要求不

得制作限制级电影外，没有其他方面特别的限制
[5]
。

2009年，实施了策略性补助，成本 3000万台币以上

的影片可获得补助。2010 年起，主要资助制作成本

在 8000万台币以上的中大型影片。自设立辅导金政

策之日起，台湾地区电影创作人才拍片的主要资金

来源便是辅导金。实际上，台湾政府出资及主导的电

影辅导金几乎是买赔、贴钱的公益基金
[3]
，也是对台

湾电影亏欠所给的安抚金。 

（二）辅导金的资助额度 

自 1989年设立辅导金以来，其资助额度虽在每

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与上一年度相比或升或降，

但总体呈上涨趋势，具体情况见表 1、表 2.2006-2012

年辅导金额度由约 35亿元上升至约 54亿元。 

（三）辅导金的补助分类 

电影辅导金补助分为直接和间接两大类。直接

补助分为五大类，分别是影片制作类、剧本创作类、

影片行销及映演类、票房及影展奖励类和人才培训，

间接补助分为减税和优惠贷款两部分。具体情况见

文献[4].通过辅导金的补助范围可以看出，台湾地

区的管理者试图通过辅导金政策对台湾地区的电影

产业进行全方位的扶植与提升，这也进一步说明了

台湾地区对于电影文化的重视。 

表 1 1990-2001 年辅导金额度  

年度 辅导金预算额度 
实质辅导金总额

度/元 

1990 40 000 000/元 9 679 917 

1991 50 000 000/元 15 046 202 

1992 50 000 000/元 43 662 851 

1993 46 000 000/元 41 352 133 

1994 50 000 000/元 46 789 802 

1995 100 000 000/元 40 745 682 

1996 100 000 000/元 100 000 000 

1997 120 000 000/元 100 894 901 

1998 90 000 000/元 92 341 311 

1999 90 000 000/元 92 500 520 

2000 50 000 000/新台币 
未获得数据 

2001 81 000 000/新台币 

表 2 2007-2015 长片辅导金年度总额度 

年度 总额度/万元新台币 

2007 5900 

2008 7750 

2009 20150 

2010 12800 

2011 8000 

2012 8150 

2013 12170 

2014 20500 

2015 19200 

注：由于所收集资料有限，一些年份的辅导金

额度无法查询，只能从一些文章的只言片语中得到

一些信息，且作者无法考证数据的真实性。 

（四）辅导金政策的执行 

辅导金对于台湾电影人不仅是资金上的支持，

更是精神上的鼓励。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

电影从业者的依赖心理，成为他们逃避市场压力的

港湾
[5]
，也使得他们千方百计、巧立名目得到辅导金，

这就很容易透过这一政策的执行产生一些矛盾和问题。 

辅导金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资

金和产生的效益上，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资金如

何分配才更加公平、公正、公开，才更有利于电影

产业的发展和扶持更多的新人导演，为台湾本土电

影的跨越式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二是资金如

何受到相关制度的约束，如严格的会计制度、审计

制度、信托管理制度等，如何监管获得辅导金资助

的电影的资金使用情况；三是获得资助的影片是否

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促进了台湾国际声望

的提高，本土影片的票房是否可观，与投入是否成

比例，有部分辅导金辅助的影片和导演获得辅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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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影片的质量、市场和票房均差强人意，使人质疑

辅导金政策是否应该存在；四是获得辅导金的导演

或影片是否有既得利益代表者的助推。五是由于辅

导金是台湾电影拍摄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辅导金

影片的评审备受关注，对于辅导金评审机制的指责

一直是人们对辅导金政策质疑的重点之一
[6-10]

。
 

针对这些问题，台湾电影产业的管理者也采取

了一些必要的、富有远见的手段，如增加辅导金评

审的透明度，对辅导金采取信托管理方式，对跨国

或跨地区的合作进行鼓励（尤其是重视与大陆的电

影合作），扶持新人、重视高科技的应用等
[8]
，这为

台湾电影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正确的政策导向作用。 

三、结语 

任何一项政策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和目

的。辅导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电影事业

的发展，为电影人提供了资金支持，成就了一批知

名的电影导演，如李安、蔡明亮、侯孝贤、张艾嘉、

魏德胜、杨德昌等，帮助其拍摄的电影，如《那些

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郊游》《聂隐娘》《海

角七号》《赛德克巴莱》等，在国际上获得了良好

的声誉，培养了五个商业电影接班人：魏德圣、蔡

岳勋、陈哲、苏照彬、郑芬芬，同时也为台湾本土

电影的发展注入了活力。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有

多面性，辅导金政策也不例外。它的存在一定程度

上助长了部分电影产业从业者的依赖和懒惰心理，

在资金的使用上和评审过程中也由于缺乏更加严格

的管理制度而备受争议，甚至出现了质疑此政策应

不应该存在的问题。因此，对待辅导金政策应该从

客观的角度审视，既要看到政策对电影产业的正面

影响，又要认识到这一政策带来的消极作用，也应

该更加注重使用辅导金对电影产业各方面人才进行

培养。通过辅导金的帮助实现台湾电影产业的自主

发展、可持续发展，使电影业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

力才应该是辅导金政策的最终目标。而真正实现的

那天，也就是辅导金政策的取消之时，那时的台湾

电影必然适应市场需求，有广阔的发展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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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nts policy for Taiwan films commenced in 1989. Since the implement of the strategy, the amount of 

the grants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Grants for subsidy are formed by direct subsidy and indirect subsidy, 

and its range is enlarged from the original fiction feature films and filmmaking to producing, distributing, 

projecting, marketing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talents training. But problems do exist in positioning and ex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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