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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韩民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 

 

大韩民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称双方）： 

为了促进双方在电影领域的合作； 

为了实施和扩大有利于两国电影产业和文化经济交流

发展的电影合拍； 

鉴于此类合拍影片有助于促进两国间的关系；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 义 

在本协议中：  

（一）“主管部门”是指本协议《附件》中由双方各自

指定的机关； 

（二）“合作制片者”是指从事某部合拍影片制作的一

个或多个中国国民或韩国国民，或就本协议第五条所指的

第三方合拍影片而论，还包括第三国国民； 

（三）“合拍影片”是指一方的一个或多个国民与另一

方的一个或多个国民联合制作并获得双方主管部门批准的

影片，包括本协议第五条所指的影片；按照本协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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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取得合拍资格，合拍方要达到表演、技术、工艺及资金

投入的最低标准及其他要求； 

（四）“影片”是指旨在影院放映的影像集成或影音集

成，包括动画电影；  

（五）“国民”是指

1
： 

1. 就大韩民国而言， 

①符合韩国国籍法规定的韩国公民 

②韩国法人 

2.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 

①符合中国国籍法规定的中国国民 

②中国法人 

 

第二条 视为国产影片和授予权益 

依据本协议制作的合拍影片全面享受双方现行或将来

生效的各自法令所授予或可能授予国产影片的所有权益。 

 

第三条 项目批准 

一、合拍影片必须在开拍之前分别获得双方主管部门

的联合临时批准。双方合作制片者负责向各自主管部门提

交该部门为完成临时批准手续所需的必要文件。 

二、合拍影片必须根据双方主管部门规定的临时批准

条件进行制作。 

                                      

1
 本协议中，拥有韩国或中国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可享受与韩国国民或中国国民相同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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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拍影片完成后，双方合作制片者负责向各自主

管部门提交完成影片以及主管部门要求的必要文件，以便

获得最终批准。 

四、双方主管部门应按照本协议附件条款来决定合拍

影片的临时批准和最终批准。 

五、双方主管部门应相互协商以确定一个合拍项目是

否符合本协议条款。双方主管部门在决定是同意还是否决

一个临时或最终批准时应适用各自的政策和方针。 

六、就中国而言，合拍影片一旦获得中国政府主管部

门颁发的“立项批准”，即被视为完成临时批准手续；合拍

影片一旦获得中国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电影片公映许可

证”，即被视为完成最终批准手续。 

七、就韩国而言，合拍影片一旦获得韩国政府主管部

门出具的书面通知，即被视为完成临时或最终批准手续。 

 

第四条 双方投入 

一、每个合作制片者的表演、技术和工艺投入（以下

统称为“创作投入”）由双方自行决定，其投入比例应介于

影片最终创作投入的 20%和 80%之间。 

二、每个合作制片者的资金投入由双方自行决定，其

投入比例应介于影片最终制作成本的 20%和 80%之间。计

算资金投入时可将非现金投入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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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第三方合拍影片 

一、在韩国或中国与第三方存在电影合拍协议的情况

下，双方主管部门可批准与该第三方合作制片者联合制作

本协议涵盖下的合拍影片。 

二、本条涵盖下的合拍影片的项目批准，应限于第三

方合作制片者的投入比例不大于中国和韩国两国合作制片

者中较少一方所投入比例的合拍申请。 

 

第六条 影片制作 

除非双方主管部门一致同意本规定之外的另行方案, 

一部合拍影片至少应有 90%的素材是为该片专门拍摄。 

 

第七条 入境便利 

双方应根据各自法律法规，准许符合条件的另一方国

家的人员以及根据第五条批准的任何第三方合作制片者所

在国（地区）人员，为制作或宣传合拍影片入境中国或韩

国。 

 

第八条 器材进口 

双方应依据各自法律规定，尽力使合拍影片制作所需

的摄影器材能够临时入境，尽力免除进口关税和税费。 

 

第九条 电影发行 

一、主管部门对一部合作摄制影片的最终批准，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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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在本国是否公映不具规定性。 

二、双方须尽力促成合作摄制影片的全球发行，以增

强合作摄制影片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第十条 技术合作 

双方应尽力推动电影及相关领域的合作，如电脑图像

合成、虚拟实境和（或）数字影院技术等。 

 

第十一条 附件性质 

本协议附件应作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十二条 国际法义务  

本协议不影响双方的国际法义务，包括双方所缔结或

参加的国际条约。 

 

第十三条 生效 

一方应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已完成

使本协议生效所需的国内法律手续。本协议自后一份书面

通知发出之日起生效。 

 

第十四条 修订 

为提高本协议的执行效力，经一致同意，双方可以书

面形式对本协议进行修订。修订内容应通过外交途径以书

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于后一份书面通知发出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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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有效期与终止 

一、本协议有效期 3年，如一方未在期满前 6个月内

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议，则本协议有效

期自动顺延 3年，并依此法顺延。 

二、除非双方另有约定，本协议对经双方主管部门批

准、但本协议终止前尚未完成的所有合拍影片继续有效，

直至该工作完成。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协议上签字，

以昭信守。 

 

本协议于 2014年  月  日在    签订，一式两份，每

份均用韩文、中文、英文三种文字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

准。如对文本的解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大韩民国政府 

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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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大韩民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实施方案 

 

一、《大韩民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合作拍

摄电影的协议》（以下称协议）所指主管部门：在韩国为韩

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在中国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

局。 

中国主管部门指定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作为中方承

办机构，负责合作摄制影片的资格评估。 

双方主管部门和承办机构有义务监督和检查本协议的

执行情况，并对双方合作制片人之间产生的分歧进行调解。 

二、本协议仅适用于韩国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合作制片

者的电影合作。 

三、申请程序 

为享有本协议条款赋予的权益，双方合作制片者须在

影片开拍前向各自主管部门提交合拍资格申请，附带如下

材料： 

（一）一份拥有影片商业开发权的文件； 

（二）一份准确表述影片主题思想的故事梗概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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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影剧本； 

（三）一份列具所有技术和艺术投入的清单，包括技

术和艺术人员的国籍与作品目录；演员须注明其国籍及将

扮演的角色、角色类别和戏份长度； 

（四）一份以星期为单位、注明外景拍摄和棚内拍摄

时间及地点的工作计划； 

（五）一份包含投资人承诺信及详尽融资计划的预算； 

（六）一份合作制片者之间的合作摄制合同，明确双

方共享影片版权，并根据各自投入比例分享影片开发产生

的收益，包括海外市场收益； 

（七）双方主管部门可能需要的任何其他文件和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