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以下称

“双方”），

在2015年8月31日签订的中哈政府文化人文合作协议的指

导下；

鉴于电影拍摄领域的紧密合作将惠及两国电影行业的发展；

双方希望拓宽电影制作领域的双边合作，促进两国电影行业

的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



相信电影合作拍摄将为拓宽中哈相互关系作出贡献；

双方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定 义

本协议运用了以下概念：

（一）合作制片者：受本协议制约的参与电影合作拍摄的中哈

法人或实体，或本协议第七条适用的参与电影合作拍摄的第三方

法人或实体；

（二）合作摄制影片：由一个或多个中哈合作制片者通过联合

投资、共享版权而合作拍摄的电影（包括本协议第七条适用的影

片）。各合作制片者必须对合作拍摄影片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和资

金投入；

（三）影片：是指需要采用相应的技术设备、在创意基础上形

成的各种体裁的视听作品，由记录在胶片、磁带或其他载体上的

一系列相关主题连接在一起的图像和声音组成，初始目的为影院

放映，包括故事片、纪录片、科普片、教学片、动画片、电视电

影等类型；

（四）国民：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是指中国公民及中国法人；

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而言，是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公民；

（五）居民：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是指在中国长期或永久居住的自

然人；

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而言，是指非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公民，

但是长期居住在其境内的人；

（六）主管部门：是指中哈政府各自指定的机关；

（七）第三方：不代表本协议任何一方，但在本协议第七条辖

下与中哈共同参与电影拍摄的任一方。



第二条 主管部门

一、双方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管部门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主管部门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文化和体

育部；

中方主管部门指定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为中方承办机构，

负责合作拍摄影片的资格评估。

二、主管部门如有变化，双方须通过外交渠道通知对方。

第三条 条件制定和予以协助

一、申请合作拍摄影片的条件由双方主管部门在附则中规定。

二、双方主管部门须依据各自国家法律法规对合作拍摄影片

的制作和发行予以协助。

第四条 视为国产影片和授予利益

一、符合本协议要求的合作拍摄影片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均

视为国产影片。

二、合作拍摄影片享有双方各自境内法律法规授予国产影片

的所有利益。

第五条 合作制片者资质

为使本协议得以落实，双方须确保具备物质和技术基础、资

金能力以及电影制作领域专业经验的法人或实体作为合作制片者。

第六条 合作拍摄影片的批准程序

一、双方主管部门须评估每个合作拍摄项目，决定是否授予

其“国产影片”资格。

二、双方主管部门须相互协商，以确定合作拍摄影片是否符



合本协议条款。在对合作拍摄影片做出临时批准或最终批准时，

双方主管部门应遵循两国的国家法律，并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

三、审批一部合作摄制影片时，双方主管部门有权制定批准

条件。如双方主管部门对是否批准某个项目或是否包含某个条件

存在分歧，该合作拍摄项目不得批准为本协议辖下的影片。

第七条 第三方制片者

在双方协商一致及不损害各自利益的情况下，允许第三方国

家的制片者参与影片拍摄。

第八条 器材入境、遵守法律和尊重文化

一、一方须依据自己国家的法律法规，为另一方拍摄组成员

进入本国境内提供协助，包括为合作拍摄影片所需的摄影器材临

时入境和出境提供协助。

二、双方摄制组须尊重影片拍摄地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

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以及该国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

第九条 影片公映

双方依据各自国内法律准许按本协议框架摄制的影片在各自

境内的公映。

第十条 语言和字幕

一、在本协议框架内的每部合作拍摄影片，均制作两个对白

语言版本：一个中文版，一个哈萨克文版。如剧情需要，此两种

版本可以包含其他语言的对话。

二、所有合作拍摄影片在中文版中标明“中哈合作拍摄”字

样，在哈文版中标明“哈中合作拍摄”字样。该标记应在影片片

头和片尾字幕、广告产品、宣传材料，以及合作拍摄影片的所有

播映场所标明，包括参加国际电影节。



 

第十一条 著作权管辖与参加国际电影节

一、合作拍摄影片的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受双方民事法律的

约束。

二、经合作制片者一致同意，任一方都可将合作拍摄影片送

往国际电影节，前提是合作制片者须在电影节开始前 30天将此意

愿告知双方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经费调整

双方应以本国法律允许的方式，各自承担履行本协议时产生

的费用，除非另行约定。

第十三条 协议修订

为提高本协议效率，双方可对本协议做出必要的修订和补充，

并使其按第十七条规定生效。

第十四条 附则性质

一、本协议附则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二、对附则的任何修改都须经双方主管部门一致同意，且任

何修订都不得与本协议条款相抵触。

三、对附则的修改内容应通过外交照会确认，并按此类外交

照会指定的时日生效。

第十五条 国际义务

本协议条款不涉及双方在其他国际条约中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六条 争议解决

本协议解释和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争议与分歧，双方通过磋

商和谈判解决。



第十七条 协议生效、有效期与终止

一、本协议自通过外交渠道收到后一份关于已完成协议生效

所必需的国内法律程序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生效。

二、本协议有效期5年。若一方想终止本协议，须在本协议第

一个或最后一个有效期满前 6个月内通知另一方，否则本协议将自

动顺延5年。

三、有效期内终止本协议不影响已批准的合作摄制影片的开

拍、完成及享受利益。

本协议于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在阿斯塔纳签订，一式两份，

分别用中文、哈萨克文和俄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聂辰席 亚历斯坦贝克

 （签 字） （签 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附则

一、本附则规定了申请合作拍摄影片资格的程序和条件。

二、合作制片者应向各自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以使合作拍摄

影片获得国产影片资格。关于制作本协议辖下的合作拍摄影片的

申请，须在拍摄工作开始前不少于60天，预先提交给双方主管

部门。

三、本附则第二款所指的申请，应附带以下文件：



（一）影片剧本和剧情梗概；

（二）证明拥有拍摄版权并在影片中使用版权的文件，以及获

得影片拍摄和商业开发利用权的证明文件；

（三）摄制组人员名单，须注明国籍和职务，主要角色扮演者

及其国籍。摄制组人员应为双方国家法律法规认可的人员；

（四）影片制作时间表；

（五）与影片的剧本作者和导演签订的合同；

（六）合作制片者的机构注册证明；

（七）影片摄制的商业计划；

（八）合作制片者之间签订的合作摄制影片和开发利用影片的

合同草案或现行合同。

四、合作制片者之间签订的关于影片合作摄制和开发利用的

合同草案或现行合同须包含以下信息：

（一）影片名称；

（二）合作制片者的名称和地址；

（三）影片剧本作者和导演姓名；

（四）摄制影片的预算，须注明融资来源，包括关于两国法律

法规规定的税务信息，以及合作制片者的出资比例；

（五）影片商业运作的收入分配方案；

（六）影片摄制时间；

（七）合作制片者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八）关于每个合作制片者均为影片原始素材（图像和声音）

的共同拥有人的条款，原始素材的保存地点由双方合作制片者共

同约定；

（九）关于每个合作制片者均有权拥有自己国家对白语言版本

的影片拷贝的条款；

（十）关于合作制片者之间的相互结算应在影片摄制结束之日

起60天内完成的条款，该期限还须在合作摄制和开发利用影片的

合同中注明。



双方主管部门可进一步要求根据各自国家法律认为必要的附

加文件和信息。

可以对原始合同进行修订，包括更换制片人，但必须在合作

摄制影片完成之前报双方主管部门批准。更换合作制片者只可在

特殊情况下进行，且须具备双方主管部门认可的理由。

五、若对影片合作摄制和开发利用的合同进行修订，须在工

作拷贝制作结束前报主管部门审批。

六、每个合作制片者的投入至少须包括一个主创人员、一个

主要演员、一个配角演员。在特殊情况下，经主管部门批准，可

允许调整合作制片者的投入规模。

七、合作摄制影片的制作、加工直至第一个发行拷贝的生

产，均须在双方境内进行，如有第三方合作制片者，也可在该方

境内进行。上述制作环节的大部分工作，一般在资金投入较多的

合作制片者所在国进行，但双方主管部门可联合批准其他执行程

序，包括批准影片到参与合作的制片者所在国之外的国家进行外

景拍摄。

八、各合作制片者须就其艺术制作投入（即“创作”投入）

和资金投入比例进行协商，原则上每个合作制片者在合作摄制影

片的表演、技术和专业方面的投入，须与其资金投入比例相等。

当评估各合作制片者的资金投入比例时，双方主管部门可一致同

意批准“非现金”方式投入（包括但不限于摄影棚的提供）作为

资金投入的一部分。

各合作制片者在资金和创作方面的投入应不低于合作摄制影

片资金和创作总投入的 20%，且不高于总投入的 80%。在特殊情

况下，双方主管部门可约定不同的比例限制，但新的下限和上限

分别为 10%和90%。如第三方合作制片者获准参与合作摄制影片，

其资金投入须不低于10%，且不高于30%。

九、因双方合作制片者共同经营或控制而相关联的项目不予

批准，除非此类关联是为该合作摄制影片专门建立。



十、合作制片者之间的合同须规定：

（一）为合作制片者制作足够数量的最终保护拷贝和用于拷贝

印制的复制素材。每个合作制片者都应拥有 1套最终保护拷贝和复

制素材，并有权进行必要复制。影片素材须以合作制片者联名的

形式，在双方同意的洗印厂注册，且各合作制片者都有权使用；

（二）各合作制片者在下列情况下对影片成本所承担的经济

责任：

——双方主管部门拒绝临时批准的合作摄制影片筹备阶段所

产生的开支；

——虽经双方主管部门临时批准，但未遵守该批准条件的影

片制作开支；

——虽经批准，但被合作制片者所在国禁止公映而产生的制

作开支；

（三）合作制片者之间因影片开发利用产生的收益分配程序，

包括海外市场的收益。收益的分配原则上应与各合作制片者的投

入比例相等。此类分配可以是收益的分配，也可以是市场的分配，

或者是两者的结合；

（四）影片摄制投入的到位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