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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影國際化
系 列（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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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影情懷
重塑香港文旅新坐標

香港需勇做電影強國「超級增值人」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電影開始嶄露頭角，憑藉國際化優勢，很快成為面向世界，特別是

東南亞市場的一張閃亮的名片。如今談到香港電影，受訪者均充滿懷舊情懷，也看到香港在

中國電影國際化的過程中，發行網絡存量資源與國際人才儲備、銜接內地內容生產與國際市場規則方面，降低中國電影

「硬出海」摩擦等「關鍵產業節點」的積極作用。2025年兩會前夕，全國政協常委、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林建岳積極

呼籲，建議中央支持大灣區各城市共同合作，將「香港國際電影節」打造成為世界第四大國際電影節，為優秀國產電

影走向國際建立大平台，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影視之都」的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我一 直
很奇怪，

為什麼香港還沒有
做起來一個有世界影
響力的國際電影節？」
內地著名編劇汪海林接受
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說，當大
眾談論電影節的時候，不僅要
看紅毯明星的娛樂星光，也要看
背後的交易以及創作人在一起的交
流和合作的火花。「一個城市要做好
國際性的電影節，意味着大的投入和政
府的支持，以此逐漸建立自身在國際文化
交流創作上的話語權。」汪海林說，「當
下，香港電影因體量問題，生產規模縮
小，但它的文化影響力比市場影響力更
重要，這不妨礙香港建設成為一個電影
項目的評估中心和信息發散的中心。」
而香港匯聚眾多國際知名導演、演員，
香港將如何整合資源，也是汪海林一
直期待的。

建世界級電影節需加碼開放
和威尼斯、戛納、柏林電影節相
比，具有亞洲歷史最悠久、已近20
年歷史的香港亞洲電影節，因深耕
亞洲和華語電影，在國際上的影響
力仍遜於前三者。
「國際三大電影節，它們最重要
的核心還是在於它們是電影版權交
易的一場盛會。」熟悉國際發行
的業內資深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說，「首先它需要極
大的開放程度。不管影片來自哪
個國家和地區，是什麼語言、題
材，都有可能獲得最佳影片
獎。」上述人士說，如果香港
也有這樣強大的版權交易功
能，吸引海外眾多買家到香
港，香港就有機會建設國際第
四大電影節。「畢竟中國內
地的票房市場是世界最大的
票房市場之一，所以要想怎
麼吸引全球電影人能來香
港，通過這個市場賺到錢，
這才能有機會真正把它打造
成一個有國際級影響力的
電影節。」
「像澳大利亞、新西蘭

推行的退稅政策，吸
引全球眾多電影人去
拍攝，如果中國也能
夠做一個 50%的退
稅，絕對也有很多人
來拍。」該人士認
為，中國應該在本土
之外，吸納更多海外
優秀電影人一起豐富
中國電影的表達。他
強調，中國的作品之
多元和豐富絕對不應是紙上談兵，而是嘗試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
受的共同點去做好戲劇衝突的故事內容，令作品的經典可塑性加
強。除了創作空間，也需要讓大家能夠在中國票房市場共享收
益，可以實實在在出作品、賺到錢，吸納全球的優秀創作力。

籲設基金助「合拍片」重心落港
今年3月1號開始生效的CEPA《協議二》，關於影視方面的

內容有三條。其中，港澳影視企業投資內地電影，如果作為聯
合出品或者是排名第二以後的出品方，便可以國產片進行申
報。而過往海外進口片進入內地，每年有34部的限額，分賬比
例為淨票房的25%。CEPA《協議二》中有關港澳影企投資電
影的條款生效，意味着曾一直是海外片待遇的港產片，將不再
受上述配額，和高分賬比例限制。
唐季禮說，如果把合拍片的中心遷移到香港，不僅於華語片

的全球化是一個新機遇，對當前不景氣的香港影視行業也是一
劑強心劑。「合拍片是大勢所趨，從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取得的
成果來看，吸收更多先進生產力和優勢資金，能夠讓大家在交
流互鑒中獲得更好的成長。」
「可以去看看，全中國有多少上市公司的創投基金有專門針對
影視生產的投資？政府的扶持創作基金也需要繼續加大力度。」
唐季禮認為，環視內地各個電影節的創投會，至今仍少有大的文
化產業基金跟進投資，無法形成系統性的產出培育機制。「如果
我們有天使基金去投資這些好的創意，把它們變成劇本；也有文
化產業投資基金去扶持新導演，幫助他們把項目開發出來，這樣
才能有更多項目出來，吸引更多人把資金投向影視。」
唐季禮認為，當下香港應借助其金融、審查等制度優勢，用

好自己「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的機遇，盡快成立文化
產業、內容生產投資基金中心，以此為絕對優勢吸引全球資金
與人才來港投資和創作，再聯動內地或者大灣區的生產製作能
力，共同做好華語電影和它的全球市場；另外，針對影視行業
要有持續性實惠政策，不斷培育出新的導演、編劇、製片人等
專業人才和他們的項目作品。

香港電影票房市場面臨下滑挑
戰，即便業內人士預估今年能開
機影片在10部左右，但相信香港
電影的基礎水準依舊在線。 銀都
機構有限公司總經理丁凱表示，
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
香港，匯聚聯通海內外的優勢
依然沒有改變，香港除吸引外
國資本，也需要同步吸引內地
資金，但要發展「合拍片中
心」也有一些亟待破除的制
度要素藩籬，其首要須解決
的便是內地資金過境來港問
題。
中國電影文學學會、製片
人王放說，電影是資金密集
型行業，中國電影工業化
發展道路，在豐富發展現
有的九大類型片精品創作
繁榮時，如果沒有持續的
資金支持就不可能達成現
在的階段性成果。而近些
年大家所議論的香港電影
產業不太出彩的問題，說
回來其實就是市場、經濟
的問題。「哪裏有錢有政
策，就去哪裏拍。」王放
說，這個道理並不複雜。
「香港電影業現狀就是
缺錢，嚴重缺錢。」丁凱
認為，電影投資款回香港
時面臨的稅率過高的問
題，正逐漸成為阻礙境外
電影投資的重要因素。
丁凱繼續解釋說，境外
電影在內地發行時，電
影票房分賬款需繳納6%
的增值稅，若將款項匯

出境外（即滙回香港），則需繳納企業所得稅，雖因
CEPA協議減免至7%，但總體稅費仍高達13%。
「一部電影很難保證13%的利潤，於電影行業而
言，如此高的稅費使得電影公司在資金回流時面臨
巨大壓力，利潤空間被大幅壓縮，甚至可能導致一
些電影項目因預期收益無法覆蓋成本和稅費而難以推進。」丁凱
表示，這一問題不僅影響了境外電影公司在中國內地的投資積極
性，也對內地與香港電影產業的融合發展產生了阻礙。許多境外
電影公司因擔心高額稅費導致資金回籠困難，而在投資決策時更
加謹慎，甚至可能放棄一些具有潛力的電影項目，這無疑不利於
電影市場的多元化發展和中外電影文化的交流與合作。
針對這一問題，多名受訪業內人士呼籲國家發改委等相關部門

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解決境外電影投資款回香港的高稅率困境。如推動進一步降
低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稅率，制定針對電影行業的稅收抵免或減免政策，簡化稅收
徵管程序，減少重複徵稅現象，加強內地與香港稅收政策的協調，優化CEPA下的稅
收安排等。同時，也可考慮設立專項補貼基金，對境外電影在內地發行給予財政補
貼，或獎勵優秀電影項目，以彌補其因稅收問題導致的利潤損失，從而激發境外電
影公司的投資熱情，促進電影產業的繁榮發展，加強內地與香港以及國際電影市場
的交流與合作，共同推動全球電影事業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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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綜合綜合Box Office MojoBox Office Mojo、、貓眼電影貓眼電影、、馬來西亞馬來西亞GSCGSC影業影業、、新加坡新加坡
邵氏機構邵氏機構、、越南越南Box Office VietnamBox Office Vietnam等等

片名

《紅番區》（1995）

《霍元甲》（2006）
《飛龍再生》（2003）
《功夫》（2004）

《警察故事3：超級警察》
（1992）

《葉問4：完結篇》
（2019）

《九龍城寨之圍城》
（2024）

《毒舌大狀》（2023）

《掃毒2：天地對決》
（2019）

《無間道》系列
（2002-2003）

票房

3239萬美元（約合當年2.7億人民幣）
（全球票房佔比43%）
2463萬美元
2221萬美元（全球票房佔比68%）
1710萬美元（另DVD銷售額超3000萬美元）

1627萬美元

新加坡：約520萬美元（年度票房冠軍）；馬來西
亞：約140萬美元；越南：約140萬美元

馬來西亞：330萬美元；新加坡：102萬美元；越
南：177萬美元；印尼：56萬美元，合計約665萬
美元（截至2024年7月）

馬來西亞票房破225萬美元；新加坡：約30萬美元

新加坡：約82萬美元；泰國：約120萬美元

菲律賓連續8周票房TOP3，至今仍是新加坡
HBO Asia重播率最高港產片；好萊塢翻拍《無間
道風雲》反向帶動原版DVD銷售

去年以來，香港多家影院宣布結業，引得行業一片哀鴻。但香港中西薈萃，本身
就有許多海外人士居住、商旅於斯。如果能乘着把香港亞洲電影節發展成國際第四
大電影節的建設東風，有目標地開放一些院線場地，推出相關優惠便民措施，吸引
海內外的遊客到港看電影，不僅可解香港影院經營不振之困境，也可以此發揮香港
的「窗口」作用，推動海外觀眾養成在港追看中國電影的消費習慣。
「好萊塢電影也有很多不好看的，但大家為什麼願意去看呢？這是它長期積累下
來的一種口碑和印象。對於未來中國電影走出去，做好海外發行工作來說，香港可
以率先在港培育大家的消費習慣和期待心理。」汪海林也希望，香港可以有意識地
去做好「超級聯繫人」的工作，把海外好的電影介紹到內地，把內地好的電影介紹
到海外。在他看來，香港具備影視文化和工業的所有基礎，甚至電影交易市場也很
成熟。汪海林對此深懷期待。
事實上，香港現有的海外發行渠道優勢以及國際人才，可以為內地電影走出去形
成莫大助力。以《哪吒2》在新加坡的上映為例，其主力為香港嘉禾集團旗下院線，
這得益於香港電影在過去幾十年中在東南亞打下良好的市場基礎。此外，香港的電
影人，亦於海外市場擁有良好口碑。香港電影製作人江志強就曾成功將《臥虎藏
龍》、《英雄》、《十面埋伏》等影片推向國際市場，並取得不俗的成績。「我們
還非常需要更多江志強，在發行端不斷激活影片的海外市場活力。」唐季禮接受香
港文匯報採訪時說，電影完整產業鏈的搭建，當前只靠民營企業不夠，政府也需要
加大力度來盤活，「說白點，就是把曾經我們這代電影人受益於香港鏈接海內外模
式的優勢繼續做回來，有些影響力就自然又回來了。」

在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時代背

景下，香港文旅產業正面臨轉型升級

的迫切需求。和內地著名編劇汪海林一樣，香港影

視產業發展促進會副會長侯楚峰在談及電影國際化

之時亦提到如何激活香港影視業，為香港文旅發展

提供了極具價值的解題思路，影視情懷的集體記憶

正成為香港最獨特的文化資產。

香港電影構建的文化認同具有穿透時空的力量。從

王家衛鏡頭中的重慶大廈到周星馳演繹的市井煙火，

從警匪片的城市肌理到文藝片的巷語街聞，這些影像

記憶在遊客心中構築起虛實交織的香港圖景。對於資

深港片影迷而言，年輕時追逐港片的快意恩仇，如今

更品出其中市井百態的生活況味。這種持續發酵的情

感共鳴，恰是香港文旅最核心的競爭力。

雖然去年來香港多家影院結業，但不可否認的

是，香港現存的老牌戲院正成為激活文化消費的關

鍵場景，構成了差異化的文化磁場。侯楚峰認為，

當全球影院陷入商業大片的內卷，香港若能保留這

些「情懷樞紐」的構件，通過主題策展、導演對

談、場景復刻等形式，將觀影體驗升維為文化朝

聖，便能將戲院打造成文旅地標。如此既能盤活存

量文化資產，又能為新生代電影人創造發展空間。

當然，要實現將電影情懷轉型為香港在大灣區文化

版圖中可觸可感的文旅體驗，離不開特區政府構建的

新型支持體系：包括專項

文旅基金支持，鼓勵院線

開發電影主題旅遊產品；

推動影視取景地認證計

劃，打造「跟電影遊香

港」數字導覽等。這也是

未來政府和業界需要勠力

同心的地方 。

特稿

香港與內地的電影國際化共贏

▶香港影視產業發展促
進會副會長侯楚峰

胡若璋 攝

●銀都機構有限公
司總經理丁凱

資料圖片

●內地著名編劇汪
海林 資料圖片

●香港著名導演唐
季禮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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