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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电视剧制作经费管理的思考

大。有些制作费用，如主要演员劳务

费、道具费、场景费等，市场价格差异

较大，制作费用具有较大的伸缩余地。

六是预算控制较难。电视剧拍摄中存

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如对环境、天气、

场地的特殊要求等，这些因素不是人

为可控的，这就导致电视剧的预算制

定不像其他行业生产企业精准，电视

剧预算编制通常以十万元甚至百万元

为单位编制。诸多变数影响预算执行。

七是面临风险较高。首先是政策风险。

电视剧的内容受国家有关部门监管，

部分题材受限制，因有关政策规定因

素可能造成电视剧停拍、不能发行。

其次是拍摄风险。拍摄中进度把控不

力、突发状况等诸多因素，可能导致

电视剧不能按期完成。第三是市场风

险。对市场需求判断有误导致发行不

利。这些风险会直接造成投资失败或

收益受到较大影响。

二、电视剧经费管理的着力点

上述电视剧制作的特点，加大了

电视剧经费管理的难度。有效发挥经

费管理的作用，必须尊重艺术创作规

律，找准着力点，使经费管理更加科

学合理，确保经费高效使用。一是注

重“两个效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社会价

值放在首位，保证作品的质量，是财

务人员进行制作经费管理的根本遵

循。不能因控制经费而降低制作水准，

更不能粗制滥造。既要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引领良好

加强电视剧制作经费管理，能够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控制电视剧制

作成本，打造精品力作，提升电视剧制

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本文在分析电

视剧制作特点、电视剧经费管理的着

力点和经费管理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加强经费管理的建议。

一、电视剧制作的特点

电视剧是艺术品，其制作有显著

的行业特点 ：一是经费投入较大。制

作环节复杂且高度专业化，从剧本策

划、拍摄完成到发行需要大量的资金

支持。二是经费内容繁杂。前期策划

有剧本的版权费、编辑费、审稿费等 ；

拍摄制作期有演职人员劳务费、美工

费、置景费、道具费、场租费、灯光摄

像费、设备和车辆租赁使用费、服装

费、化妆费、食宿费、交通费等 ；后期

制作有配音配乐制作费、字幕费、制

作机房租赁费、特技制作、审片费等。

和其他行业企业生产相比较，电视剧

制作既包含一般生产企业的材料费、

设备租赁费，又包含了大量艺术创作

者的创作费、劳务费等内容，经费支

出内容复杂多样。三是人员费用较高。

制作经费中人员劳务费占比较高，有

的已达到总投资额的 60% ～ 70%。四

是制作周期较长。一般情况下从开始

筹备到取得发行许可证的周期是 1 ～

2 年，有时会因主创人员档期、不可

抗力造成拍摄超期、特殊题材剧审查

等诸多因素造成周期延长，有的周期

长达 5 年甚至更长。五是费用弹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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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尚，还要得到观众和市场认可，

产生影响力，获得经营收入，实现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二是注

重合规合法。严格把控演员费用，把

演员片酬比例限定在合理的制作成本

范围内。同时还要依法代扣代缴个人

所得税，确保演员费用合规合法，保

障制作电视剧的品质。三是注重艺术

品质、艺术水准。支持源头剧本创作，

打造原创精品，增加相关费用支出，

扎实做好“一剧之本”，确保做强内容。

同时，适当增加拍摄和后期制作方面

的资金预算，提高电视剧的审美格调、

文化内涵、精神意蕴，全面提升制作

品质。经费保障制作创新，利用先进

的技术手段，提高视觉和听觉上的美

感，提升观赏性，增强作品的吸引力。

三、电视剧经费管理存在的问题

经费管理贯穿于拍摄制作的所有

环节，做好经费管理是电视剧拍摄制

作正常进行并取得预期效果的有力保

障。实务中，经费管理还存在一些问

题，如 ：在制度执行方面不严格，经

费管理涉及面广、专业性强，需要摄

制组全体人员的支持和配合。虽然摄

制组制定了相关财务管理制度，但在

执行过程中，有的工作人员思想懈怠、

责任心不强，风险意识淡薄，造成制

度未落地、落实、落细，使制度流于形

式。在预算执行方面，制片人管理团

队对影视制作环节不够熟悉、对市场

行情了解不够深入，制作经费支出的

内容考虑不全，导致经费预算结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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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不科学、内容不完整，出现频繁

调整预算甚至超支的问题。在合同管

理方面，有的合同条款不严谨、不完

备、内容不明确，出现法律纠纷增加

经费支出的问题 ；有的合同文本不规

范，甚至出现“阴阳合同”，违反国家

有关法律规定。在费用支付方面，随

着 4K/8K、VR/AR/MR 等先进技术的

综合应用，可以打造沉浸式、互动式、

情景式新体验，增强电视剧的吸引力、

感染力，提升收视效果，但目前这类

费用的标准尚欠缺，有关费用支付标

准不统一。

四、加强电视剧制作经费管理

的建议

（一）加强制度执行

各项经费管理制度既是财务人员

进行经费管理的基本依据，也是保证

电视剧拍摄制作的各个环节能够按照

一定制度规范运行的行为准则。

1. 项目经费管理制度。制定规范

科学的经费管理办法，明确电视剧生

产制作中的资金、人力、物料等各种

资源的耗费，细化费用支出范围，明

确各种制作费的核算项目，对费用的

归集和分摊进行严格的规范管理，从

而准确地计算出电视剧各个部门费用

和总的拍摄制作费。

2. 财务支出审批制度。在摄制组

财务管理中，资金审批权限是明确财

务责任、处理摄制组财务关系、规范财

务行为的重要依据，是重要的带有纲

领性质的文件。审核投资预算以及在

电视剧拍摄制作过程中相关费用的报

销都必须遵照财务审批权限的规定。 

3. 费用支出标准制度。根据国家

相关规章制度，结合电视剧制作的实

际情况制定出拍摄日常的费用支出标

准，实现对摄制组中各个部门消耗的

有效控制，包括住宿费、伙食费、交通

费、租车费、审片费、通讯费等。

4. 资产管理制度。对于摄制组搭

建的场景，摄制组美术、道具等部门

采购的物品等，财务人员应建立实物

备查账并逐项核对实物，待拍摄结束

后统一分类收回入库、处置。

5. 风险管理制度。要加强风险控

制措施，做好风险应急处理预案，将

风险控制在最低程度，从而控制风险

成本的增加。

（二）加强预算执行

经费管理和预算管理相辅相成，

经费管理要结合预算管理。着力在关

键环节强化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的执

行力。在电视剧项目立项阶段，财务

人员要审核预算内容是否包含前期策

划、拍摄、后期制作、宣传发行推广等

费用，保证经费预算的完整性。根据

有关财务规章制度，审核、分析、论证

和判断预算中的每一个项目，及时全

面地提出预算的初审意见或建议，保

证经费预算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

性、合理性、科学性。在拍摄制作过程

中，要加强预算执行的严肃性，总投

资预算一经批准不予调整。拍摄制作

中因拍摄场景、拍摄计划等重大事项

变更或者发生突发情况致使投资额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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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有差异需要调整预算时，要履行

审批流程。综合考虑电视剧拍摄中的

诸多不确定因素，其他项目的预算明

细可以有一定幅度的调整。

（三）加强合同管理

拍摄制作中涉及采购类、制作服

务类、人员劳务类等多种类型合同。

这些合同涉及合同管理业务流程多个

环节，包括合同签订、履行、变更等，

要抓住突出问题、重点领域加强合同

管理，如规范合同文本。合同要素要

完备、条款要齐全，当事人双方的权

利、义务要具体、明确，文字表述要

准确无误。对于人员劳务合同，首先

合同金额都要明确含税，依法依规由

摄制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其次按

照演员、职员不同的酬金计算方法，

如 ：“打包一口价”“每集”“每月”“每

天”“每小时”等，分别规范相应的合

同文本形成相对统一的格式，有效防

止“阴阳合同”。确保每一项支出都在

经费管理的范围之内，最大限度地降

低制作费用，保障项目的稳定完成。

（四）创新管理

财务人员应该把眼界扩展到影

视行业政策，要熟悉电视剧的基本情

况，了解电视剧的制作方式、生产流

程和供应商市场行情。积极参与到拍

摄现场，把管理和服务主动融入到拍

摄制作全过程，全面了解摄制组的情

况，了解先进技术在电视剧制作中的

运用，摸索出新技术费用的统一标准，

使经费管理更加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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