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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蘇聯電影在世界電影史上佔了重要的地位，蘇聯政府亦將電影視為文化戰

略的一環，大力資助電影拍攝，同時也對電影題材有諸多限制。蘇聯解體後，

電影題材百花齊放，但由於 1990 年代的俄羅斯經濟狀況低靡，國家無法提供大

量資金進入電影產業，使得俄羅斯電影進入嚴重衰退，直至 2000 年普丁上任才

改變了這個狀況。普丁將電影視為團結當時的俄羅斯的重要工具，簽署多項法

案，投入電影產業的資金也逐年提高，保護國產電影的發展。電影作為文化傳

播及形塑意識形態的重要媒介，一直都是許多國家推廣自身文化以及傳遞本國

視角的重要文化產業。本文欲透過檢視俄國電影工業政策及俄國電影產業發展

的情況，評估俄國政府在電影產銷的過程中是否扮演積極且正面的角色，了解

俄國電影於世界電影場域的重要性為何。 

 

 

 

 
關鍵字：俄國電影、電影工業、電影政策、普丁、俄羅斯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414

 iii 

Abstract 
 

  Soviet film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film. Moreover, the 

Soviet government also greatly funded the film industry, since films are regarded as a 

part of cultural strategies.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themes of 

films became more diverse. However, because of the sluggish economy in Russia in 

the 1990s, the country could not provide a large amount of funds to support the film 

industry, which made Russian films fall into serious recession. This situation did not 

change until Putin became president in 2000. Putin considers film 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unite Russia at that time, he thus signs several acts and increases film funds 

year by year to protect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films.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ideology shaping medium, films have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cultural industry for many countries to promote their own culture and convey their 

own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aims to inspect the polic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ussian film industry, evaluate whether the Russian government plays an active and 

positiv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film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and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Russian films in the film field of the world. 

 

Keywords: Russian films, film industry, film policy, Putin,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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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國於 2019 年通過了兩個關於電影行業與電影藝術的法規，一為 《文化

基本法》，二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設置條例》。前者於 1997 年第二次

全國文化會議即被提出，然而經過 22 年才通過，本法的重要性在於將文化融入

國家發展的整體視野，實現「文化治理」，賦予中央各部會相關權力，保障人

民創作自由，期盼改善藝文工作者的創作條件以及文化藝術長期不受國人重視

的問題，後者則完成國家電影中心之法制化，轉型為行政法人，加強我國影視

資量保存，有助於重建台灣影視史。 

  俄羅斯相較台灣有更悠久長遠的歷史，深厚的藝術文化底蘊自帝俄時期積

累至今，不論文學、繪畫或電影領域都有重要的俄國藝術家耕耘其中。電影最

早誕生於法國，而將電影作為商業目的並輸出政治思想與價值意識最成功的絕

對是好萊塢電影工業。冷戰年間，蘇聯除了與美國爭取政治、經濟、軍事上的

霸權之外，也極力欲擴展共產思想與蘇聯文化，然而從結果上來看，俄國完全

地敗下陣來，今日俄國電影雖在藝術電影方面仍偶有突出表現，但商業電影卻

落後許多。電影作為輸出文化的重要媒介，對內則是形塑意識的重要工具，台

灣因為市場較小所以沒有足夠人力與商機支撐電影工作的運作，因此至今都尚

未形成自成一格的電影工業，國內市場也幾乎被好萊塢電影佔據，然而俄國人

口基數不算小，斯拉夫文化圈也佔了將近半個歐洲的人口數，國片市場與品質

卻仍屬弱勢文化，電影工業雖發展已久仍未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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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古至今對「電影」的研究很多，從回溯電影史、電影美學之研究、電影

文本之分析、對電影工業的理解，以及國家對電影之協助及干預等等，皆是電

影研究的探討的議題。對於電影的分類，可以類型區分，如：歌舞片、恐怖

片、愛情片等等，也可以「國別」區分，如：美國電影、法國電影、印度電影

等等，一國之電影已經給了人們一個普遍且概括的印象，如由超級英雄主導的

美國片、載歌載舞的印度片等等。對於電影政策之理解則由以法國與南韓最

多，兩國政府扶植電影產業之成效皆有目共睹。由此可見，電影是文化的一

環，亦具備異國文化之代表性。要理解一國之電影政策，必先理解該國之文化

方針，並從而往下探索由此方針延伸出來的各項政策與目標。 

 

一、研究動機 

  筆者選擇俄國為研究對象，原因有以下三點：  

  （一）、電影產業自蘇聯時期就是俄國政府重點扶持的文化產業。政府大

量投資電影工業，電影的風格和題材也越趨多樣，但二戰後因為政府的嚴格管

控，使得電影創作被嚴重打壓，直至史達林（И. В. Сталин，1879-1953）逝

世，蘇聯進入「解凍時期」，此時期同為蘇聯電影的黃金時代，被稱為蘇聯電

影新浪潮。1960、70 年代，由於組織和管理能力的提升，蘇聯電影攀上高峰。

1972 年耶爾馬什（Ф. Т. Ермаш，1923-2002）出任國家電影委員會主席，開始

推廣商業導向的電影，以類型電影和娛樂片為主，成功挽救了蘇聯電影於電影

發行市場的頹勢。1990 年代由於俄國嚴重的經濟危機使得俄國電影的製作資金

來源嚴重短缺，電影產業衰敗，直至普丁（В. В. Путин）上任訂立許多相關法

規才有了改善。由此可看出俄國電影的起落與俄國政府有著重要連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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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俄國政府對於電影產業之相關部門繁多，文化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культуры РФ）則掌握了對於電影業的專責指導權。2008 年聯邦將文化和電影

攝影局（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культуре и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廢除，職權併

入文化部後，文化部可說是掌握了對於電影業的完全監管權責，俄國政府同年

也設立「俄羅斯國家電影業發展委員會」（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 по 

развитию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扶持國片發展，國家杜馬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聯邦委員會（Совет Федерации РФ）以及聯邦公

民議院（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 РФ）也都設有「文化委員會」（Комиссия по 

культуре），總統更直接領導「文化和藝術理事會」（Совет по культуре и 

искусству）在政府組織方面可謂結構完整。分析俄國政府組織權責及運作，將

有助於理解俄國政府在電影業中扮演何種角色。 

  （三）、俄羅斯有許多的電影節與電影獎，有廣納百川且被國際電影製片

人協會（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Associations de Producteurs de Films）認證

為 A級影展的莫斯科國際電影節（Московск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инофестиваль），亦有關注國產電影的索契電影節（Открытый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инофестиваль «Кинотавр»），並有各式以民族或地區為主題劃分的影展，國

外也有俄羅斯電影愛好者籌辦俄羅斯電影週1（Russian Film Week），獎項方面

則有金鷹獎（Золотой Орёл）與尼卡獎（Ника）撐起俄國電影界半邊天。金鷹

獎為俄羅斯國內重要電影和電視獎項，由俄羅斯國家電影藝術與科學研究院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скусств и наук России）於

2002 年設立此獎，針對俄國的電視與電影進行評選，尼卡獎則為俄羅斯國內重

                                                
1 俄羅斯電影週由 Perkon Productions Ltd.於 2016 年開始主辦，俄羅斯文化部、英國文化協會

（British Council）、英國電影協會（The British Film Institute）於 2017 年開始贊助本活動。本活

旨在向國際推廣俄羅斯電影，促進俄羅斯和歐洲之間的電影合作，以及英國和俄羅斯的文化聯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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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電影獎項，由蘇聯電影協會（Союз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стов СССР）於 1987設

立，獎勵俄國和獨立國協國家的電影。影展與電影獎是電影重要的曝光方式，

亦是和國外影人交流的時刻，入選或入圍 A級影展不僅能獲得矚目，更能在影

展期間銷售版權給他國代理商，因此筆者認為從分析俄國電影於影展的曝光度

能有效理解俄國電影銷售機構「俄羅斯電影」（Роскино）2與政府的行銷能

力，也能評估俄國電影的文化傳播的功能是否有效達成。 

  本文試圖解答以下兩個問題： 

  （一）今日的俄國政府與俄國電影製作、電影發行、電影放映的關係為

何，其干預程度多大？對於俄國電影產業發展的利弊為何？ 

  （二）俄國電影補貼政策與電影工業體系之完備有正面關係還是負面關

係？ 

 

二、研究目的 

  自艾森斯坦（С. М. Эйзенштейн，1898-1948）以降，俄國有不少突破電影

技法、引領電影美學之導演，然而俄羅斯的藝術電影卻無法如西歐國家作品那

樣受關注，產量也不多，商業電影的熱度與票房亦不及好萊塢電影，令筆者不

禁思考，俄羅斯電影究竟出了什麼問題？電影作為一種傳播工具，以及文本的

一種，許多文化研究者試圖探查電影與文化的關係，於是乎有了電影中的意識

形態、政治思想、性別意識等研究，並透過理解電影作為反映社會或帶領社會

的一種文化工具，解析該電影所代表的時代，為正規的歷史文件做補充解讀。

電影因為具備上述特質，因此創作者在拍攝電影時，必然也會受到其所處時

                                                
2 「俄羅斯電影」為一開放式股份有限公司，俄羅斯聯邦政府擁有 100%的股權，其主要負責工

作為:在國際影展、國際電影市場推廣俄羅斯電影，亦協助他國電影於俄羅斯境內之電影週、電

影節等活動。前身為 1924 年設立的「蘇聯電影出口」（Совэкспортфиль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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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環境的影響。人們以為自己的電影在記錄時代，然而其實自己正受時代影

響而製作電影，這恰似「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辯論，人與電影無可避免地成

為社會運作的一部份。 

  當我們探討電影與社會的關係，不可能不先理解電影與國家的關係，因為

電影要發展為工業體系，或是電影這個工業體系，必定與國家、官僚體系息息

相關。一國是否制定合宜的電影政策，將大大影響其電影產業發展，同時我們

也可以從國家之電影政策發現，電影政策並非全盤只有經濟層面的考量，政治

面與意識形態也被納入。例如我國對於中國電影之限制即是政治考量大於經濟

考量，根據《大陸地區影視節目得在臺灣地區發行映演播送之數量類別時數辦

法》第 1 條第 1款第 1 項： 

「大陸地區電影片進入臺灣地區數量，每年以十部為限；其類別以愛情文

藝、倫理親情、溫馨趣味、宮廷歷史、武俠傳奇、懸疑驚悚、冒險動作為

主題者為限……」 

第 2 項： 

「大陸地區電影片獲得法國坎城影展、義大利威尼斯影展、德國柏林影

展、美國影藝學院獎競賽單元獎項或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獎者，

不受前款第一項數量及類別之限制。」 

然而，只要觀察文化部歷年釋出的《電影產業調查》就可以發現，歐美電影在

台票房遠高於中、港片和國片，因此「保護國片」並非對中國電影設下配額限

制的主要目的。 

  在許多國家的文化部都可以窺見政府對於國家走向擘劃的痕跡，何況是俄

羅斯這樣由社會主義走向資本社會的國家。今日俄羅斯的許多政策，仍可以看

出社會主義時代「大政府」的遺緒，例如社會福利開支佔了大部分政府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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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台仍由政府控制等等。因此，「電影」在民主國家中尚被影響或扶植，俄

羅斯仍處於過渡期的半民主體制必定也不會放棄對於電影產業的控制力。透過

分析俄國政府的電影政策，筆者試圖尋找其政策的脈絡與方針，探討俄國政府

電影政策對產業究竟有何利弊。本研究並非針對電影美學所做之文本分析研

究，政府與產業之間的交互作用才是本研究關注的主題。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概念界定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時間範圍將聚焦於 2000 年普丁首次擔任俄羅斯聯邦總統至 2019

年。戈巴契夫（М. С. Горбачёв）進行改革開放後，電影題材越發擴大，然而

1991蘇聯解體，葉爾欽（Б. Н. Ельцин，1931-2007）針對俄國經濟問題推出震

盪療法，進行系列改革，卻導致俄國物價飛漲、經濟崩盤，政府也無力支持國

產電影發展。同時因為對外國電影不再設限，使得俄國電影市場幾乎被外來電

影蠶食殆盡。然而在此一時期，俄國政府並非完全沒有著力於電影產業發展，

1995 年 1月 16日通過了俄羅斯聯邦政府第 44號法令《以社會和經濟支持國家

電影基金》（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16 января 1995 г. N 44 “О 

Федеральном фонде социальн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根據這個法令建立了俄羅斯國家電影基金會（Фонд 

кино），其主要的目標是支持國內電影製作，提高其競爭力，協助製作符合國

家利益的高品質電影條件，並在俄羅斯聯邦和國外普及本國電影。 

  而俄國政府正式開始重新發展電影產業是自普丁 2000 年首次上任開始。俄

國政府推行《俄羅斯文化五年發展綱要》（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и (200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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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оды)），其中關於「俄羅斯電影」的子計劃這是由 1997 年通過的《至 2005 年

俄羅斯電影發展架構》（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18 декабря 

1997 года N 1561 “О Концеп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2005 года”）為基礎制定。根據本《綱要》，俄國將完善製作、

行銷、放映、市場以及法律等領域對於國產電影的支持，實可看出俄國政府對

電影產業之重視。2008 年根據俄羅斯聯邦法令第 1006號（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24.12.2008 N 1006 “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м совете по 

развитию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成立了「俄羅斯國家電影業發展

委員會」，其主要任務是提升政府對電影製作與發行的支持，並管理聯邦資產

於電影部門的運用，在教育和科學領域有更多相關創新和突破，對內保護俄國

電影產業發展，對外增加國片進入海外市場的協助。 

  電影不只是一門藝術，更因為其龐大的製作成本，而可獨立成為一種工業

類型，第二部門以營利為首要目標，聚集各式各樣的人才，然而電影所需經費

或場景借用皆須第一部門之協助會更事半功倍，電影技術之創新、理論之突破

更有賴第一部門與第三部門之合作，因此若將電影至於國家文化發展的一環，

不只具有藝術價值，也是具文化戰略觀的舉措。 

  筆者認為從前述兩個法案都可以看出在普丁時期的確力求振興俄國電影產

業。普丁更在 2015 年簽署第 503號總統令（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7.10.2015 г. № 503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Год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ино”），明定 2016 年為俄羅斯電影年，投入大量資金，該年度俄

國國片的國內票房達到 86億盧布，是 1991 年以來的新紀錄。本研究將梳理俄

國電影發展史，並探討普丁上任後的文化政策，進而往下延伸至針對電影產業

的相關措施，並針對法令與政府部門之施政做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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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界定 

  要探討研究動機所提出的問題，必須先釐清本研究相關的概念。這些概念

包括：電影工業、政策，與意識形態。筆者將把「電影工業」拆解，先行理解

何謂「電影」，接下來再探究何謂「電影工業」，以理解電影工作擴大成工業

後，由純粹的藝術美學創作，轉為一個具政治性與經濟性的工業體系。接下

來，筆者將定義政策之目的、制定過程，以及決策機關的運作，以便能在後文

將電影放入政策之架構討論。 

（一）、電影 

  許多人都有看過電影，不論是在電影院觀賞、租 DVD，或使用今日十分流

行的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等等，人們看過的電影非常多，但卻很少思

考何謂「電影」。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所創之「電影簡易辭典」

（2015）如此解釋「電影」 

 

電影（cinema, film, motion picture, movie） 當一連串影像被放映機以固

定速度連續投射在銀幕上，能在視覺上產生動態幻覺時，即稱之。一連串

影像要能產生產生動態幻覺，其放映速度不得低於一秒 16格影像。有聲電

影的放映速度是一秒 24格，主要目的是要讓影片上的聲音軌能以等速通過

放音頭，清楚發出與影像同步的聲音。指一連串影像，能被放映出來產生

動態幻覺的，無論是虛構的劇情片、在事件現場真實記錄拍攝的紀錄片、

以逐格方式拍攝或製作出的動畫片、以教學為目的的教育片，或是個人創

作的實驗片，總和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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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的解釋也可以發現「電影」這個字，在英文中就有「film」、

「movie」、「cinema」、「motion picture」等字彙，而「cinema」在今日以多

用來指稱電影院，以及整體電影行業的概念。在昆恩和西威爾（Kuhn & 

Westwell）合著的《電影研究字典》（A Dictionary of Film Studies）中，將

「cinema」和「film、motion picture、movie」分開，「cinema」意為 

 

1.電影（film）的總稱。2.電影（film）作為一種藝術形式。3.電影

（moving picture）工業。4.放映電影（film）的建築物、電影院。該詞是

電影放映機（cinematograph）的簡稱。cinema 最早的涵義可能是放映電

影（film）的地方：這種用法最早可追溯到 1899 年，但直到 1910 年代才

被廣泛使用。在電影研究中，通常將 cinema（表示媒介的工業和制度方

面）與 film（表示電影文字、電影語言、電影形式、電影風格等）區分開

來。(Kuhn & Westwell, 2012: 624-625) 

 

「film、motion picture、movie」則意為 

 

1.名詞 任何種類的電影（motion picture）；一系列被剪輯在一起的照片

（shot）。2.動詞 錄製電影（motion picture）。3.動詞 將某物拍成電影

（film）；例如事件、小說，或劇本。4.名詞 用於製造攝影、電影圖像的

感光材料、化學基材料。該詞也可表示 5.所有電影（motion picture），或

媒介的全部。6.整個電影（motion picture）工業。一些研究者和評論者對

cinema和 film 一詞作了明確的區分，通常以 cinema 指稱全部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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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picture）、獨立藝術形式的媒介、所有的電影（motion 

picture）工業或明確指出電影（film）工業(Kuhn & Westwell, 2012: 728)。 

 

  在《好萊塢電影 : 1891 年以來的美國電影工業發展史》（Hollywood 

Cinema）中，作者 Richard Maltby認為「膠片（film）是一種物質和媒介。電

影（Cinema）是一種社會機構(Maltby, 2005: 5)。」，作者以 

 

「膠片」一詞來指那種讓形象呈現和聲音被記錄的物質性賽璐珞，而「電

影」指在那種物質放映中被我們作為敘事和奇觀來消費的圖像之流(Maltby, 

2005: 5)。 

 

  由上述解釋可以發現研究「電影」本身的切角本身就非常多。1895 年法國

的盧米埃兄弟，即奧古斯都．盧米埃（Auguste Marie Louis Nicholas Lumiere，

1862-1954）與路易斯．盧米埃（Louis Jean Lumiere，1864-1948）以 16釐米的

膠卷拍攝了《工廠大門》（Workers Leaving the Lumiere Factory），並於同年 12

月 28日放映本片與其他作品，這天就被視為「電影」的誕生日，盧米埃兄弟也

被視為電影的發明者。此後，電影從膠卷逐漸走向數位拍攝，從無聲邁入有

聲，從黑白轉為彩色，一次次技術的革新，都將電影面貌變得更加多元豐富。 

  奧地利導演古斯塔夫．多伊奇 （Gustav Deutsch）曾執導系列短片《電影

是。》（Film ist.），試圖以一一揀入的方式來拼湊電影的模樣，他在 1996 年

和 2002 年分別釋出了 1-6集與 7-12集，分別是： 

1. 運動和時間（Movement and Time） 

2. 亮與暗（Light and Dar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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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個工具（An Instrument） 

4. 材料（Material） 

5. 一眨眼（The Blink of an Eye） 

6. 鏡子（A Mirror） 

7. 喜劇（Comic） 

8. 魔法（Magic） 

9. 征服（Conquest） 

10. 寫作和語言（Writing and language） 

11. 情緒和激情（Emotions and passions） 

12. 記憶和文獻（Remembering and document） 

在多伊奇的歸類中，闡釋了電影的功能性，以及電影的本質、形象，我們無法

清楚定義電影，只得用其外圍的所有物件來形容它。 

  同樣地，新浪潮電影之父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在《電影是什麼？》

（What is cinema?）這本論文集的序言就已經提到 

 

這組文集名為《電影是什麼？》，它並不意味許諾給讀者現成的答案，它

只是作者在全書中對自己的設問。因此，這幾冊文集無意詳論電影的「地

質學」（géologie）和 「地理學」（géographie） ，而僅僅希望引導讀者

瞭解影評人對平日接觸到的影片進行的一系列思索、探討和粗略研究

(Bazin, 2005: 3)。 

 

  本書針對電影理論、電影技法、類型電影與個別影片做了探究，同樣是以

外圍環環收束以尋求「電影核心本質」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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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筆者援引的文獻中可以發現，「電影」並不明確定義，即使研究者以

「定義」論述之，終究只能描繪電影的某一種型態，或者以列舉的方式表述電

影。因此，電影相關之研究必須先釐清自身欲探究的課題為電影的何種「領

域」，是理論？美學？功能？還是其他等等。而本研究將聚焦的是電影的「政

策面」，因此本研究對於俄國電影之美學形式將不會著墨太多，而是針對政府

與電影界的互動為主要觀察面向。 

（二）、電影工業 

  電影工業可分為製作、發行、放映等三個領域，而隨著各國電影製作越發

蓬勃，與發行、放映分別垂直整合與水平整合之後，電影從藝術變為產品，而

當被製作的產品越來越多，便形成了自成一格的工業體系。 

  法國第一任文化部長喬治．安德烈．馬爾羅（Georges André Malraux）曾

說：「由另一方面來看，電影是工業(Virenque，2001：23)。」從製作面來看，

電影業的確是許多人賴以為生的行業之一，製作人決定主題、籌資，改編劇本

或原創故事，召集劇組等等，就已經招納了極為龐大的人員數目，而其他專業

領域，諸如：演員、攝影師、服裝設計師、妝髮師、燈光師、剪輯師、錄音師

等等，都是電影攝製不可缺少的人才。而發行商買下電影版權後，則必須負責

電影之行銷與推廣，外銷他國、與本國電影院簽訂票房拆帳合約等等。而放映

方則是最為接近觀眾的部分，包括了電影院的內場、外場員工，及影城相關工

作人員等等。綜觀上述職業，即可發現電影產業涵蓋了許多人的生計。 

（三）、政策 

  不論是民主政體或獨裁政體，在施政前必定制定「政策」（policy），差別

只在於政策是否會受到監督而已。官僚機構透過對於問題或目標的認識，制定

一定程序的步驟來解決問題或完成目標。Harold Lasswelll 與 Alfred Le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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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合編的《政策科學：範圍與方法的新近發展》（The Policy Science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cope and Method）一書被認為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開端。

政策學者 Thomas R. Dye則認為公共政策是：「政府選擇作為（to do）或不作

為（not to do）的任何行動。(Dye, 1999: 2)」，政治學者 David Easton將公共政

策定義為「政府對社會價值作權威性的分配(Easton, 1999: 125)。」 

  我國學者吳定也從國外學者論點中，將公共政策歸納出幾項要點： 

 

1. 公共政策係由政府機關所制定的。 

2. 制定公共政策的目的在解決公共問題或滿足公眾需求。 

3. 公共政策包括政府決定作為或不作為活動。 

4. 政府機關以各種相關活動表示公共政策的內涵。如法律、行政命令、

規章、方案、計畫、細則、服務、產品等（吳定，2008：7）。 

 

  從上述定義，筆者將公共政策切分為：（一）、政府部門（制定者）、

（二）、問題（政策欲解決的事情），（三）、內容（包括各位階的「法」，

及其衍生的相關程序或產物），以及（四）、目的（政策欲達成的事情）。由

於俄羅斯聯邦至今仍屬半民主體制（semi-democratic），總統極大程度影響了

政策走向，筆者認為分析俄羅斯總統之意志，可更完整地理解俄國電影政策，

筆者將於後文針對這部分多加闡述。 

第三節 文獻回顧 

  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可分為兩個部分，（一）、俄國電影工業，（二）、

俄國電影政策。電影工業之研究通常可以放入世界電影史的脈絡下探討，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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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工作者與美學流派輩出，艾森斯坦、塔可夫斯基（А. А. Тарковский，

1932-1986）等人的作品都是電影研究者必看經典，「自從世界各國銀幕上出現

了影片《戰艦「波坦金」號》之後，蘇聯就成了公認的世界電影強國（里亞布

采夫，2007：292）。」筆者將於本節先行探討俄國電影工業之研究，與本研究

相關的文獻可分為兩個部分，（一）、俄國電影工業，（二）、俄國電影政

策。筆者將於本節先行回顧俄國電影工業之研究，理解前人如何拆解龐大的俄

國電影工業體系，以及如何劃分俄國電影史的各時間區段。在了解俄國電影工

業發展的脈絡與特色後，再回顧俄國電影工業政策的相關文獻，探查俄國電影

政策在電影產業鏈的各面向如何著力與協助。若一份文獻同時具有這兩個部

分，筆者將自行拆分、整理，以便後續研究之理解。 

 

一、 俄國電影工業 

  政策是為了解決問題，那麼要了解政策，必先了解要解決「什麼問題」。

俄國電影工業之研究主題有關於俄國電影市場之分析、俄國電影類型之分析，

或者俄國電影史之探索等等文獻，亦有相關單位製作的報告書，整理電影工業

的各方數據。 

  俄國電影自蘇聯時期開始蓬勃發展，1919 年列寧（В. И. Ульянов，1870-

1924）簽署了《關於電影國有化》（Декрет СНК РСФСР от 27.08.1919 О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кинодела）的法令，將電影行業收歸國有，並成立電影學院培

育電影人才。 與此同時，蘇聯也迎來了電影工業的第一個發展期。《中外電影

藝術史綱要》（王永收、郎濱、趙軒，2016）將蘇聯電影分為三個階段：早期

蘇聯電影、解凍時代、70 年代後，並輔以各時期的電影特色。早期蘇聯電影特

色為「蒙太奇」，並以艾森斯坦和維爾托夫（Д. Вертов，1896-1954）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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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凍時期則因政治風氣較為開放，出現了許多新穎的形式與題材，並被稱為

「蘇聯電影新浪潮」，許多著名蘇聯電影、導演亦於此時出現，如塔可夫斯基

及其作品《伊凡的少年時代》（Иваново детств，1962）、卡拉托佐夫（М. К. 

Калатозов，1903-1973）的《雁南飛》（Летят журавли，1962）等等。此時

的蘇聯電影更為著重鏡頭畫面的抒情與詩意，而非劇情上的波折起伏，這一系

列的「詩電影」將蘇聯電影帶到另一個高度。70 年代後，蘇聯電影以「戰爭、

政治、生產、道德」為主要題材（王永收、郎濱、趙軒，2016：34），除了延

續部分蘇聯電影的傳統之外，也與蘇聯的「和平攻勢」戰略有關之外。本書在

探討蘇聯電影時，以電影型態，及主要的電影理論作為劃分時代區段的依據，

讓每個時間區段都可以對應到確切的電影風格與作品，然而在蘇聯電影較不發

達的史達林統治的 1930、1940 年代就幾乎無法詳述，成為建構完整的蘇聯電影

史最為缺乏之處。 

  從《中外電影藝術史綱要》僅將蘇聯電影獨立出來討論，而非加入解體後

的俄羅斯電影，也顯現出當代電影史、藝術史中，俄國電影的空白。李芝芳的

《當代俄羅斯電影》（2003）聚焦 1986 年戈巴契夫改革後至 2003 年的俄國電

影概況，並將 1986 年至 1996 年俄羅斯電影業所面對的危機，和造成危機的原

因作詳細梳理，整理俄國電影如何「走出危機」，並以普丁上任後的針對電影

行業的諸多調整，以及其結果總結俄國電影在 21世紀初期的狀況，分析俄羅斯

電影的創作脈絡與社會文化之關係。本書最重要的觀點在於，戈巴契夫的改

革，對當代俄羅斯電影的影響巨大，影協在戈巴契夫主政幾年的工作中，「給

蘇聯電影帶來一時的繁榮，但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卻是後來的俄羅斯電影至今難

以克服的（李芝芳，2003：6）。」本作對於蘇聯解體後十年的俄國電影產業狀

況深入分析，歸結出以下幾個導致俄國國產電影萎靡不振之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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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對電影製作的控制力減弱，俄國電影尚未發展出新的運作模式，品

質也參差不一； 

2. 美國電影的數量大、價格低廉，加上電影院已經不再由國家控制，而是

私人控股，因此大幅排擠俄國電影的播映； 

3. 俄國經濟狀況低落，無法投資電影業，投資人亦認為電影無利可圖。 

  而在俄國經濟逐漸穩定之後，俄國政府對於電影業的支持與配套政策，終

於將俄國電影從泥淖中拉起，本書中有關於 2000 年初期的俄國電影政策，將會

在下一小節再做整理。本書概述戈巴契夫至普丁初期的俄國電影工業之狀況，

且將電影風格與當時的經濟、政策缺失等問題連結，使得對俄國電影之分析能

建構在美學基礎之上，更進一步探討如此當時俄國電影美學的形成，是否有除

了「追求藝術」之外的原因，為許多電影美學與文本分析之文獻較少觸及到的

部分。在俄國電影如何走出危機的方式中，除了「國家資助」之外，作者亦分

析獨立電影，作為抵抗國家壟斷電影的力量，同時容納了對電影創作自由的渴

望，更成為從業人員發揮自身實力的舞台，但卻也因為俄羅斯整體經濟狀況不

佳而未能成氣候，1990 年代曾經聲勢浩大的獨立製作公司，至 2000 年初期僅

剩莫斯科的 NTV-Profit 電影公司和聖彼得堡的 CTB 電影公司在電影業佔一席

之地。 

  本書分析的時間僅到 2003 年，至今已有 17 年之久，俄國電影已不再可同

日而語，近二十年的發展是俄國電影界發展歷程中須被理解與補足的部分，且

本書亦提及普丁對電影產業復甦之幫助，這也是筆者希望能再多加著墨、分析

普丁任期之政策的原因。 

  專寫俄羅斯電影的中文文獻並不多，多僅為俄羅斯文化或藝術書籍的一部

份，如戴桂菊所編的《俄羅斯文化》（2010），以及尤里．里亞布采夫（Ю. 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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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ябцев）所著之《千年俄羅斯：10 至 20世紀的藝術生活與風情習俗》

（Тысячелетие России）（2007）中譯本，前者將電影分為帝俄、蘇聯，和當

代俄羅斯，並羅列各時期重要電影作品與電影工作者，後者聚焦十月革命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前至蘇聯蒙太奇時期的電影工業現況。 

  在梳理俄羅斯電影史時，多會選擇代表性之導演或作品作為其年代或美學

之代表，以便分析及整理，然而這也造成多數電影史所選擇之作品大同小異，

僅是在年代上多有增修。Jay Leyda 於 1983 年所著之《電影，俄羅斯和蘇聯電

影史》（KINO,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and Soviet Film）主要聚焦 1896 年至

1947 年之俄羅斯電影，其重要性在於，為每一個年代下了註解，而非僅以政治

狀況劃分，並將這短短 51 年分成 17 個區段，劃分得十分細緻，如，將 1917 至

1920 年定為「莫斯科－敖德薩－巴黎」，1925 至 1926 年則為「理論到實

作」，充分展現該時間俄國電影工業在空間或技術上的轉移與變化。Birgit 

Beumers 的《俄羅斯電影史》（A History of Russian Cinema）接續 Leyda著作，

記述 1908 至 2008 年的俄羅斯電影發展，並以俄羅斯的政治狀態作為主要的時

間劃分方式。帝俄時期之電影發展並不受到世界重視，但兩者都將此時期之電

影工業一併收入俄羅斯電影史，實可展現十月革命前之俄羅斯電影亦對俄羅斯

電影工業有一定影響。 

  在專書以外，最為廣泛研究俄國電影工業的文獻多為各大企業或政府部門

委託民間單位製作的報告書。「歐洲視聽觀察組織」（European Audiovisual 

Observatory）長年委託「Nevafilm」製作關於「俄羅斯聯邦的電影工業」報告

書，於 2009、2010、2012、2014、2016、2018等年份皆有釋出報告書，其中

2010、2012、2014 的報告書皆以「電影工業在俄羅斯聯邦」（The Film Industry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為名，2009 年則是「俄羅斯聯邦的電影工業」（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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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Industr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2016 年為「俄羅斯的電影製作和聯合

製作，以及俄羅斯電影的出口」（Film Production and Co-Production in Russia, 

and the Export of Russian Films Abroad），2018則為「俄羅斯電影關鍵趨勢」

（Key trends in Russian cinema）。「歐洲視聽觀察組織」屬歐洲理事會

（Council of Europe）的一部分，為一設立於 1992 年的公共服務機構，透過蒐

集和整理視聽產業相關訊息，提高該產業在經濟和法律面的透明度，其運作經

費主要來自於成員國和歐盟撥款，部分來自於出版品的販售所得。

「Nevafilm」為一家成立於 1992 年的俄羅斯電影公司，除了提供電影後製、發

行相關服務外，也接受委託製作電影研究報告，並從 2003 年開始對俄羅斯電影

發行市場進行獨立監察。 

  筆者認為這六本報告書分別可以分成三組： 

1. 2009、2010 

2. 2012、2014 

3. 2016、2018 

  2009 和 2010 年的報告書在內容上並無太大差別，2010 年僅是更新俄羅斯

電影業一年後的進展。2012 和 2014 年在架構上雖與前兩本沒有太大差異，但

將電影工業的每個細項都更加擴大呈現與分析，數據資料的收錄也更為廣泛。

2016 及 2018 年的報告書則有了更深入的分析，2016 年的報告書根據電影工業

相關數據進行量化研究，採訪 22 位俄羅斯電影製片與來自兩個與俄國有合作交

流的國際組織「歐洲電影院支援基金」（Eurimages）和與「法國國家電影聯

盟」（Unifrance）的成員，並進行質性研究；2018 年則分析了俄國電影業三個

子領域——製作、放映、發行，將三者進行 SWOT分析，並融合 PEST分析，

已推論俄羅斯電影業在「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的優勢、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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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機會與威脅。從這三種分類可以發現，俄羅斯電影業與俄國電影分析、研

究皆越臻成熟，從單純的數據記錄報告，逐步進展到更為深入的趨勢與產業狀

況分析。 

  在 2010 年的報告書中，將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聯邦分為三階段，並以

1996 年為起始點，因為 1996 年通過了對於俄羅斯電影業相當重要的法規：聯

邦法律第 126-FZ《關於國家支持俄羅斯聯邦電影業》（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2 августа 1996 года № 126-ФЗ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本法經多次修改，並針對電影

產業各領域訂立規範，以及定義何謂「國家電影」（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фильм）。

本書將俄羅斯電影市場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 第一階段（1996-2002） 

2. 第二階段（2003-2007） 

3. 第三階段（2008～）(Nevafilm, 2010: 37-38) 

  在第一階段，俄羅斯電影發行商與放映商開始確立互動與運作關係，俄羅

斯電影放映系統也開始翻新。在第二階段，俄羅斯電影院開始急速增加，並吸

引了與電影業關係較遠的其他行業加入市場，商場與購物中心開始建立自己的

放映設施，莫斯科與聖彼得堡的。第三階段開始，大型片商開始主導市場，壓

縮獨立片商放映的機會，而整體俄羅斯電影市場不論是放映電影數目或是票房

都持續增加，美國電影在票房中所佔比例也越來越高。 

  在 2012 年的報告書中，則增加了第四階段，並將第三階段的時間區段確立

為「2008-2011 年」。此時由於獨立片商的技術持續進展，開始能提供更多數位

格式的電影拷貝給戲院，使得戲院選擇增加，不一定只播大型片商的電影，也

開始放映藝術電影。「電影發行市場已經開始朝著消費者主導的方向發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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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的大片主導、第二階段的發行商主導和第一階段的電影院主導相反）

(Nevafilm , 2012: 52-53)。」 

  除了傳統電影市場之外，隨著科技進展，報告書也納入了 DVD 與隨選視

訊發展情況之分析。然而，由於國家政策多是針對實體的放映為主，而非線上

或私人形式，因此筆者將針對電影之製作、發行、實體放映（電影院系統）來

談討。 

  2014 年的報告書更新了 2012-2014 之間的市場狀況與法律條文之修訂，而

在電影製作上，俄羅斯電影數量持續成長，但多數都無法從票房收入回收成

本，也因為電影基金會國際部於 2013 年關閉，聯合製作的電影稀缺，大型電影

製片廠也進行現代化翻新，小型社區設置電影放映系統等等，顯現俄羅斯電影

市場不論在製作、發行或放映都有許多問題待解決。 

  在 2016 與 2018 年的報告書中，特別能發現俄羅斯電影業如何受國內外的

政治、經濟情況影響。報告書特別指出，由於 2015 年製作的電影不一定會在

2016 年中前的發行，因此 2014 以來俄烏關係緊張與國際制裁對電影業造成的

影響未能及時表現在實際數字上。然而可以確定的是，「由於烏克蘭電影市場

的損失，後蘇聯空間的市場萎縮(Nevafilm, 2016: 63)」，另一方面「在經濟危機

時期，國內市場對俄羅斯電影製片人來說並不夠(Nevafilm, 2016: 63)。」也因此

俄羅斯製片提高了對英語電影的投資，並將目光轉往亞洲和中東。 

  當年的政經情勢對俄羅斯製片人來說特別有感，俄羅斯製片人在訪談中特

別提出了俄國的國際形象與特定夥伴關係信任低落的狀況將有損俄羅斯電影業

的發展。此外，俄國與他國的製片人都還在尋找兩國共同有興趣的主題，俄羅

斯電影工作者在語言和法律層面也未必能與他國準確對接。在發行方面，由於

俄羅斯的語言與電影風格都與他國觀眾存在距離，如何適應他國的商業模式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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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亦是俄國電影工作者持續努力的目標。2016 年的報告書與其他年份最為不同

之處在於提供了相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對於俄羅斯政經局勢對於電影發展的

影響能有更深入體悟。然而，由於本報告書聚焦於俄羅斯製作與聯合製作的部

分，因此對於俄羅斯電影的發行和放映市場便較無相關分析，而這塊資料缺

陷，可於 2018 年的報告書中，對於「製作」、「發行」、「放映」的 SWOT

分析中補足。 

  2018 的報告書整理了 2013-2017 的資料，並融合 SWOT分析和 PEST分

析。俄羅斯電影製作的優勢在於大型製作公司通常也能持續獲得國家支持，但

這同時也是電影製作的弱勢，當市場高度依賴這些大型公司，可能造成不穩定

的情況，性別不平等的問題也存在於俄國電影業。而國家的全面支持為俄羅斯

電影業創造更大機會，也更容易接近融資管道，對俄羅斯內容感興趣的好萊塢

公司也是俄羅斯電影工作者可以把握的地方，而俄羅斯立法措施尚未完善可能

造成電影業之間的衝突加劇。在電影發行層面，俄羅斯電影發行商的數位技術

已經達成，且由於「統一自動化資訊系統」（Unified Automated Information 

System，也被稱為 Russian Cinema Fund’s Analytics – RCFA）功能改善，使得

「俄羅斯的電影市場成為世界上最透明的市場之一(Nevafilm, 2018: 53)。」這些

優勢有助於俄羅斯電影發行的發展，但其弱勢在於市場被少數好萊塢公司控

制，對獨立片商的需求低等等。而俄羅斯多年來打擊盜版、針對盜版行為加強

立法為發行商帶來更多機會，新的發行形式以及多樣化的觀影管道也使得發行

商與觀眾接近的機會提高。而對於引進外國電影的發行商來說，不斷變化的法

律規則，以及文化部施加的壓力使得電影發行的風險也被提高。最後，電影放

映得利於現代化設施已經在大、中型城市中廣泛設置，觀眾人數也不斷增加，

且大型電影院多是由俄羅斯公司控制，然而卻也因為電影院激烈競爭，電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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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系統結構不慎穩固，利潤也低，導致投資者流失。電影放映的機會則在於媒

體控股或其他小型企業正為電影放映商注入活水，電影院除了放映電影之外，

也可作為俱樂部或兒童劇院等功能性場所，而人民購買力有限，以及年輕觀眾

觀影形式改變、觀影人數減少則是電影放映商須面對的威脅。 

  在本報告書中，詳盡分析了俄羅斯電影業現況，並將之與 PEST分析結

合，由於 PEST分析將與俄國電影政策有較多關聯，因此將於下一節統一整

理。綜觀 2009 年至 2018 年這六本報告書，可以初步理解俄羅斯電影業十年間

的變化，也可以從報告書的編排與內容差異中發現，俄羅斯電影業已經越來越

龐大，並與俄羅斯的政經狀況緊密連動。 

  現有的中文文獻中，不僅缺乏專書，期刊文章也十分稀少，且多集中於普

丁首次擔任總統時，俄國電影市場的狀況，以及普丁進行的改革，2012 年至

2020 年的資料則十分缺乏，這也是筆者希望在本研究中進行統一整理與分析之

處。電影學者李芝芳（2004）於〈俄羅斯電影 20 年回望〉一文提出他對蘇聯解

體後 20 年俄羅斯電影的概括結論： 

進入 21世紀以來，俄羅斯國家形勢好轉，政治趨於穩定，經濟開始上升。

在大的社會背景中，電影生產出現增長，影片投拍數量增加，藝術水平也

在提高，電影發行有國家的支持，觀眾也逐漸返回影院。 

貝文力（2003）〈轉型時期的俄羅斯電影〉也提出了相似的觀點：「俄國電影

正在從復元走向復興」，並於本文歸納了當時代俄國電影的六種類型。而梅德

韋傑夫主政時期的電影市場狀況可由刁利明（2013）〈俄羅斯電影發行市場狀

況分析〉一文窺知一二，本文分析了 2007～2012 年俄國電影市場狀況，可以發

現俄國電影數量與觀影人數都逐年下降，美國片在票房上取得壓倒性的成功，

俄國電影市場在數量上被俄、歐、美三地平分，但美國電影在票房上卻趨於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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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且逐年上升。與其他俄國電影市場研究不同的是，本文還分析了俄國電影

在海外市場的表現，俄國電影的國際發行以歐洲為最大宗，但於歐洲市場仍屬

弱勢，更不用說在美國或其他歐洲以外的國家，不論是上映數量或票房表現都

非常慘烈。 

  從上述文獻可以發現，俄羅斯電影於普丁上任前商品化的程度低，俄國雖

已進入資本市場，卻仍具社會主義色彩，國家也沒有辦法給予相應的補助，遑

論透過電影進行廣告宣傳。當時的俄國電影產業，曾短暫享有壟斷電影市場的

光輝，但隨後的私有化與自由化進程重重打擊了俄國電影產業，且電影業在脫

離國家掌控後，尚未能發展出自身穩定運作的模式，使得其無法進行大規模的

垂直整合與水平整合，空間化程度亦低。而電影的製作與消費面可說是惡性循

環，俄國國產電影品質不佳，觀眾不進場支持，投資方更不願意投資，同時美

國電影勢力的進入，更導致俄國電影嚴重地受美國霸權所影響，形成一連串的

結構性問題。本研究即是要探討普丁所施行的各項有關電影產業的政策是否有

效提升了電影產業之質與量。 

 

二、俄國電影政策 

  俄國電影自蘇聯時期由國家全權控制以來，國家政策及主導了電影產業走

向，在李芝芳（2003）《當代俄羅斯電影》中，將俄國政府在蘇聯解體、經濟

低靡的狀況下，如何挽救俄國電影頹勢做了簡要概述。作者以 1990 年代數個重

要法規串連起俄國政府支援電影產業的脈絡，不論是支援電影拍攝、補助拷貝

數量、翻新影院、升級系統等等，都在政府經濟能力許可的範圍內開始有了進

展，最後以普丁上任後將國家電影委員會併入聯邦文化部，作為普丁政權確立

俄國電影發展道路作收，並以俄國電影風格、數量皆與 1990 年代有很大差距等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414

 24 

數據資料作為佐證。該文獻使後來的俄國電影研究者對俄國電影狀況與俄國政

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更多理解，並接續對於普丁主導之文化、電影政策之研

究。 

  「歐洲視聽觀察組織」委託 Nevafilm製作關於「俄羅斯聯邦的電影工業」

的六本報告書也對於俄國電影政策多有著墨。 

  在電影政策面上，筆者認為可將這六本報告書分為兩類： 

1. 2009、2010、2012、2014 

2. 2016、2018 

  第一類針對「體制框架」詳細描述，分為治理俄羅斯電影業的國家政策概

述、電影教育、國有電影院組織、國家對國際合作和合製的支持，以及民間組

織的攝影活動，筆者將針對「俄羅斯電影業的國家政策概述」多做描述，第二

類則僅分析當年的修法與擬議立法。如此差異與兩種報告書的類型有關，第一

類多是數據呈現，第二類則較著重深入分析，2016 年報告書為電影製作的量化

分析和製片訪談的質性分析，2018 年報告書為製作、發行、放映之 SWOT分析

以及進一步的 PEST分析，因此在體制框架上就沒有太多鋪陳。 

  2009 與 2010 年的報告書將「俄羅斯電影業的國家政策概述」分為四個區

塊：「聯邦當局在電影攝影中的行動」、「地區和地方當局在電影攝影中的行

動」、「回顧／概述電影攝製活動的規章制度」、「國家支持電影攝影／電影

系統分析」。該報告書整理了俄國電影的專責部門及支援部門架構圖，詳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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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俄國電影的專責部門及支援部門架構圖 

      

 

（資料來源：Nevafilm. 2009. The Film Industr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圖為

作者自製） 

並整理各部門所負責之業務，並回顧 2006 至 2009 年俄國主要支持的電影有

四： 

1. 歷史、軍事、愛國題材，改編自俄羅斯文學經典作品，或以道德、社會為主

題的電影 

2. 擴大俄羅斯電影流派的作品，符合當代觀眾喜好 

3. 為幼兒製作的電影 

4. 處女作或實驗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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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國家的財政支援之外，從 2009 至 2014 年的報告書中，詳盡記錄了俄

國政府對於電影法規、融資的改善，並可從法律的訂定過程發現，俄羅斯電影

發歸已經從支持電影業，再擴大管制範圍，如產權法規、保護兒童健康等等，

最初俄羅斯的電影法規集中於定義何謂「國家電影」、哪些職業是「電影工作

者」、與他國簽訂聯合製作的協議，可以看出俄羅斯的立法框架仍在最初淺的

階段，到 2012、2014 年關於對電影工作者、閱聽人的保障，以及稅法、產權法

等法規紛紛出檯或修訂，顯現了俄羅斯電影的法規框架越趨完善。2016 年適逢

俄羅斯電影年，電影業獲得更多財政支持，為落實電影年的政策，不論融資獲

補貼都有了增長，而中小城市的電影放映系統也趁勢大量建立或翻新。2018 年

則針對討論已久的串流服務法規與動畫產業立法與修法。 

  在 2018 年的報告書中，報告書的 PEST分析顯示，對俄羅斯電影業影響最

大的是「經濟」，再來才是「政治與社會」，最後則是科技。俄羅斯製片人不

再集中於首都，且好萊塢投資增加，對俄羅斯電影業發展有益，但盧布貶值、

以及俄羅斯人購買力下降則將對電影業造成威脅。而報告書認為俄國政府對電

影製作的生產具有正面影響，但法規頻頻修訂，對電影業限制逐年增加，則是

急需面對的問題。社會面上則受益電影院覆蓋率增加，但女性電影工作者權利

仍未見改善。科技面則對俄羅斯電影業影響最小，VoD市場興起對放映商的衝

擊全球皆然，並非俄羅斯獨有，但卻也為製造商與發行商另闢蹊徑。 

  筆者認為這六本報告書雖詳盡記錄俄羅斯電影業現況，但對於政府及電影

發展之間的因果關係並無深入研究，僅 2018 年的報告書將兩者結合，因此筆者

將透過這些資料，並與其他俄國電影政策有關之第一手資料結合，探析兩者的

關係。有關於俄國電影政策的文獻主要以俄國政府之宣言、講話、決議、法律

為主，並無一統的文獻編纂，筆者將透過搜尋俄國聯邦政府之網站，整理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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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發布的相關政策。此外，由於普丁在俄羅斯已經掌權超過 20 年，其個人想法

必也深切影響俄羅斯的各項產業走向，因此有關普丁之相關著作如：《普丁正

傳：新沙皇的崛起與統治》（The New Tsar: The Rise and Reign of Vladimir 

Putin），以及普丁曾於媒體上大力推廣之俄國電影形式，亦可作為輔助參考。

俄國電影之相關統計資料則會以電影基金會自 2016 年後，每年釋出的年鑑為

主，分別是《Российская киноиндустрия - 2016: цифры》、《Российская 

киноиндустрия - 2017》、《Российская киноиндустрия - 2018》，2019 年之資

料目前僅有簡要版《Российская киноиндустрия－2019 Краткая версия》，

2000～2015 年之資料被一併集結為一本《Российская киноиндуст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2000-2015 гг.》。俄羅斯聯邦統計局則有 2003 年至

2019 年之統計報告，可從中觀察俄國政府對電影製作之資助變化。除了官方機

構外，俄羅斯獨立研究公司「電影調查」（Movie Research）釋出 2011 年至

2014 年之統計報告也可相互對照參考。除此之外「電影發行人報告」

（Бюллетень кинопрокатчика）和「專業電影」（Профисинема）這兩個網站

亦有大量統計資料，筆者將相互對照，以求資料盡可能正確。 

  直寫俄國電影政策之著作並不多，部分研究多藉由分析俄國電影產業之狀

況，觀察與檢討俄國電影政策之利弊，俄國政府對於電影產業之支援大多可以

分成幾大方向：法規面、資助面、推廣面。透過立法部門之立法或行政部門提

出之計畫，賦予政府撥款給電影製作業合法性，而資助面則主要透過文化部與

電影基金會審核與分配補助金額，兩者分別關注不同類型的電影，前者以資助

紀錄片、科教片等具教育意義的電影為主，後者則多負責劇情片之補助。俄國

電影之推廣由羅斯基諾負責，包括在海外與國內推廣國產電影。由於俄羅斯繼

承了蘇聯時期對於文化產業的干預與支持，因此也必定承接了部分因國家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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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帶來的問題，在刁利明（2015）〈俄羅斯國家電影生產及國家資助政策研

究〉一文中，提出三個俄國資助電影生產帶來的問題，分別為 

1. 總額少且分散資助 

2. 優先撥款與風格重構 

3. 對資助的過度依賴與機制缺失 

  從以上三點即可看出，俄國政府撥款的金額對於製作一部電影來說尚仍不

足，但是卻已造成俄國電影與金融業無法發展出一套標準的融資模式，而俄國

政府資助之類型電影，是否受觀眾喜愛，又是否補助到真正有需要的製作單位

仍有待觀察與改善。 

  由於多數研究多以俄國電影產業之發展態勢為研究重點，對於俄國政府政

策並無專門與統一的研究，在中文世界更是十分稀少，因此筆者將於本論文先

行整理普丁上台後的文化政策方向，以此為基準觀察政府部門依循這個方向做

了什麼努力、制定什麼政策、有何具體作為，並針對票房、獎項，以及其他電

影活動做分析，判斷俄國政府之電影政策的成效如何，期盼加深中文世界對於

俄國電影政策之認識。 

第四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選擇傳播政治經濟學來分析「電影」這個同時具傳播、政治，與經

濟意義的產業及藝術形式，並以質性研究之歷史研究法、文獻分析法及比較研

究法為研究方法。 

一、 研究途徑 

  傳播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於傳播研究的應用，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著作《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問世後，世界便一致認為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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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斯密是「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這門學科的創始人，亞當．斯

密也被歸類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之一，其後政治經濟學也與其他學科一樣經歷

了流派的紛爭，卻同時佔據了政治上的左右光譜，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依

舊佔有一席之地。政治經濟學發展至今，其他學科的研究者期待將自身學科專

業與政治經濟學結合，如：國際政治經濟學、生態政治經濟學、女性主義政治

經濟學等等。本文欲採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途徑，必須先理解何謂傳

播政治經濟學，以及其三個動態概念：「商品化」、「空間化」、「結構

化」。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以史麥塞（Dallas. W. Smythe）於美國伊利諾大學傳

授傳播政治經濟學後展開，他的學生古巴克（Thomas. H. Guback）亦於此畢

業、任教，古巴克的學生瓦斯科（Janet Wasko）進行電影的政治經濟研究，可

說是以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電影的濫觴。傳播政治經濟學有四大特徵：「社會

變遷與歷史、社會整體性、道德哲學，以及實踐」（馮建三，2003），道盡了

傳播政治經濟學所重視的議題與肩負的使命。傳播政治經濟學重視歷史的進

程，探討社會變遷與結構轉型的過程中，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係，認定現在社

會結構存在許多缺陷，不斷探問什麼是「善治」的社會，期待能為社會帶來改

變，傳播政治經濟學家秉持上述的精神，承擔應負起的社會責任。  

  在文森．摩斯可（Vincent Mosco）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再思考與再更

新》一書整理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三個動態概念中的研究面向。 

1. 商品化 

  在眾多傳播研究學者中，共提出了以下四點關於「商品化」的研究面向：

內容的商品化、閱聽人的商品化、模控的商品化，與勞動的商品化(Mosco,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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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的商品化」的分析認為，傳播作為一種商品，與其他商品一樣具有

剩餘價值，且可透過廣告再次創造剩餘價值；「閱聽人的商品化」則強調閱聽

人才是傳媒的商品，廣告公司是買家，而傳媒是販售者。所以當人們看報紙、

看電視時，其實是在為媒體工作；「模控的商品」則認為閱聽人的資料是媒體

的商品，今日我們使用臉書等社群、線上觀看電影等資料都會被作系統性研

究，成為可販售的商品，而模控的商品也透過各種管道進入制度之中，如教育

系統、政府資訊等等，可視為模控商品的延伸；「勞動的商品化」則有兩種研

究面向，一為傳播科技使得資方更加簡易的控制勞方，使得勞動商品化更加擴

張，二為勞動於生產過程中已經被商品化。 

 

2. 空間化 

  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空間化」主要探討「傳播企業財團統合力

量的制度延伸」(Mosco, 1998: 260)。集團透過「水平集中」與「垂直整

合」來擴大地理空間與制度的延伸，前者是不同產業資源的整併，如石油

公司併購媒體公司這類毫無相關的產業結合，後者為相同產業的各類公司

的整合，使得一家公司得以控制生產過程的每一個環節，如製片廠購入多

家戲院，同時控制了生產與銷售端。政治經濟學家對於兩種整合所造成的

產權集中的情形極為關注，並分別以「市場佔有率」或「公司規模和市場

產品多元性」這兩種指標來測量集中的情形。在媒體制度與規模延伸的過

程中，「國家」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論是直接參與其中，例如擁有國營電

視台、入股媒體企業等等，或是透過法律規範媒體的運作，都是國家介入

媒體的證明。政治經濟學特別關注國家的「角色」，並非只是國家面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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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媒體時如何反應，而是國家的積極行動。國家的行動包含了四個特徵：

「商業化」、「自由化」、「私有化」與「國際化」(Mosco, 1998)。 

  「商業化」意指國家的傳播部門與服務單位更為重視市場機能與獲

利，例如國有電台在製作節目時可能會減少對大眾宣導政務的時間，轉而

以較受人喜愛的脫口秀節目，國有企業的商業化可能會是私有化的開端。

「自由化」則是希望增加市場的多樣性，透過引進私營競爭者，或是減少

參與競爭的障礙，以增加市場競爭的程度。「私有化」則是許多威權政府

走向開放時必會經歷的過程，國家賣掉國有企業，使其轉為私人資產，如

蘇聯剛解體之際，許多國有企業被賣給民間人士即為一私有化的過程。

「國際化」則是國與國之間簽訂協定或結盟，在傳播領域則有國際電信聯

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或國際廣播與電視組織 

（Inter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Organisation）等等。 

 

3. 結構化 

  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是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最重要的

理論，調和了涂爾幹（Émile Durkheim）一派強調社會結構的結構理論和韋伯

（Max Weber）一派強調社會行動的行動理論。紀登斯認為兩者互相牽連，一

同影響社會，人受到外在社會結構的影響而行動，結構也反過來被這些行動再

次建構。政治經濟學在探討社會實務時「保留紀登斯一般層次的結構與行動雙

元關，但對『權力』賦予更大重要性」(Mosco, 1998: 318)。透過這個基本概

念，探討構成社會的各種現象，以及社會的結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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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這三個概念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最核心的概念，但並非只能以這三個概

念來檢視傳播科技，筆者透過這三個最基本的概念，加以延伸、擴展，理解俄

國政府於電影產業中運作的模式與扮演的角色。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採質性研究，電影自 1896 年首次在俄國放映以來，俄

國電影工業的發展已經有一段值得探究的歷史進程。本文聚焦俄國電影產業，

以帝俄時期、蘇聯時期、俄羅斯聯邦時期為分界點，透過歷史研究法了解重要

法令之訂立過程，以及相關權責機關如何運作，並整理重要俄國電影作品、各

時期電影風格變化，以及重要導演、演員對俄國電影發展進程之影響，建構出

俄國電影史之全貌。再者，本文透過文獻分析法分析前人之研究了解俄國電影

產業發展的優勢與劣勢，探究俄國政府之補貼政策是否有商業及文化上的價值

與意義，並檢視普丁談話、電影相關部門推出的政策、俄國電影基金會釋出的

年度報告，比較各年度俄國電影產銷狀況，以及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並作

為比較研究法之指標與分析基礎。最後，本文將透過比較研究法檢視在 A級影

展獲選及入選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原最佳外語片，於第 92屆更名）短名單之

俄國電影與取得補助之間的關聯性。A級影展是曝光度極高並被公認具有藝術

價值的影展，奧斯卡則是全球曝光度極高且兼具商業與藝術價值的獎項，兩者

都適用於分析俄國電影推廣與被接受度，筆者將透過比較研究法的最具差異法

分析俄國電影在國際搏得盛名的關鍵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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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一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一節為筆者之研究動機、目的，

第二節為研究範圍，說明選擇普丁二十年為主要研究範圍之原因，第三節為研

究途徑與研究方法，本論文將採歷史研究法、文獻分析法及比較研究法來分析

俄國電影產業政策流變與俄國電影產業發展之間的關係，第四節為文獻回顧，

包括過去對俄國電影產業發展之專書與期刊文章等等。 

  第二章為「俄國電影產業發展概述」，本章將把俄國電影史切分為三個區

段，分別為帝俄時期（1896 年電影首次於俄國放映～1917 年尼古拉二世退

位）、蘇聯時期以及當代俄羅斯。本章可分為兩個部分，一為俄國史上長期積

累而成的藝術觀，以及政府對藝術的定位為何，將在第一節與第二節詳述；第

二部分為制度面，由於在帝俄時期電影尚未稱得上是工業，因此僅在第二節與

第三節對制度層面多加分析，建構出的俄國電影發展歷史。由這兩個部分分析

俄國電影的特質與其在世界電影的地位，以及在發展過程中浮現的優勢與缺

陷，作為本研究分析之背景。 

  第三章為「普丁兩千年上任後之文化政策」，本章將分析普丁在 2000 年上

任後，提出的文化願景與戰略（第一節），並一一分析俄羅斯聯邦電影相關權

責部門之運作，藉由其成立背景、沿革、職權等面向，理解俄國電影在制度面

獲得哪些支持，以及相關法規是否阻礙了俄國電影之發展。其中將於第二節著

重分析文化部之電影政策綱領，以及由此訂立的法案及命令，第三節則是電影

基金會之電影政策綱領，第四節則探討俄羅斯電影面對國際的主要窗口「俄羅

斯電影辦事處」之權責，以及其曾經執行過的活動與任務。本章將檢視各專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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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的權力分立狀況以及各部會職權是否達成互相輔助的功能，檢視俄國政府

於制度面對於俄國電影發展的協助是否有利。 

  第四章為「電影政策之成效」，電影政策之成效可由電影票房與獲獎數量

來衡量。前者代表了電影在商業方面的成功，後者代表電影在藝術方面的斬

獲，而兩者同樣都能增加俄國電影的曝光度及被接受度。另一方面，俄國電影

工業體系之擴大與否也可顯現出俄國政府之電影政策是否起了作用。筆者將以

俄國電影基金會發行之電影年鑑為本，在第一、二、三節中以傳播政治經濟學

的三個動態概念分析電影業三個子行業——「製作」、「發行」、「放映」的

進展，並在第四節分析俄國電影在國際 A級影展與奧斯卡獎的獲獎情形來分析

俄國電影補貼對於電影品質的提升是否有幫助。 

  第五章為結論，本章將提出研究發現（第一節），並思考能為當代俄國電

影政策帶來什麼啟示（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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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俄國電影產業發展概述 

  俄羅斯首部電影誕生於 1908 年，但早在 1896 年盧米埃工作室便已派員前

往俄羅斯放映電影。在悠長的俄羅斯電影史中，許多文獻多集中於探討蘇聯時

期電影，對於當代俄羅斯電影的狀況較少著墨，更遑論尚未成熟的帝俄時期電

影。本章將從帝俄時期電影開始，依序整理、分析俄羅斯帝國、蘇聯、解體後

的俄羅斯聯邦之電影發展，最後整理出各時期電影美學流變、電影市場狀況，

以及政府施政方針如何影響俄羅斯電影。本章將 1896-1917 年十月革命劃分為

帝俄時代之電影；十月革命至蘇聯解體劃為蘇聯時期之電影，雖然蘇聯於 1922

年 12月 30日才成立，但是布爾什維克黨人之決議已足以影響俄羅斯電影業，

因此一併劃入蘇聯時期；最後則是蘇聯解體後之電影。 

 

第一節 帝俄時期電影藝術 

  本文將 1896 年俄羅斯首次放映電影至 1908 年俄羅斯首部電影出現劃分為

第一個時間斷代，1908 年到 1917 年十月革命作為第二個時間區段，分析這兩

段時間中，電影在俄羅斯的發展有何改變和進展，以及其與俄國歷史、俄國社

會發展如何交互影響。 

 

一、 法國電影公司獨大時期：1896-1908 

  1895 年 12月 28日法國盧米埃兄弟放映了其攝製的系列動態影像，包括

《工廠大門》（Workers Leaving the Lumière Factory，1895）、《水澆園丁》

（L'Arroseur Arrosé，1895）等等，開啟了世人對於影像的全新認識，這天也被

視為電影的誕生日。隔年 1月，《火車進站》（Arrivée d'un train en gare d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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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tat，1896）首映，人們對於屏幕上駛近自己的火車感到驚慌失措，而這部電

影也成了電影史早期的重要代表。接下來幾個月內，盧米埃公司派出了許多操

作員至各地放映電影，期盼在電影這項新技術尚未普及前搶得先機。 

  1896 年 5月 6日在聖彼得堡的水族館公園（Aquarium Park），俄羅斯首度

迎來電影放映，在第一場電影放映會後的兩天，盧米埃公司便在涅夫斯基大道

（Нев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開設了俄羅斯第一家電影院。被派往俄國的操作員是法

國電影記者德布勒（Francis Doublier，1878-1948），當德布勒到達俄國時，正

值沙皇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1868-1918）加冕典禮期間，盧米埃公司作為

首次在俄羅斯放映電影、開設電影院的電影工作者，也成為首個在俄羅斯拍攝

電影的電影機構。在經過法國大使館的請求後，盧米埃公司得以拍攝尼古拉二

世的加冕典禮，攝影師莫伊森（Charles Moisson，1864-1943）也加入德布勒的

拍攝工作。俄羅斯最後一任沙皇的加冕典禮的影像就這樣被記錄下來，而後來

的慶祝活動中，因搶奪賀禮而導致的「霍登卡練兵場慘案」（Давка на 

Ходынском поле）也被一併拍攝，但德布勒的攝影機和膠卷都被警察沒收。 

  儘管如此，沙皇依舊對電影十分感興趣，甚至能夠自行操作放映設備。除

了皇室與貴族之外，平民也愛上了這項新的娛樂，因為電影的價格比起其他娛

樂消費更為低廉，當時莫斯科也開設了 6家企業試圖模仿盧米埃公司的電影技

術和成功模式(Leyda, 1983: 21)，但盧米埃公司憑藉大幅領先的技術持續勝出，

這也開啟了帝俄時期俄羅斯電影業與法國電影業的「第一次競逐」。 

  儘管德布勒在 1896 年 9月便離開了俄羅斯，但來自法國的電影勢力依舊不

斷向俄羅斯前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百代電影公司（Pathé Frères）3和高蒙

                                                
3 百代電影公司於 1896 年 9月於法國創立，創辦人為百代四兄弟（Charles, Émile, Théophile and 
Jacques Path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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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公司（Gaumont）4。這兩家先行進入俄羅斯電影市場的法國電影公司幾乎

主導了尼古拉二世時期的俄羅斯電影市場，兩者都根據各自的放映設施來拓展

電影業務。隨著電影娛樂逐漸為大眾所認識，電影院也開始於街頭林立，並從

市中心擴展至郊區。 

  接著，俄羅斯迎來了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期——日俄戰爭（Русско-

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而日俄戰爭前後的 1904 年至 1906 年也亦是電影在戰前俄

羅斯首次迅速普及的時期(Leyda, 1983: 25)。由於當年俄羅斯根本不把當時未被

視為強國的日本當作對手，過分輕敵的結果便是在最終吞下敗仗，也因此引發

了 1905 年革命（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05 года），同年的波坦金戰艦起義

（Восстание на броненосце «Потёмкин»）更在艾森斯坦手中成為名垂青史的蘇

聯蒙太奇經典電影《波坦金戰艦》（Броненосец «Потёмкин»，1925）。 

  隨著戰爭結束，俄羅斯內部的改革聲浪也越趨劇烈，電影院成了政治宣傳

的場所，政黨人士會在電影院中宣傳選舉，也使得因戰敗而稍稍放鬆管制的沙

皇政府對電影業的限制更加擴大。在主題方面，除了早就已經禁止的「法國大

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題材電影之外，含有皇室暴力死亡或上斷頭台

畫面的電影也被禁止。在政治題材之外，色情電影也在這波審查中遭殃，而對

電影的限制也從放映內容擴至放映系統，電影院之間的距離也被限制。 

  與此同時，帝俄時期最重要的兩位電影製片人也開始活躍於俄國電影市

場，與法國兩大電影公司的競爭逐漸明朗化。德蘭科夫（А. О. Дранков，1886-

1949）是俄羅斯第一位攝影師及製片人，儘管在德蘭科夫之前已經有些業餘的

電影愛好者買進電影設備自行使用，但德蘭科夫是首位與外國電影公司競爭的

                                                
4 高蒙電影公司於 1895 年 6月於法國成立，是世界上第一家電影公司，創辦人為里昂高蒙

（Léon Gaumont，1864-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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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攝影師。另一位帝俄時期本土電影業巨頭則是漢榮科夫（А. А. 

Ханжонков，1877-1945），他同時是製片和導演。兩人在競爭初期選擇了不同

的道路，德蘭科夫具有敏銳的觀察力，精確捕捉俄羅斯觀眾的需求，他從 1908

年 2月發行了 17支紀錄片，每支約 5分鐘長(Rollberg, 2008: 195)，使得他在當

時的俄羅斯電影市場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更因為他發現俄羅斯觀眾已經不再

滿足於單純的新聞片與旅遊紀錄片，而催生了俄羅斯首部劇情電影《斯捷潘拉

辛》（Стенька Разин，1908），甚至成功拍攝了托爾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

1852-1910）的生活，在劇情片及紀錄片兩者都成功吸引了俄羅斯觀眾。《斯捷

潘拉辛》以 17世紀農民起義領袖「拉辛」（С. Т. Разин，1630-1671）為主角，

但並非傳記電影，而是以其內心情感為劇情主題。除了內部市場之外，德蘭科

夫也成功將俄羅斯電影帶到國外，成為第一個出口「國片」的人。另一方面，

百代也開始發行俄羅斯題材的電影作品，以《頓河哥薩克》（Cossacks of the 

Don，1908）等系列電影作為市場實驗先鋒，獲得了劇烈迴響，可見俄羅斯觀

眾在電影進入俄羅斯的十年內，已經開始期待本土題材的電影，這也是俄羅斯

電影業在初期能夠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 

 

二、 俄羅斯本土題材躍升時期：1908-1917 年十月革命 

  在百代率先拍攝俄羅斯本土題材後，高蒙才發現自己早已錯過了主導市場

的機會，而德蘭科夫國內的主要對手漢榮科夫則以代理外國電影的方式在俄羅

斯電影市場崛起。1908 年漢榮科夫引進了法國電影公司「Le Film d'art」的電影

《阿萊城女孩》（L'Arlésienne），並大受歡迎，與此同時，德蘭科夫在《斯捷

潘拉辛》後乘勝追擊，製作了兩部俄羅斯喜劇電影，卻慘遭滑鐵盧，德蘭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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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對於電影的製作感到遲疑而暫時離開了俄羅斯電影市場，直到 1913 年羅曼諾

夫王朝（Романовы）300 年紀念才回歸。大體而言，此時（1907-1908）俄羅斯

電影市場的狀態已經有了基本雛形，形成本土兩強互相抗橫，而兩者又與法國

電影公司分庭抗禮的局面，是俄羅斯與法國電影業的「第二次競逐」，這次俄

羅斯雖然未能完全追上法國電影公司，但已經具有初步的電影製作概念與實作

經驗。除了法國之外，另外還有英國、美國、義大利、德國等國的電影公司也

逐步進入俄羅斯。 

  隨著越來越多國家注意到俄羅斯的電影市場，各國電影公司開始進駐俄羅

斯，高蒙與百代是最顯著的例子。百代設立了在俄羅斯的工作室，期待在俄羅

斯製作本地題材的電影有助於減少錯誤，並更貼合觀眾需求。1909 年首部百代

俄羅斯工作室出品的電影《頓河狄米特里》（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1909）問

世，受到熱烈迴響，證明選擇俄羅斯歷史的輝煌與光榮之處十分有效，而俄羅

斯也由此發現電影能被用來推廣民族主義政策。除了歷史之外，「文學作品」

改編亦是大受歡迎的體裁之一，不只是因為這同樣是屬於俄羅斯的光榮文化遺

產，也因為文學經典改編的作品基本上不會被審查員刁難，且因為法俄長期的

文化交流之下，俄國文學對法國來說並不陌生，自然成為法國製作俄羅斯電影

時選擇的題材。 

  各電影公司的競爭不只顯現在電影體裁的選擇上，甚至連電影的故事主題

都訂得一模一樣，例如同時拍攝農奴解放紀念、緊隨著對手拍攝同一部文學作

品的改編電影等等，足見當時電影市場競爭之激烈，此時期可謂俄法電影業的

「第三次競逐」，此時雖然俄羅斯電影大有進展，也受到觀眾喜愛，但與法國

電影業的受眾規模仍有一定落差，但「俄羅斯題材」顯然已經成為兩者製作電

影時的共識，且與第二次競逐最大的差別在於，法國電影公司選擇由俄國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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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當地電影工作者來製作俄羅斯題材電影，對於俄羅斯電影人才的培育

影響良多。 

  然而，並非所有以俄羅斯為主題的電影都受到俄國觀眾喜愛，如義大利電

影公司「榮光」（Gloria）製作的《恐怖伊凡之死》（Смерть Иоанна 

Грозного，1909）就受到俄國國內所抨擊，但在國外大受歡迎，其餘的還有由

美國電影公司所製作的關於沙皇迫害人民、革命等主題的電影，也多是在俄國

國內不受待見，但在國外獲得讚譽的電影類型。由此也可以發現，從俄羅斯電

影發展初期，俄國與外國對於「俄羅斯」本身的認知即存在巨大差異，更遑論

對於電影體裁的喜好更是相異。而法國電影公司選擇俄羅斯光榮歷史作為電影

主題以「商業性」動機為重，因為有利可圖才拍攝這樣的作品，但俄羅斯卻從

中發現了以電影驅動民族主義的潛在能量，「政治性」動機濃厚，也可以發現

俄羅斯將電影作為政治性媒介的源頭可以追溯至俄羅斯本土電影根本尚未成熟

的帝俄時期。1911 年，俄羅斯透由電影宣揚民族主義思想的嘗試在《塞瓦斯托

堡保衛戰》（Оборона Севастополя，1911）中顯現，本片由沙皇批准，召集歷

史學者與軍事專家參與，由漢榮科夫擔任製片，和岡察洛夫（В. М. 

Гончаров，1861-1915）共同執導，講述 1854 至 1855 年的「塞瓦斯托堡保衛

戰」，本片是俄羅斯影史第一部長片，佔有重要地位，更因為其受到皇室認

可，因此可視為俄羅斯政府將電影作為宣揚愛國主義的先聲。 

  隨著電影業的發展，電影與戲劇的競爭終於到來，如同今日 VOD 是否將

取代電影院的疑雲籠罩，電影誕生後，劇院無可避免地面臨被取代的壓力。除

了電影票價格更為低廉之外，許多劇院演員也開始轉往電影業發展，而電影公

司也樂於起用劇院演員，因為這些演員本就就有一定知名度，甚至稱得上「明

星」，由這些演員出演電影，將對票房大有幫助，因此掀起了一波電影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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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人大戰。而除了電影製作、發行、放映業之外，其餘產業也開始發行與電影

有關的產品，例如開始出現電影研究、電影週刊、電影相關課程等等，電影業

的擴大由此可見。 

  1912 年漢榮科夫成立了「漢榮科夫公司」（А. Ханжонков и Ко），由於俄

羅斯電影業在私人資本下的經營範圍相對有限，因此該公司的成立對俄羅斯電

影業具有重要意義。「這是俄羅斯電影史上的轉捩點，從勉強度日的電影製作

到更大、更自由的投資和週轉!(Leyda, 1983: 60)」 

  1913 年，正值羅曼諾夫王朝（Романовы）王朝 300 年，電影院與劇院都準

備了許多作品恭逢其盛，前幾年暫時離開俄羅斯電影市場的德蘭科夫也在這股

風潮中回歸，同年推出的《羅曼諾夫王朝統治三百年紀念》（Трёхсотлетие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дома Романовых，1913）即是其回歸後的重要作品之一，德蘭科

夫與漢榮科夫的競爭也再度展開。漢榮科夫將目光轉往動畫作品，在 1913 年出

品了俄羅斯第一部動畫卡通《蜻蜓與螞蟻》（Стрекоза и муравей，1913），

本片導演為弗拉吉斯拉夫．史塔列維奇（В. А. Старевич，1882-1965），在這

之前他已創作了世界上第一部三維偶動畫《美麗的柳卡妮達或與秋型蟲的鬍鬚

戰爭》（Прекрасная Люканида, или Война усачей с рогачами，1912），也因為

他喜愛搜集昆蟲模型，創作多部以甲蟲模型拍攝的動畫，並在具有動畫製作經

驗後，開始嘗試手繪動畫，成為俄羅斯動畫的先驅之一。德蘭科夫和漢榮科夫

都在尋覓電影界的新星，史塔維奇為漢榮科夫工作，而葉夫根尼．鮑爾

（Евгений Францевич Бауэр）則同時為德蘭科夫、漢榮科夫，甚至法國百代電

影公司所用。他是俄羅斯無聲電影大師，更因其獨特的運鏡與構圖，增添了畫

面的戲劇效果，對俄羅斯電影史留下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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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戰爆發前，俄羅斯電影業已經有了長足進展，放映部門多集中於聖彼

得堡，製作部門則多為於莫斯科，在 1913 年莫斯科已經有 15 個工作室，而一

戰爆發初期俄羅斯全國共有 1,400家電影院，每家座位數約為 300 至 800席

(Beumers, 2011: 17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俄羅斯電影首次進入了明確的意

識形態導向狀態，從電影市場的競逐國家，到發行電影的題材都受到戰爭的影

響。俄羅斯在 1917 年退出戰爭前，屬於協約國的陣營，與屬同盟國的德國敵

對，許多德國電影被迫離開俄羅斯電影院，而俄羅斯本地另一種電影類型正在

興起——戰爭新聞片。除了民間電影公司主動取材、拍攝戰爭畫面之外，俄羅

斯政府下令在斯科別列夫委員會（Скобелевский комитет）5下設置了電影部

門，負責新聞拍攝與發行，而漢榮科夫甚至以捐獻給前線士兵為名義，拍攝捐

助者相片，大幅提高電影院的上座率。戰爭無疑成為打擊電影市場競爭對手的

一大優勢，然而也因為戰爭導致電影原料缺乏，膠片無法如期供應，成為電影

業發展的絆腳石。即便如此，俄羅斯本土電影依舊因為戰爭得利，部分外國公

司退出導致俄羅斯電影的放映數量增加，在 1914 年以前，俄羅斯電影院放映的

電影幾乎有 80％是外國電影，在戰爭期間，俄羅斯電影的產量隨著在電影院放

映的俄羅斯電影的比例而增加(Beumers, 2009: 20)。除了德國以外，其餘同為協

約國的盟國電影公司依舊努力在俄羅斯電影市場耕耘，隨著俄羅斯的軍隊和人

民逐漸對戰爭失去耐心，這些國家的對俄電影宣傳也越猛烈，沙皇政府也從此

                                                
5斯科別列夫委員會（Скобелевский комитет）在 1904 年由尼古拉二世批准成立，最初名為「以

副官長米亥爾．德米特里耶維奇．斯科別列夫命名，向因戰爭中失去供握能力的士兵發放福利

之委員會」（Комитет имени генерал-адъютанта М. Д. Скобелева для выдачи пособий 
потерявшим на войне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к труду воинам）。1914 年該會設立了電影部門，但研究顯示

在 1914 年之前，該委員會就已經開始拍攝工作，並隨著時間遞嬗而改變上級部門，曾先後隸屬

於內政部、戰爭部、國家教育部、國家慈善部等。十月革命後本會工作幾近停擺，並於 1918 年

被國有化，其電影設備成為莫斯科電影委員會和列寧格勒電影委員會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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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再次理解電影的宣傳能力，因而徵召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之電影工作室，製作

戰爭新聞片。 

  第一次世界大戰除了造成電影原物料短缺之外，同時也造成了許多家庭問

題，喪夫的女性成為了一戰期間的一個重要題材，其中以拍攝婦女困境最為著

名的便是葉夫根尼．鮑爾。鮑爾的處女作《女人靈魂的暮光》（Сумерки 

женской души，1913）探討婚姻問題，《大城市的孩子》（Дитя большого 

города，1914）、《沉默的目擊者》（Немые свидетели，1914）皆以底層階級

的女性為主角，這在今日的電影界仍然罕見，但鮑爾在百年前就已用鏡頭凝視

女性生活中的種種困難。 

  1917 年二月革命（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後，羅曼諾夫王朝 300餘年

歷史宣告終結，革命並沒有帶來復甦與穩定，反倒出現了兩派勢力互相對抗的

雙重性新政權：一為代表自由派份子和中產階級的臨時政府（Времен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二為代表勞工無產階級的蘇維埃。兩派勢力的鬥爭上

至政府下至各行各業，電影業也出現了組織工會的呼聲，並提出增加工資、減

少工時等要求。電影工作者對革命後的新生活抱持高度期待，認為未來電影不

再需要經過審查、可以持續獲得充足的原料，資本家與電影工作者的摩擦也將

消弭。然而，二月革命大體上並沒有改變俄羅斯電影業的結構，僅在初期稍稍

放鬆了審查與管制力道，過去被視為禁忌主題的拉斯普丁（Г. Е. Распутин，

1869-1916）成為吸引觀眾的催票機，反羅曼諾夫王朝的作品也躍上銀幕，如：

漢榮科夫製作、鮑爾執導的《革命者》（Революционер，1917），以及雅科

夫．普羅塔扎諾夫（Я. А. Протазанов，1881-1945）執導的《安德烈科茹霍

夫》（Андрей Кожухов，1917）。鮑爾與普羅塔扎諾夫是該時期的重要導演，

前者在漢榮科夫工作室的三年期間，執導了 60部電影(Алейников, 19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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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跳脫歷史和古典的軸線，畫面富含現代風格，而普羅塔扎諾夫在 1917 年開始

製作的《神父謝爾蓋》（Отец Сергий，1918）亦與過去的歷史電影有很大差

異，根據更豐富的歷史文獻，電影得已更貼近史實，畫面也更具生命力。除了

上述兩位導演之外，漢榮科夫旗下的設計師列夫．庫里肖夫（Л. В. Кулешов，

1899-1970）亦對日後蘇聯電影有重要影響，其提出著名的「庫里肖夫效應」

（Эффект Кулешова）6，成為蘇聯蒙太奇學派先驅。在這兩大戲劇主題之外，

「革命」也成了俄羅斯電影的一大主題，電影捕捉了當年許多政治領袖的身

影，蘇維埃與臨時政府的短暫合作可以稍稍從這些出現於銀幕上的人們窺見。 

  1917 年 9月「無產階級文化和教育組織」（Пролеткульт）7召開第一次會

議，會議結論認為，電影技術已經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無產階級應該將其視

為鬥爭中的重要工具之一，藝術在未來鬥爭中扮演的角色已經於此時浮現。 

 

三、 帝俄電影發展與俄國社會之進程 

  電影自 1896 年進入俄羅斯以來，很快擄獲了俄國人民的心，從貴族階層到

一般平民百姓都對這項新的技術與藝術感到興趣，從而整合了上、中、下階

級，戲院同時放映不同觀影門檻的電影，使得任何階級的人民都能從中找到樂

趣，電影院甚至成為宣傳的工具與場所。俄羅斯的第一部劇情片《斯捷潘拉

辛》講述農民起義領袖拉辛，這個題材選擇對俄羅斯影史具有幾個重要提示：

（一）俄羅斯人對歷史題材感興趣。不只是因為俄羅斯是具有千年歷史的古老

                                                
6 庫里肖夫效應 （Эффект Кулешова）為經由庫里肖夫實驗後得出來的結論。實驗由四個畫面

組成：面無表情的男性、湯、棺材、小女孩。在男性畫面後剪輯接上其他三個不同的畫面，讓

觀者對於男性的表情產生了不同的情緒判斷。該實驗結果驗證了蒙太奇理論，並被廣泛運用於

蘇聯蒙太奇電影。 
7 「Пролеткульт」為「Пролетарские культурно-просветитель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縮寫，是人民

教育委員會下無產階級業餘活動的大規模的文化、教育、文學和藝術組織，運作時間為 1917
年至 193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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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度，更因為其歷史中的許多英雄人物被以文學、詩歌、繪畫傳頌，而使得

「從歷史取材」成為電影創作的首要考量，而 1905 年革命帶來的改革思潮，亦

與首部電影即選擇「農民起義」的題材互相輝映。（二）俄羅斯具有製作電影

的潛力。俄羅斯歷史題材豐沛可供選擇，且俄羅斯電影史從最一開始就是專業

攝影師來製作，德蘭科夫是杜馬（Дума）官方的攝影師，儘管在德蘭科夫之

前，也有些業餘攝影愛好者私下攝錄影像，但幾乎沒有公開放映，使得第一部

電影《斯捷潘拉辛》起算即以專業規模開始了俄羅斯電影史。（三）政治性其

來有自。雖然《斯捷潘拉辛》是聚焦於拉辛的情感世界，但「農民起義」本身

即是具相當政治性的題材，因此俄羅斯電影中的政治性在俄國官方下指導棋前

就已經出現，政府反倒在百代公司為了「商業」利益而拍攝一系列俄羅斯歷史

上的偉人時，才發覺電影的宣傳與鞏固國族意識之功能，1911 年的《塞瓦斯托

堡圍城戰》即是最好的例子。在俄羅斯動畫逐步發展後，動畫的教育功能也被

重視，不難發現日後蘇聯與今日俄羅斯將如何利用動畫達到教育人民與宣傳愛

國意識的功能。 

  帝俄時期電影與俄羅斯歷史發展息息相關，慣於從歷史取材的帝俄、蘇

聯、今日俄羅斯電影同樣也少不了俄羅斯帝國的最後風景。俄羅斯觀眾對本土

題材的興趣正好與帝國審查造成的電影缺口互補，文學經典同時能夠滿足本土

需求又能通過審查，使得文學改編成為 1908 年至一次大戰前的主要電影主題，

這些文學作品多取自俄羅斯文學的黃金時代，而不可忽略的是，這時的俄羅斯

正值俄國史上第二個文學高峰期——「白銀時代」（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黃金

時代（Золотой век）作品成為帝俄時期電影題材，絕不只是因為黃金時代為俄

羅斯文學最輝煌的時代，也與帝俄時期電影正好與白銀時代的時間區段重合有

關。白銀時代為橫跨 19世紀末至 20世紀初的三四十年，別爾加耶夫（Н. 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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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ердяев，1874-1948）尤其將 20世紀初認定為俄羅斯的文化復興：「20世紀初

標誌了我國精神文化的復興，哲學和文學美學的復興（別爾加耶夫, 2007: 

220）」白銀時代試圖與黃金時代相對照、競爭的同時，也推崇黃金時代的文化

成就，力圖以「經典」為基礎，再造另種新的經典，「白銀時代最重要的關鍵

概念是廣義上的創造的概念（朱達秋、周力，2004：277）」，因此帝俄末年的

電影工作者，選擇翻拍黃金時代文學的作品，亦是種文化復興的表徵。而白銀

時代脫離現實、轉移人們對於政經衰敗的文化氛圍則塑造了當時的其中一種電

影風格。電影也在此時同其他藝術一樣，扮演反映社會現實、解決社會問題的

角色。這與帝俄時期知識份子與藝術創作者對於藝術的認知有關，別林斯基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1811-1848）特別強調將生活中的種種現象融入創作之中，

藉由創作者的主觀理解，反映客觀現實，而非純粹偏重創作者個人之主觀感

受，亦不能不去理解世界，這也可與別林斯基強調創作者之人格體現，但又需

表現時代精神的論述連結起來， 

 

「任何偉大的詩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於社會和歷史

的土壤裡，他從而成為社會、時代以致人類的代表和喉舌（別林斯基，1958：

26）。」 

 

不論是拍攝社會不公義之事、女性生活困境等等，都可以發現俄羅斯電影的主

題在早期即有意識地繼承了 19世紀許多文學家「書寫底層」的傳統，但卻因白

銀時期文化人更為推崇黃金時代文學家浪漫的世界觀，而非 1860 年代後現實主

義的風格，而在風格上有更為大眾口味的浪漫元素，並加入西方電影元素，融

合出帝俄時期電影的獨特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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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林斯基一方面主張創作自由，另一方面又主張藝術應為社會服務（馬

瑩伯，1986：27）」，如此認知下，藝術與政權的結合，甚至為政權所用，在

國難之際更是有了一定的社會文化基礎。隨著戰爭與革命相繼到來，俄羅斯電

影的政治指向性也越來越強，斯科別列夫委員會下設電影部門、政府製作新聞

宣傳片，盟軍也為了將俄國留在戰場上出口宣傳片至俄國，但依舊阻止不了俄

羅斯率先退出一次大戰。俄羅斯電影的風格也將隨著政權更替而有了重大改

變，電影將成為鬥爭的工具，而電影的政治性與國家導向的電影製作則在帝俄

時期就已經浮出檯面。 

  由於蘇聯時期名導輩出，也出產許多經典電影，使得俄羅斯帝國時期的電

影成就多半被排除在俄羅斯電影史之外。然而，即便電影在俄羅斯帝國的末年

才出現，卻也已經有了不少進展。在製作方面，德蘭科夫與漢榮科夫成為撐起

俄羅斯電影業的兩大支柱，前者對俄羅斯消費者喜好的洞察，加上後者對電影

新興趨勢的掌握、對電影人才的招募讓俄羅斯電影業在早期得以具備足夠的發

展動能。在發行方面，俄羅斯在帝國時期就已經成功外銷電影，藉由俄羅斯、

法國，與其他國家發行題材的區別以及市場接受程度，可以發現俄羅斯人的觀

影口味，以及俄羅斯對於自身歷史、文學傳統的驕傲，為日後蘇聯、俄羅斯聯

邦電影的政治元素提供一條明確道路。在放映方面，俄國觀眾越來越常上電影

院，俄國電影院的數量、席次也隨之增加，而電影院放映題材的轉變亦與俄羅

斯政治情況緊密結合，不論是禁止、開放的題材變化、戰爭新聞片的出現等

等，都反映了帝俄末期的政治動盪與紛亂。 

  綜上所述，帝俄時期的電影藝術已經可以看出國家參與其中的痕跡，然而

不能忽視的是，在國家介入之前，俄羅斯電影工作者早已經選擇一條與政治緊

密相連的道路，從製作人選擇的主題、導演關注的議題，到以歷史、文學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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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編電影，都充分展現了俄羅斯電影的政治性成為了藝術與政權共通的最終

選擇。 

 

第二節 蘇聯時期電影產業狀況 

  蘇聯電影在世界電影中自成一格，不僅引領電影美學，更因其與政治之間

無法完全分離，又深刻反映現實的特性，讓今日影迷依舊深陷其獨特魅力。就

俄羅斯電影發展史而言，蘇聯電影掩蓋了帝俄電影的光芒，更被與今日俄羅斯

電影不斷作比較，成為一道難以超越的屏障及典範。在本章中，筆者將蘇聯電

影分成 5 個時間區段，分別是 1917-1929、1930-1953、1953-1964、1964-1982、

1985-1991。筆者認為，過去的俄羅斯電影史相關著作，對於年代的劃分存在過

猶不及的問題，如 Jay Leyda 之《電影，蘇聯和俄羅斯電影史》（1983）將

1917-1947 的 30 年間劃分成 12 個時間區段，導致在分析蘇聯電影流變、電影與

國家發展之關係時，無法連貫審視。筆者選擇將蘇聯時期電影劃分為 5 個區

段，時間劃分之主軸分別為：盧納察爾斯基（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1933）

擔任教育人民委員部（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просвещения）部長期間、盧納

察爾斯基去職至史達林逝世、解凍時期、停滯時期，以及戈巴契夫時期（1983-

1984 也併入本時期），筆者將著重審視各時期主政者對於藝術之看法，以及他

們如何看待「藝術與政治」之關係，並整理各時期重要導演及電影作品，由文

化的視角來重新理解蘇聯電影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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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盧納察爾斯基任職教育人民委員部期間：1917-1929 

  1917 年 11月，俄羅斯陷入內戰，俄國國內分裂為兩股勢力，一為代表布

爾什維克的紅軍（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另一方為集結帝俄軍官、保皇黨人、共和

主義者等反布爾什維克勢力的白軍（Белое движение）。俄羅斯的電影工作者

也分為兩條路線，一為留在俄羅斯莫斯科與聖彼得堡為布爾什維克所用，二為

遷往南方躲避戰亂，其中俄羅斯製片人耶爾莫里夫（И. Н. Ермольев，1889-

1962）為首的工作室便是重要代表。他們遷徙至烏克蘭，由於紅軍步步進逼，

又從基輔遷到了敖德薩，後來敖德薩與雅爾達都成為電影工作者的重要據點，

隨著盟軍棄守、白軍節節敗退，耶爾莫里夫來到巴黎。耶爾莫里夫曾擔任「百

代電影公司」在俄羅斯的總代表，與法國電影界淵源頗深，曾經成功地藉由

《黑桃皇后》（Пиковая дама，1916）讓俄羅斯影星莫茹欣（И. И. 

Мозжухин，1889-1939）成功走入法國電影界。 

  一戰結束後，法國電影開始向俄羅斯電影學習，由於百代與高蒙本就存在

拍攝俄羅斯題材的興趣，在俄羅斯電影工作者集體進入巴黎之後，僅是再度重

操舊業。不同的是，法國工作室聘請因戰亂來到巴黎的俄羅斯電影工作者，並

請他們翻拍法國文學。 

  耶爾莫里夫的公司 Ermolieff-Films則由製片人卡門卡（А. Б. Каменка，

1888-1969）改組為 Films Albatros，並製作了一系列大型電影，成為一間真正的

法國公司。除了法國之外，此時的俄羅斯電影工作者也進入了德國、美國，除

了未能打進好萊塢之外，俄羅斯電影工作者對德國、法國的電影都起了一定的

影響與推進作用。因為內戰而逃出俄羅斯的電影工作者為俄羅斯電影創造了幾

年絢麗而及富創造力的光陰，而他們也是俄羅斯僑民文化於電影產業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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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前後俄羅斯出現了第一批政治僑民浪潮，與當局持不同意見者的思想

家、藝術家逃亡國外，為西方世界帶來一波認識俄羅斯文化的機會，俄羅斯僑

民力圖與布爾什維克黨人做出區別，成為鞏固與傳承俄羅斯傳統文化的先鋒。

與白銀時代不同的是，白銀時代帶來的是俄羅斯經典與傳統再現的文化氛圍，

而內戰爆發後，則是為這股傳統風潮建立了足夠的社會與政治基礎，為了與布

爾什維克所代表的文化對抗，這批流亡的藝術家勢必得更加把握傳統文化的話

語權，「有著思鄉病、孤獨感的同時，也在扮演文化使者的角色。（朱達秋、

周力，2004：348）」。在電影業，俄羅斯僑民搭上了一戰後各國仍在休養生息

的時機，進入法國、德國電影業，俄羅斯電影的精華為他國所效法。 

  與具冒險、開創精神的流亡俄羅斯電影相對照的，是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國

內俄羅斯電影。1919 年 8月 27日，列寧簽署了《關於將攝影、電影貿易和工

業移交人民教育委員會管轄》的法令（Декрет Совета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 о 

переходе фот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и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ведение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иат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27 августа 

1919 г.）俄羅斯電影業被收歸國有。政府介入電影產業的行動已然展開，電影

由藝術角色轉往以「教育」功能為重，且尤以兩項政策最能看出後來蘇聯政府

對電影產業的宣傳效用與教育人民寄予厚望的心理。第一為 1919 年設立全俄國

家電影學院（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имени 

С. А. Герасимова ，簡稱 ВГИК），第二為宣傳火車（Агитпоезд）8從莫斯科

開往喀山，前者培育了蘇聯時期眾多電影人才，後者則是蘇聯進行文化宣傳的

初期嘗試。此時的俄國國內電影界具有兩個特點，第一、文學家或為了作品被

                                                
8宣傳火車（Агитпоезд）為用來宣傳文化與教育的火車，先後前往喀山、西伯利亞、烏克蘭⋯⋯

等。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414

 51 

採用、或看見了布爾什維克教育與宣傳的能力，而加入產出劇本、協助電影生

產的行列；第二、過去拍攝劇情片的攝影師經歷戰爭、與宣傳列車一同前往戰

區後，已經不再追求新聞中立的報導，而是更具宣傳性與煽動性的紀錄片。 

  蘇聯前期的重要電影導演艾森斯坦、普多夫金（В. И. Пудовкин，1893-

1953）此時開始展露頭角，艾森斯坦於「無產階級文化和教育組織」工作，普

多夫金在「全俄國家電影學院」出演他的第一個電影角色，並加入庫里肖夫的

工作室，參與電影實驗，戲劇演員馬斯金（И. М. Москвин，1946-1874）參演

了電影《帕利庫什卡》（Поликушка，拍攝於 1919因內戰推遲至 1922 上

映），並發現了俄羅斯劇院理論和蘇聯電影製作融合的過程，布爾什維克已經

為未來的電影大業蓄積足夠的藝術能量，而蘇聯前期的重要文化、藝術領域管

理者「盧納察爾斯基」對藝術的概念與遠見，更是此時許多導演得已嘗試新的

電影風格的一大推手。 

  盧納察爾斯基對於文化領域有諸多見解，且與列寧私交甚篤，也成為實踐

列寧藝術理念的重要人物。他任職教育人民委員部期間力圖落實教育普及，提

高人民識字率，對內保護俄羅斯文化遺產不被極左人士完全抵棄、培養新興藝

術家，對外停止珍貴藝術品的輸出。盧納察爾斯基任職的 12 年間，經手與貢獻

的領域不僅僅侷限於文化範疇，更可見其在黨政軍體系內的運籌帷幄，而其中

眾多著作更是跨足文學批評、藝術評論等領域，亦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做了

新闡述並將之發揚，不論理論面或實踐面，都足見他對當代藝術家的影響。盧

那察爾斯基在十月革命發生之前，就已經針對「文藝與革命」提出獨特見解，

他認為藝術應和生活有所連結，藝術是人類爭取更好的生活的手段，因此無產

階級應該把擁有這項武器，他在〈關於無產階級文學的信〉（Письма о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就曾提出：「藝術是武器，也是擁有巨大價值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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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Луначарский, 1967: 169)」盧那察爾斯基與極左派的觀點差別在於，他將

無產階級與文藝連結起來，卻不因此忽視文藝本身的特殊性，重視文藝本身的

特色，他堅持藝術家應有其獨特特徵，不應從純政治的角度來審視藝術，並以

開放的態度接納各種藝術創作，不把蘇聯所標榜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做為

藝術的唯一標準，期待藝術家以創新的精神，跟隨社會脈動創造出新的作品。

他在文化政策上提出三個指導原則：（一）反對用行政命令的方法領導藝術；

（二）主張藝術多樣化，不是只有宣傳共產主義的作品是重要的，允許無益也

無害的作品存在；（三）團結不同傾向的藝術家（程正民、王志耕、邱運華，

2006：60），使當時仍然動盪的俄羅斯得以持續發展文藝，也影響了日後蘇聯

文藝界的發展。 

  然而，電影業是一個需要龐大經濟能量支撐的產業，電影業的發展並不僅

僅依靠藝術人才而已，而內戰造成經濟頹靡，1921-1922 年俄羅斯爆發嚴重飢

荒，使得布爾什維克的電影宣傳未能跟上其既定的計畫，列寧期待電影能夠宣

傳共產主義、第三國際（Трет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的工作狀況、他國殖民狀況

等等，但當時俄羅斯的經濟狀況使得這些構想僅能是紙上談兵。1921 年，俄羅

斯共產黨第十次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實施「新經濟政策」（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簡稱 НЭП）的決議，允許一定程度的私人經濟存

在，並鼓勵外資投入。由於新經濟政策分配的資金，電影雜誌開始出現，俄羅

斯電影工作者經常於這些雜誌上發表電影理論及其見解，對蘇聯電影發展十分

有幫助，由維爾托夫、斯維洛娃（Е. И. Свилова，1900-1975）、考夫曼（М. 

А. Кауфма，1897-1980）所推出的一系列新聞短片《電影真理報》（Кино-

Правда）中，已經可以看見未來蘇聯電影的影子。1922 年 10月 25日，俄國內

戰宣告結束，1923 年庫里肖夫的蒙太奇實驗如火如荼地展開，艾森斯坦拍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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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首部電影《葛盧莫夫的日記》（Дневник Глумова，1923），本片也被收入

《電影真理報》系列中。 

  內戰過後至 1920 年代末期，是蘇聯電影極富實驗性與創造力的一段光陰，

本時期的重要導演包括艾森斯坦、普多夫金、維爾托夫、舒柏（Э. И. Шуб，

1894-1959）等。這一輩蘇聯名導有許多曾經於庫里肖夫工作室學習、實驗，並

對蒙太奇理論是實踐與發揚有許多貢獻。 

  艾森斯坦曾說：「革命介紹藝術給我，而藝術也使我迎向革命(Bergan, 

2016: 107)。」，「革命」似乎成為他與祖國、與電影的深沉聯繫，他在求學路

途上並非一路往電影領域，而是先依照父親期許，進入土木工程學院學習，但

他對劇場設計很有興趣，也曾參與劇場的美術製作。艾森斯坦的首部劇情長片

《罷工》（Стачка）誕生於 1925 年，描繪工人階級於帝俄時期備受壓迫的處

境，並富有強大的渲染力。與此同時，與艾森斯坦長期配合的班底也成型了，

包括副導演、編劇亞歷山德羅夫（Г. 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1903-1983）、攝影師提

塞（Э. К. Тиссэ，1897-1961），前者是艾森斯坦重要助手，後者則是俄羅斯影

史上重要攝影師之一。《罷工》的成功使艾森斯坦得以拍攝第二部電影《波坦

金戰艦》，本片是為了紀念 1905 年革命二十週年而製作的，其中構圖充滿政治

意義，而片中的「敖德薩階梯」更成為影史的蒙太奇經典，並在歐洲獲得廣大

迴響，「宣傳性質」、「具煽動性」的電影走出了蘇聯領土，對於蘇聯蒙太奇

得以在電影史寫下一筆助益良多。很快地，艾森斯坦迎來了又一個紀念革命的

時刻，1927 年是十月革命十週年，許多導演被政府要求拍攝紀念電影，艾森斯

坦推出了新作《十月：震撼世界的十天》（Октябрь，1927），其中的實驗精

神逐漸超越了電影為社會服務的精神，且托洛斯基與史達林之爭正甚囂塵上，

使得艾森斯坦還需公開表明自身立場（Swallow, 1987:31-60）。1929 年，艾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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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拍攝了他出國前的最後一部電影《舊與新》（Старое и новое，1929），

艾森斯坦為了拍攝《十月：震撼世界的十天》而暫時停止《舊與新》的工作，

等到他再重回《舊與新》的拍攝時，政治氛圍已久很大的轉變。隨著《舊與

新》完成，艾森斯坦帶著新片至歐洲放映，也因為電影技術的發展，緊隨著科

技的艾森斯坦，更隨後到了美國，等到他回到蘇聯、進入全俄國家電影學院任

教後，蘇聯電影的實驗精神已經被政府扼殺。「1920 年代藝術服務社會這一振

奮人心的思想已成為共產黨控制的藝術機構的嚴格準則(Neuberger, 2011: 

38)。」 

  同樣與艾森斯坦都是蒙太奇大師，但在理論與實踐上有不少差異的維爾托

夫，則為俄羅斯紀錄片開啟了嶄新的道路。維爾托夫的電影之路總有哥哥考夫

曼、妻子斯維洛娃相隨，前者擔任攝影師，後者擔任剪輯師。「在 1921 年至

1926 年間，維爾托夫是蘇聯新聞片和紀錄片的主要人物(Hicks, 2011: 40)。」維

爾托夫在 1919 年的〈我們。宣吿的版本〉（МЫ. Вариант Манифеста）一文

中提出了「電影眼睛理論」（кино-глаз），認為攝影機是比人更精密的眼睛，

應透過攝影機捕捉生活，以維爾托夫為首的「電影眼睛派」應用蒙太奇的手法

表現蘇聯人民的生活，引導觀眾的思考脈絡，而非僅僅是紀錄性質的作品。

1924 年，維爾托夫執導了紀錄片《電影眼睛》（Кино-глаз，1924），這部電影

由系列短片組成，是維爾托夫對於「電影眼睛理論」的嘗試與實踐，並獲得廣

大討論與關注。 

 

  「電影眼睛不只是一群電影工作者團體的名稱。不只是一部電影的名稱

（Kinoglaz 或 Life Caught Unawares），也不僅僅是藝術的流派（左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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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眼睛是一個日益成長的運動，它要求通過現實而非虛構來影響，無論虛構

的烙印有多深(Vertov, 1984: 87)。」 

 

緊接著《電影眼睛》的兩部宣傳片《前進，蘇維埃！》（Шагай, совет!，

1926）和《世界的第六部分》（Шестая часть мира，1926）更展示了新聞元

素經過特定剪輯之後，將超越紀錄的功能，達到傳達特定意識形態的功能，然

而這也引起部分電影界人士的非議，無法接受非按照新聞原本時序排列的影像

作品。1927 年維爾托夫遭莫斯科的蘇聯電影委員會（Совкино）9解僱，並前往

烏克蘭的全烏克蘭攝影電影管理局（Всеукраїнське фото кіноуправління）任

職，其名作《持攝影機的人》（Человек с киноаппаратом，1929）正是在烏克

蘭完成的，其餘兩部烏克蘭語電影則是《第十一年》（Одиннадцатый，

1928）、《熱情：頓巴斯交響曲》（Энтузиазм: Симфония Донбасса，1931）

10(MacKay, 2012: 283-294)。在《持攝影機的人》中，人和攝影機融為一體，攝

影師走遍各地，剪輯使得生活變得破碎化，維爾托夫刻意向觀眾展現製作電影

的方法，探討如何透過電影理解世界，「這是一部關於電影的電影，也是對紀

錄片的辯護(Hicks, 2007: 66)。」然而，維爾托夫的命運並沒有隨著傑作誕生而

有所好轉，史達林權力的鞏固、日益緊縮的政治氛圍，以及維爾托夫的猶太裔

身份都讓他在蘇聯電影界日益邊緣化。 

  同樣也是蒙太奇大師，同樣與艾森斯坦在蒙太奇理論上存在差異的還有

「普多夫金」。普多夫金的第一部執導電影是《象棋熱》（Шахматная 

горячка，1925），在本片之前多是擔任演員、編劇、助理導演的角色，並與加

                                                
9 蘇聯電影委員會（Совкино）成立於 1924 年，因「國家電影委員會」（Госкино）資金不足，

遂於 1925 年取代之，並於 1930 年被「Союзкино」取代。 
10 《熱情：頓巴斯交響曲》是維爾托夫首部有聲電影，也是烏克蘭電影公司首部有聲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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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В. Р. Гардин，1877-1965）合作過《鐮刀和錘子》（Серп и молот，

1921）、《飢餓……飢餓……飢餓》（Голод... голод... голод...，1921）、《鉗

工和總理》（Слесарь и Канцлер，1923）等片，也在 1922 年進入庫里肖夫實驗

室後，與庫里肖夫合作了《韋斯特先生在布爾什維克土地上的非凡冒險》

（Необычайные приключения мистера Веста в стране Большевиков，1924）和

《死亡之光》（Луч смерти，1925）。普多夫金也被指派為革命拍攝紀念電

影，《母親》（Мать，1926）為普多夫金革命三部曲的第一部，背景為 1905

年革命，《聖彼得堡的終結》（Конец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1927）則是十月革

命十週年紀念電影，是三部曲之第二部11。1925 年，普多夫金因為對蒙太奇理

論的想法與庫里肖夫有所差異，遂離開庫里肖夫實驗室，而他的第一部獨立指

導的電影《腦力學》（Механика головного мозга，1926）也是俄羅斯第一部科

普電影，更凸顯了電影需肩負教育大眾的任務。接下來幾年，普多夫金又回到

演員身份，他的下一部執導作品出現時已是 1930 年代，當時蘇聯早期的電影實

驗精神幾乎無存，普多夫金的蒙太奇電影也與此時期不再相同。 

  在 1927 年的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作品中，有艾森斯坦的《十月》、普多夫

金的《聖彼得堡的盡頭》，還有另一位女導演的作品也值得一提——舒柏的

《大道》（Великий путь，1927）。舒柏是文學背景出身，在 1922 年加入國家

電影委員會（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о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簡稱

Госкино），並擔任剪輯師，在 1922 到 1925 年間她剪輯了 200部外國電影和

10部俄羅斯電影(Foster, Jacobs.1998: 387)，使得她對剪輯帶來的敘事能力特別

                                                
11
 普多夫金的革命三部曲，也被稱為「布爾什維克三部曲」（The Bolshevik Trilogy），包括

《母親》、《聖彼得堡的終結》、《成吉思汗的後代》（Потомок 

Чингисхана，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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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銳。舒柏首部執導電影是二月革命紀念電影《羅曼諾夫王朝的覆滅》

（Падение династии Романовых，1927），她檢閱了 1912-1917 年之間膠卷，

並從中提取出 17,060英呎，甚至設法找到已經出售至國外的影片，透過剪輯新

聞片、沙皇私藏影片、戰爭紀錄影片，將不同時間、空間的歷史事件組合成連

續性的敘事。在十月革命紀念片《大道》中，舒柏梳理了過去十年的新聞片，

這兩部電影與《尼古拉二世的俄羅斯與列夫托爾斯泰》（Россия Николая II и 

Лев Толстой，1928）構成了舒柏的俄羅斯歷史三部曲(Petric, 1978: 429-448)。

儘管紀錄性質的作品很難吸引到觀眾，但對於後世理解當代生活與政經概況卻

是很好的媒材，透過整理、剪輯歷史素材，將革命透過最為直接的方式重現，

卻可以改變其中的思想與意識形態，Taylor認為： 

  「舒柏對紀錄片製作理論的貢獻很小，但她切實的行動對保存有價值的電

影鏡頭方面很有幫助……她的電影對那個時代的歷史學家來說是有用的記錄

(Taylor, 2008: 133-134)。」 

  1920 年代的蘇聯電影富含實驗精神，雖然多為政治宣傳片，但卻因為其勇

時常是的精神，以及對於科技、電影技術的追求，而尚為開放的政治風氣，使

得此時蘇聯電影不僅表現了導演個人的政治熱情，更有不少美學上的突破，許

多導演對於蒙太奇的理論與應用意見分歧，對於劇情片或紀錄片的偏好和評價

也有所不同，上述的四個導演不乏互相合作、互相批評，更凸顯了盧那察爾斯

基鼓勵藝術多樣化的理念。 

 

二、 史達林時期：1930-1953 

  1927 年，托洛斯基（Л. Д. Троцкий，1879-1940）、季諾維耶夫（Г. Е. 

Зиновьев，1883-1936）、加米涅夫（Л. Б. Каменев，1883-1936）等人被開除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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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史達林權力得到進一步鞏固，1929 年，盧納查爾斯基被免職，宣告 1920

年代蘇聯電影的實驗道路走到了盡頭。1930 年開始電影權責部門重新整合，首

先是全蘇電影業聯合公司（Союзкино）成立，成為製作和控制電影的唯一機

構；1931 年莫斯科電影製片廠（Мосфильм）接管耶爾莫里夫和漢榮科夫製片

廠的廠房；1932 年 9月電影學院設立了導演課程，由從好萊塢歸來的愛森斯坦

開辦；1934 年國家電影攝影技術學校（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техникум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簡稱 ГТК）成為全俄國家電影學院；1933 年 2月電影事務轉

交蘇聯電影總局（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簡稱 ГУК）負責，而

非教育人民委員部(Beumers, 2009: 77-78)。1934 年 8月，蘇聯作家協會（Союз 

писателей СССР）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確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為唯一被認可的藝術創作方式，作品應該宣揚

社會主義理念、民族特色，並表現對黨的忠誠，這些要素成為史達林時代藝術

創作的主旋律，而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大力地推向所有藝術領域的人物便

是「日丹諾夫」（А. А. Жданов，1896-1948）。 

  日丹諾夫於 1915 年加入布爾什維克，對馬列思想抱有強大信念與熱忱，是

一個熱情的宣傳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內戰期間，日丹諾夫都在扮演了宣傳

與鼓舞士兵的角色，在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等人鬥爭期間，也堅決擁護史達林的

路線與方針，並在全聯盟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Четыр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進入史達

林的權力核心。1934 年 8月，日丹諾夫於蘇聯作家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發表演

說，說明蘇聯作家應該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創作，並且「要把現實案

找革命發展當中的情形描寫出來（日丹諾夫，1949：193）。」藝術承擔了與資

本世界對立的任務，解放人民身上的枷鎖，不是消極，而是積極且有意識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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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符合勞動階級利益的作品，不僅要宣揚無產階級，更要攻擊資產階級，貫

徹階級鬥爭的工作。 

  1939 年，日丹諾夫成為蘇共中央政治局（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委員，

負責黨的宣傳工作，對於蘇聯意識形態形塑的影響一直持續到 1950 年代。在

「1946 年聯共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影片《燦爛生活》（Большая жизнь，1939）

的決議」（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ргбюро ЦК ВКП(б) О кинофильме “Большая 

жизнь” 4 сентября 1946 г.）中，點名了《燦爛生活》、《恐怖伊凡》（Иван 

Грозный，1944-1945）第二部分、《海軍上將納西莫夫》（Адмирал 

Нахимов，1947）、《普通人》（Простые Люди，1945）等片，批評導演的工

作態度、影片內容扭曲歷史、浪費政府資金、沒有傳達蘇聯人民的良善性格等

等，甚至直指電影藝術部附設會議沒有公正評判這些影片。除了上述的文學、

電影之外，對於音樂、歌劇的批評亦少不了，日丹諾夫對於蘇聯藝術路線的控

制力道足以見得。日丹諾夫主導了蘇聯藝術的總路線，舒米亞茨基 （Б. З. 

Шумяцкий，1886-1938）則擔任蘇聯藝術委員會電影工業局局長（Начальник 

Гла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ки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Комитета по делам искусств 

СССР）負責電影事務，主導當時許多音樂劇電影的拍攝與發行，確保共黨意識

形態貫徹於電影之中。 

  在史達林統治時期，電影創作基本上緊貼著政策發展與不斷變化的國際情

勢，電影主題多聚焦於農民、工人、歷史上的英雄人物等等。蘇聯最早的有聲

電影《地球渴望》（Земля жаждет，1930）即是描寫農村工業化的過程，第

一部音樂電影《手風琴》（Гармонь，1934）以讚頌共青團為主要基調，蘇聯

第一部彩色電影《夜鶯》（Соловей-Соловушко，1936）則是描繪瓷器廠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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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動，此時的蘇聯的電影科技隨著世界潮流進展，而題材卻不出官方意識形態

的左右。 

  在史達林時期影響電影領域最深的政治事件有二：大清洗（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大清洗為 1936 到 1938 年間史達林為整肅異己發

起的一場政治迫害行動，其肅清範圍超越黨內人士，許多無辜人民也受到迫

害，電影界也逃不過這波整肅，艾森斯坦、亞歷山德羅夫合作的攝影師尼爾森

（В. С. Нильсен，1906-1938）被處決、導演艾格特（К. В. Эггерт，1883-

1955）被捕等等，電影工作者不只生命受到威脅，作品也遭受更為嚴厲的審

查，艾森斯坦自好萊塢歸國後的第一部電影《白靜草甸》（Бежин луг，1937）

就因此被迫停止。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電影業的影響不僅只是愛國電影的增加，蘇聯對德態度

的轉變，也影響到電影是否被放映或雪藏。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電影工作室

出產的多為戰爭新聞片，雖是以凝聚國民向心力、提振士氣，記錄戰場實況為

主，但並沒有太多的宣傳意識在其中，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拍攝的愛國電

影則以劇情片為主，導演、編劇可在透過劇情發展，傳達濃烈愛國思想，達到

宣傳目的。從 1941 年 6月 22日希特勒入侵蘇聯至 1945 年 5月 8日德國投降，

蘇聯的愛國電影層出不窮，多是敘述游擊隊的故事，或者在戰爭中發生的故

事，並常描繪「為祖國犧牲生命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英雄人物，富有同情心和

具吸引力的寫照 (Beumers, 2009: 103) 。」除了這些訴諸小人物的互助和奉獻

的故事之外，還有針對蘇聯頭號敵人「納粹德國」的電影，艾森斯坦的《亞歷

山大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1938）即是代表作品，本片雖是述說 13

世紀條頓騎士團入侵諾夫哥羅德的歷史，但卻在片中使用當年還未出現的「德

國」一詞，明顯宣揚愛國主義，期盼人民同心對抗納粹。然而，本片上映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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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波折，1939 年蘇聯與德國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Договор о 

ненападении между Германией и Союзом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後，本片被冷凍，直到 1941 年納粹入侵蘇聯後，才又成為「政治

正確」的作品面世。《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遭遇也凸顯了當時電影界面臨的

兩大問題，一為嚴重緊縮的創作自由，二為不斷變化的審查標準導致創作者舉

步維艱，因此選擇歷史英雄人物、農民、工人等題材就成了當時的安全牌主

流。 

  除了《亞歷山大涅夫斯基》，艾森斯坦在此時期還執導了《恐怖伊凡》，

這也是他的最後一部作品。《恐怖伊凡》是「艾森斯坦成就的高峰，實現了他

對於綜合所有藝術的抱負 (Bergan, 2016: 677) 」，本片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

獲得史達林獎（Сталинская премия）12，第二部分則不受待見。艾森斯坦從好

萊塢歸國之後完成的電影僅《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及《恐怖伊凡》，其主要心

力則放在於全蘇國家電影學院的教學上，他與列別傑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Лебедев，1897-1978）致力於研究和教學，並邀請眾多導演回到學校任教，使

得全蘇國家電影學院在電影研究領域取得重要地位，儘管當年意識形態的與大

清洗的氛圍為兩人招致龐大壓力(Salazkina, 2016: 45-65)，但至今一百多年的時

間裡，這所最古老的電影學院已培育了許許多多電影人才。 

  儘管艾森斯坦回國後創作多所受限，但他的助手亞歷山德羅夫則成了史達

林時代重要的「音樂劇」導演。亞歷山德羅夫在《罷工》中飾演工頭，也擔任

編劇，在《十月》、《舊與新》中擔任編劇與副導演，在《波坦金戰艦》中則

飾演軍官，並隨著艾森斯坦到美國與墨西哥工作，回到蘇聯後開始了自己的音

                                                
12 史達林獎（Сталинская премия）為表彰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等領域之創作的獎項，史達

林是是後即停止頒獎，1966 年被蘇聯國家獎（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ремия ССС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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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劇電影創作。亞歷山德羅夫第一部音樂劇電影是《快樂夥伴》（Весёлые 

ребята，1934），這部電影由亞歷山德羅夫的妻子奧爾洛娃（Л. П. Орлова，

1902-1975）與爵士音樂家烏丘索夫（Л. О. Утёсов，1896-1982）主演，獲得巨

大成功，並讓兩位主演成為蘇聯明日之星。在亞歷山德羅夫的導演生涯中，其

創作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類，一為音樂喜劇，二為純粹的政治宣傳片。前者除了

《快樂夥伴》之外，還包括《馬戲團》（Цирк，1936）、《伏爾加河》

（Волга-Волга，1938）、《光明之路》（Светлый путь，1940）、《春天》

（Весна，1947）等等，《馬戲團》敘述美國馬戲團到達蘇聯的故事，並在片中

表達強烈的反法西斯主義情節；《伏爾加河》透由鄉村女孩以大眾音樂在莫斯

科的比賽勝出，來反映大眾文化的美好，電影中多數畫面都在伏爾加河的輪船

上，凸顯史達林時代的運河成就；《光明之路》敘述村姑與工人戀愛的故事，

強調農民與工人的融合；《春天》則是在經歷二戰期間拍攝幾部納粹主題的作

品之後，再度回歸音樂電影的創作。綜觀亞歷山德羅夫幾部廣受歡迎的音樂電

影，多可以發現其喜劇基底下的意識形態宣傳，Rimgaila Salys認為，亞歷山德

羅夫的音樂劇電影之所以受歡迎有幾個原因： 

1. 俄羅斯傳統文化的特點 

2. 蘇聯當代的國家利益 

3. 西方音樂電影體裁的語法、觀眾價值觀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融合(Salys, 2009: 

7)。 

亞歷山德羅夫立基於俄羅斯文化的詩歌傳統中，並展現蘇聯人民的正向意象，

透由「喜劇」這樣符合官方需求的調性，同時滿足了觀眾與官方喜好，卻也因

為長期為政府所庇蔭，拍攝許多為政府喉舌之紀錄片，除了上述幾部音樂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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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反美政宣片《易北河會師》（Встреча на Эльбе，1949）之外，亞歷山德羅

夫後期再沒有什麼佳作問世。 

  在史達林時期，蘇聯創作能量萎靡，電影工作者僅能選擇農民、工人作為

主角，或是順應二戰時政府需求，拍攝蘇聯士兵的愛國電影，而在戰後，冷戰

氛圍之下，亦出現部分反美宣傳片。然而，對電影工作者來說，困難的不只是

創作多所受限，而是限制之多、之廣，以及其浮動性，導致他們無所適從、步

履維艱，電影總數量也從 1930 年代的每年 50部左右，降至 30部，甚至 10部

以下(Beumers, 2009: 109)。 

 

三、 解凍時期：1953-1964 

  1956 年赫魯雪夫（Н. С. Хрущёв，1894-1971）於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

（XX съезд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中發表演講《關於

個人崇拜及其後果》（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嚴厲批評史

達林任期內的諸多政策，包括「大清洗」、迫害少數族裔、二戰期間錯誤的軍

事命令等等，引來黨內與其他共黨國家震盪，更因此引發波蘭與匈牙利的起義

事件。13在赫魯雪夫時代政治氛圍緩和，史達林時代的政治犯獲得平反，對各

領域的限制也鬆綁，使得文藝作品在此時得以迅速發展，1954 年愛倫堡（И. Г. 

Эренбург，1891-1967）於《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發表短篇小說《解凍》

（Оттепель），這本小說的出現標誌了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所帶來的更為開

放的風氣，也因此赫魯雪夫任期被稱為「解凍時期」。 

  赫魯雪夫時代主要掌管藝文事務的是文化部長芙爾切娃（Е. А. Фурцева，

1910-1974），芙爾采娃不同於盧那察爾斯基或日丹諾夫，她並不是一位博學、

                                                
13 這裡指的是 1956 年波蘭的波茲南事件、十月事件，以及 1956 年匈牙利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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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藝領域抱有熱忱和理解的人，她卻成為蘇聯有史以來的第一位，也是唯一

一位進入蘇聯核心決策圈「中央政治局」的女性，也是蘇聯任期最長的文化部

長 (Senelick, 2010: 16-24) 14。芙爾采娃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極力為赫魯雪

夫的演講辯護，因而被赫魯雪夫提拔進入中央政治局，儘管當時尚未成為文化

部長，卻已經開始處理藝文事務。1960 年芙爾切娃成為蘇聯第六任文化部長，

她主管電影、電視、舞蹈、書籍……等領域，在她的任期前半段，電影中的俄

羅斯婦女形象與史達林時期有了不一樣的呈現，這並非因為芙爾切娃支持女權

或重視性別議題，而是因為她宣揚蘇聯婦女的成就也等同於鞏固自己的政治地

位，且在意識形態與政治手腕都十分靈活，雖然不具備文化背景，但她擴大蘇

聯與他國的文化交流，使得俄羅斯與西方觀眾得以欣賞來自不同意識形態國家

的藝術作品(Elwood, 2002: 832-836)。 

  解凍對文化生活產生許多影響，在此時期富含才華的導演輩出，是繼 1920

年代後，蘇聯電影又一個光輝年代，許多享譽國際的電影如：《雁南飛》15、

《士兵之歌》（Баллада о солдате，1959）都是這個時期的作品。解凍氛圍使

得電影生產數量一掃過去的低靡，並出現了各種主題的電影，如：聚焦於戰爭

對個體的傷害及後續恢復的戰爭電影、科幻電影和喜劇等等。解凍時期的戰爭

電影不同於史達林時期訴諸英雄主義和創建神話，而是呈現了人民的犧牲與苦

痛、退伍軍人重返社會適應困難，或者重新翻拍無聲電影，並予以新詮釋，將

人民的生活百在戰爭之前，而非戰爭是人民的全部，訴諸個人傷痛而非集體的

                                                
14 蘇聯文化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культуры СССР）於 1953 年成立，由高等教育部、電影部、藝

術委員會、廣播訊息委員會、印刷工業、出版社和圖書貿易總局組成。 
15 《雁南飛》敘述一對處於熱戀中的男女因為戰爭而分開，女人被男人的表兄弟性侵，男人死

在沙場。不同於過去戰爭電影關注戰爭勝利果實，而是聚焦戰爭對小人物造成的傷害。《雁南

飛》使用許多蒙太奇鏡頭，敘事之間無絕對關連，如：沒有把女人被性侵與背叛男人連結，男

人的死也非因為女人。《雁南飛》是最早受到國際關注的蘇聯電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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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戰爭對家國造成的改變，以及婦女在戰爭期間和戰後面臨的問題等等

(Beumers, 2009: 117-128)。 

  許多導演都曾經以戰爭作為電影主題，如：卡拉托佐夫（М. К. 

Калатозов，1903-1973）、丘赫萊依（Г. Н. Чухрай，1921-2001）、胡齊耶夫

（М. М. Хуциев，1925 -2019）、邦達爾丘克（С. Ф. Бондарчук，1920-

1994）、塔可夫斯基、康查洛夫斯基（А. С. Кончаловский，1937-）等。 

  卡拉托佐夫從 1923 年開始在「喬治亞電影製片廠」（Грузия-фильм）工

作，曾任各種不同崗位，包括助理、放映師、編劇、攝影師等等，於 1932 年成

為列寧格勒國家藝術學院（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Искусствознания）的學

生，1937 成為列寧格勒製片廠的導演。在導演生涯早期，其作品多是符合國家

意識宣傳需求的作品：訴諸蘇聯飛行員勇氣的《瓦列里恰卡洛夫》（Валерий 

Чкалов，1941）、列寧格勒圍城戰為主題的《無敵》（Непобедимые，

1942）、對抗馬歇爾計劃的《必敗的陰謀》（Заговор обречённых，1950）等

等，其仕途也十分順遂，曾任蘇聯電影部副部長、出訪美國擔任國家電影委員

會代表，負責處理美蘇之間的電影聯繫。卡拉托佐夫在史達林時期的電影並不

著名，其導演生涯後半段的作品則因其框創的實驗性風格受到國際矚目，「卡

拉托佐夫只有在史達林去世後才能將他的全部熱情、浪漫主義和藝術視野帶到

銀幕上(Michaels, 2006: 315)」，創作了獲金棕櫚獎的《雁南飛》，以及《未寄

出的信》（Неотправленное письмо，1960）、《我是古巴》（Я — Куба，

1964）、最後一部作品《紅帳篷》（Красная палатка，1969），兼具獨特的電

影語言和議題性、哲學性，成為「象徵蘇聯新電影的電影工作者(Izvolov, 2012: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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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蘇聯電影獲得西方視角肯認的一個時代，除了金棕櫚之外，也在此時

攻克了冷戰期間頭號敵人「美國」的電影獎——奧斯卡。《戰爭與和平》

（Война и мир，1967）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等殊榮，可

說是風光一時。本片導演為謝爾蓋邦達爾丘克，他青年時期是劇院演員，1948

年從全蘇國家電影學院畢業，並參演許多電影，在成為導演之前他已經是個有

名的演員。1959 年邦達爾丘克推出導演處女作《一個人的遭遇》（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ка，1959），並在其中扮演主角，本片獲得第一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大

獎，他和攝影師莫那霍夫（В. В. Монахов，1922-1983）也因而被授與列寧獎。

這部電影甚至感動了原作者肖洛霍夫（М. А. Шолохов，1905-1984），足見邦

達爾丘克對於文本本身的理解能力，以及將其轉換為影像的能力，比起文本，

影像更有利地接近大眾，觸及在 1950 年代末期仍未癒合的戰爭創傷(Baraban, 

2007: 514-534)。邦達爾丘克僅推出一部導演作品，即獲得了拍攝《戰爭與和

平》的機會，本片由蘇聯政府鼎力支持，是史上製作成本最昂貴的電影之一

(Tabery, 2000 : 136)，他從 1961 年開始製作《戰爭與和平》，最後完成了四

輯，在蘇聯與外國都獲得好評，亦是至今翻拍的電影版本中，與原著敘事順

序、托爾斯泰之精神都很接近的一部作品。 

  同樣受到西方追捧，《戰爭與和平》是受蘇聯政府所喜愛、支援的一部電

影，而塔可夫斯基則是受到祖國的打壓。1960 年，塔可夫斯基從全蘇國家電影

學院畢業，其畢業作品《壓路機與小提琴》（Каток и скрипка，1960）獲得紐

約學生電影節一等獎，本片劇本由塔可夫斯基和康查洛夫斯基共同撰寫，兩人

在全蘇國家電影學院時都是羅姆（М. И. Ромм，1901-1971）的學生，經常一起

討論電影，僅管後來因為性格與不同見解爭吵不斷，仍然合作了《伊凡的少年

時代》、《安德烈・盧布列夫》（Андрей Рублёв，1966）等經典作品(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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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8)。《伊凡的少年時代》是塔可夫斯基第一部長片作品，敘述 12歲的蘇

聯的偵察兵伊凡因為戰爭失去自我的故事，電影中穿插了伊凡的夢境，並以變

換攝影機角度來呈現，非線性的敘事及對戰爭的思辨，及其所呈現的人文主義

讓本片獲得 1962 年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塔可夫斯基的電影與過去所有蘇聯電影

都不同，如平地一聲雷般，評論家開始探討他的作品，並試圖以各種複雜的電

影語彙：「詩意的」、「隱喻的」、「符號的」等來描述它(Boyadzhieva, 2020: 

106)，然而《伊凡的少年時代》凱旋歸國後僅能有小部分放映，因為赫魯雪夫

認為蘇聯定沒有在戰爭中派出這樣的孩子(Martin, 2005: 65)。 

  在《伊凡的少年時代》後，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也執導了個人的一部長片

《第一個教師》（Первый учитель，1964）。康查洛夫斯基也出生於藝術世

家，父親謝爾蓋米亥科夫（С. В. Михалков 1913- 2009）縱橫詩歌、劇本，也是

蘇聯國歌作者，母親康查洛夫斯卡亞（Н. П. Кончаловская，1903-1988）是兒

童作家與詩人。康查洛夫斯基 1964 年從全蘇國家電影學院畢業，其畢業製作

《第一個教師》改編自艾特瑪托夫（Ч. Т. Айтматов，1928-2008）的同名小

說，敘述吉爾吉斯一位曾經是紅軍的老師的故事，並受到日本導演黑澤明

（Akira Kurosawa，1910-1998）和詩人瓦西里耶夫（П. Н. Васильев，1909-

1937）的影響(Кончаловский, 2019)，本片獲得了威尼斯影展最佳女主角獎。 

  除了塔可夫斯基、邦達爾丘克等拍出經典作品的蘇聯導演之外，當時蘇聯

還有不少出色的導演，如曾任莫斯科電影節評審團主題的丘赫萊依。丘赫萊依

在進入電影業之前，先是紅軍一員，曾參與二戰。1953 年從全蘇國家電影學院

畢業，先到多甫仁科電影製片廠（Киностудия имени А. Довженко）工作兩年

後，進入莫斯科製片廠，並於 1956 年推出首部執導作品《第四十一》（Соро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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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ервый，1956），本片翻拍普羅塔扎諾夫 1927 年的同名電影，試圖重新詮釋俄

國內戰， 

 

「（普羅塔扎諾夫版本的）電影是根據「階級立場」拍攝的，根據電影，所有

白軍都是惡棍，所有紅軍都是高貴的英雄。從我經歷過的戰爭中，我知道事實

並非如此，雙方都有反派(Чухрай, 2001)。」 

 

其最著名的作品《士兵之歌》扭轉過去人民對戰爭展現極大熱忱的敘事，轉為

人民對於日常生活的關注，去除過往蘇聯電影氾濫的英雄主義。丘赫萊依期待

透過這部電影使世界記得那些曾經經歷戰爭的人，不論是否真的走上戰場。

《晴空》（Чистое небо，1961）時空環境從戰時延伸到戰後，並透過史達林逝

世作為分界點，讓主角有了被懷疑、開除黨籍，以及後續授勳、回復黨籍的差

異，顯示人民被體制所束縛的悲哀，蘇聯人民將自己的幸福與追求共產主義劃

上等號，而當人民發現走在前方、領導自己的史達林並非自己以為的那樣時，

甚至無法摧毀自己過去的信仰(Чухрай, 2001)。丘赫萊依明確地將矛頭指向史達

林，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丘赫萊依欲突破過去框架，為蘇聯的文化藝術氛圍開創

新局的舉動，無怪乎他會成為少數將莫斯科電影節大獎頒給外國人的主席16，

更在 1966 年簽下《蘇聯科學、文學和藝術十三位人物致蘇共中央主席團反對史

達林恢復名譽之信件》（Письмо тринадцати деятелей советской наук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против реабилитации И. В. 

Сталина），以支持《蘇聯科學、文學和藝術二十五位人物致布里茲涅夫反對

                                                
16 1963 年的第三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Московск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инофестиваль）評審團

主席為丘赫萊依，他將大獎授與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1920-1993）的《八又二分之一》

（8½），綜觀為蘇聯時期、俄羅斯聯邦時期，是少數頒發給非社會主義國家、外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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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林恢復名譽之信件》（Письмо 25 деятелей советской наук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Л. И. Брежневу против реабилитации И. В. Сталина）。 

  上述兩份公開信可說是對於布里茲涅夫上台，解凍氛圍不再的一種回應，

簽署者亦為知識份子的一時之選，除了丘赫萊依之外，還有同意其觀點，使他

得以拍攝《第四十一》的導演羅姆，以及當時的另一重要導演胡齊耶夫。胡齊

耶夫出生於喬治亞，1950 年於全蘇國家電影學院畢業，先後服務於敖德薩製片

廠（1953-1958）、高爾基電影製片廠（1959-1964）、莫斯科電影製片廠

（1965-2019）。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一部象徵解凍氛圍，卻為審查所苦的作品

——《那年我二十歲》（Мне двадцать лет，1965），本片原名為《伊里伊奇

的哨所》（Застава Ильича），描繪了沒有理想的年輕人，是解凍時期最具爭

議的電影之一(Beumers, 2009: 135)。這部電影遭到政府刁難，導演被迫進行修

改，雖從 1959 年就開始拍攝，但一直到 1965 年才以《那年我二十歲》為名上

映。 

  戰爭電影內容的改變反映了解凍時期更加開放的政治風氣，以及電影工作

者豐沛的實驗精神，然而部分電影遭打壓、審查的情況，也可以發現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解凍也非一夕之間就能夠改變蘇聯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藝

術基調的成規與慣習。 

  這樣的情況在喜劇片中也可以發現，但由於以「喜劇」的外衣包裝，即使

在片中嘲諷官僚，仍可以因為將它與日常生活的語境隔開，歸入如夢境或嘉年

華等「非平常生活」，順利通過審查。梁贊諾夫（Э. А. Рязанов，1927-2015）

是蘇聯著名喜劇導演，1950 年從全蘇國家電影學院畢業，其首部獨立執導的劇

情長片《狂歡夜》（Карнавальная ночь，1956）大受歡應，賣出 4,864萬張

票，並被《蘇聯銀幕》（Советский экран）票選為 1956 年最佳電影(Соколов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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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1963)，片中暗諷了官僚主義，成為解凍時期的標誌之一。接下來梁贊諾

夫又接連執導了《沒有地址的女孩》（Девушка без адреса，1957） 、《輕騎

兵之歌》（Гусарская баллада，1962）、《給我申訴書》（Дайте жалобную 

книгу，1965）等喜劇，其中《給我申訴書》與前者有著根本上的不同——抽離

現實或立基於現實。梁贊諾夫曾說：「對我而言，拒絕『非自然』喜劇技巧始

於電影《給我申訴書》(Рязанов, 2007: 114)。」蘇聯喜劇長期以來與現實脫節，

觀眾無法將電影中的人物與自己相對應，自然無法從中得到反思，喜劇僅成為

政府轉移民眾注意力的工具，而梁贊諾夫的《給我申訴書》，「從某方面來

說，是梁贊諾夫電影從從傳統喜劇到悲喜劇的過渡(Афанасьева, 2020: 26)。」 

  蓋代（Л. И. Гайдай，1923-1993）是蘇聯喜劇的另一顆星星，他於 1955 年

從全蘇國家電影學院畢業，1956 年與涅夫佐洛夫（В. И. Невзоров，1918-

1961）聯合執導第一部長片作品《漫長的路》（Долгий путь，1956），讓羅姆

發現了他的喜劇天份，並在布里茲涅夫時期執導多部受歡迎的喜劇電影，被稱

為蘇聯的喜劇之王(Beumers, 2016: 519)。 

  綜觀解凍時期，依舊有幾部電影受挫，塔可夫斯基的《伊凡的少年時代》

即是一例，透過喜劇包裝諷刺意圖的電影也不是完全能通過審查。然而，大體

論之，此時期許多蘇聯電影獲得來自學界、政界，以及國內外觀眾的支持，成

立於 1919 年的全俄國家電影學院，再經過 30 多年後，出現了一批傑出的電影

導演，上述的每一位導演都畢業於此，他們在全俄國家電影學院中受到良好的

啟發與支援，並在畢業製作、或執導生涯第一部長片時，透過學校獲得與製片

廠的聯繫，當時擔任莫斯科製片廠負責人的裴利耶夫（И. А. Пырьев，1901-

1968）大力支持年輕電影工作者，使得許多急欲突破過去框架的電影得以製

作，雖然僅任職 3 年時間，但他同時創建了「達涅利亞高級編劇及導演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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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ысшие курсы сценаристов и режиссёров имени Г. Н. Данелии，簡稱

ВКСР），並在 1959 年領導莫斯科製片廠的第二創意部門17(Beumers, 2009: 

115)。除此之外，從《戰爭與和平》的花費便可看出蘇聯政府欲搶回經典文學

詮釋權18、以及透過紀念 1812衛國戰爭（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812 года）來

凝聚國民情感之動機，當時邦達爾丘克僅是執導過一部電影的年輕導演，卻承

擔如此大任，而這部電影也獲得了國內外的熱烈迴響，不論是電影獎或觀眾都

十分喜愛。而其餘的戰爭電影，雖非緊跟政府宣傳意識，甚至是完全反向的意

識形態，顯示了戰爭對小人物帶來的創傷、戰後百廢待舉的窘境等等，依舊能

獲得國內外肯認，這些導演甚至成為世人想起蘇聯電影時，腦中必定浮現的名

字。 

 

四、 停滯時期：1964-1982 

  1964 年，赫魯雪夫遭罷免，布里茲涅夫就任，為解凍劃下了休止符，布里

茲涅夫時期一改赫魯雪夫時代稍加開放的風氣，取而代之的是更為嚴厲的意識

形態審查，對蘇聯的文化活動是一大打擊，電影工作者面臨更嚴峻的電影審

查，作品被禁映、被迫禁止拍攝、選擇遠走他鄉的導演大有人在。這個時期的

電影通常伴隨著道德困境，表現電影工作者對於應主動對抗政府，或被動迴避

的糾結心境(Beumers, 2009: 149)。與此同時，蘇聯加盟共盟國的電影卻邁入了

繁榮時期，與莫斯科的距離與創作自由度成正比，電影工作者來到莫斯科學

習，回國後將所學與自身地域文化融合，創造出獨特的詩意情狀，許多共和國

電影史皆於此時錨定，如：亞美尼亞《石榴的顏色》（Цвет граната，1968）。 

                                                
17 1966 年後，被稱為「光」創意協會（Творческ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Луч»）。 
18 1956 年美國版《戰爭與和平》電影問世，是小說《戰爭與和平》首度被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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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停滯時期，娛樂電影與藝術電影的競爭一如往常，然而在當時，作者電

影19不僅受到市場考驗，還備受當局打壓。塔可夫斯基的《安德烈・盧布列

夫》（Андрей Рублёв，1966）根據同名中世紀聖像畫家的故事改編，被要求刪

減，甚至延後上映，但卻席捲了西方世界，蘇聯雖然派出《戰爭與和平》參加

坎城電影節，但法方卻親自來到莫斯科要求觀看《安德烈・盧布列夫》，西方

的讚賞固然可喜，但塔可夫斯基更想獲得祖國與觀眾的認可，他迴避敏感問

題，避免表態、參與社會政治議題(Boyadzhieva, 2020: 138-139)，卻沒能緩和他

與政府的關係。文學經典是許多導演避免審查的選擇，因為文學經典是現有的

劇本，不需要經過過於嚴苛的審視，然而塔可夫斯基的《飛向太空》

（Солярис，1972）、《潛行者》（Сталкер，1979）都是改編自科幻小說，也

在國外獲得大獎，而《鏡子》（Зеркало，1974）卻頗受刁難，未能參加坎城電

影節。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幾乎都帶著自傳性色彩，並與故鄉、童年、祖國緊密

相關（塔可夫斯基，2017：259），但這些卻都不是他最後的歸處，在布里茲涅

夫時代，塔可夫斯基以「被祖國否定」的姿態，進入了西方世界的審美語境之

中，成為蘇聯電影的代表。而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在處女作後，其第二部電影

《阿霞的幸福》（Асино счастье，1967）遭禁映，直到戈巴契夫時期才廣泛發

行，隨後他轉往文學改編電影，翻拍了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和契訶夫（А. П. Чехов，1860-1904）的《凡尼亞舅舅》（Дядя 

Ваня），並於 1979 年執導史詩大片《西伯利亞之歌》（Сибириада，1979），

康查洛夫斯基試圖與當局保持良好關係，仍在 1980 年前往美國，他曾告訴母

                                                
19 作者電影形成於 1950 年代法國電影界的一種創作主張，又稱作者論或作者政策理論，可用

來泛指具有明顯個人風格特徵的電影，有時可與「藝術電影」的概念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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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如果我不離開，我將成為異議者(Кончаловский, 1998: 49)。」並於 1990

年代才回國。 

  若不出國又想拍攝不符合政府需求的作品，被禁幾乎成了唯一結果，穆拉

托娃（К. Г. Муратова，1934-2018）與阿列克謝蓋爾曼（А. Ю. Герман，1938-

2013）即是這個時期電影審查的受害者。穆拉托娃出生於烏克蘭，1959 年畢業

於全蘇電影學院後開始在敖德薩製片廠工作，1967 年，穆拉托娃推出第一部獨

立指導的長片《萍水相逢》（Короткие встречи，1967），但立刻被禁，直到

戈巴契夫時期才解禁。第二部長片《漫長的告別》（Долгие проводы，1971）

除了被禁之外，更使得她被蘇聯電影工會除名，直到 1978 年才再度有導演作品

《認識廣闊的世界》（Познавая белый свет，1978），而 1983 年的《灰石之

間》（Среди серых камней，1983）因為未經同意遭刪減，使得穆拉托娃拒絕

掛上自己的名字，而以西多羅夫（Иван Сидоров）替代。穆拉托娃的作品解構

男性電影人在電影界的地位，以及男性角色在電影中的地位(Roberts, 2002: 113-

119)，這樣的表現在今日電影中亦不常見，她認為自己的電影並不具爭論性，

也沒有針對意識形態或政治進行批評，而卻依舊被針對劇情道德問題批評，或

者被指控非社會主義，而是資產階級現實主義(Taubman, 1993: 367-381)，這也

導致她的電影不斷被當局打壓。 

  同樣也是女性電影工作者，雪比特寇（Л. Е. Шепитько，1938-1979）導演

之路順遂許多，但卻因為車禍早逝。她於全蘇國家電影學院畢業後的首部電影

電影《翅膀》（Крылья，1966）以女性飛行員為主角，探討女性於戰爭期間與

戰後扮演的角色，而她的《上升》（Восхождение，1977）以二戰的游擊隊員

為主角，深刻剖析人性，成為唯一一部獲得柏林影展金熊獎的蘇聯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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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列克謝・蓋爾曼與其他多數出身全蘇國家電影學院的俄羅斯導演不同，

他畢業於列寧格勒國家戲劇學院（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театра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現名為俄羅斯國家表演藝術學院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нститут сценических искусств），於畢業後開始在劇院工

作，阿列克謝的父親尤里・蓋爾曼（Ю. П. Герман，1910-1967）是一名劇作

家，兩人本要合作改編尤里的作品，但因其健康狀況不佳而作罷。1967 年，阿

列克謝與阿羅洛夫（Г. Л. Аронов，1923-1984）一同執導《七號衛星》

（Седьмой спутник，1967），這部電影代表了他與蘇聯政府最後的和諧時期，

在這之後的作品都逃不過審查命運，被批評，甚至無法放映，1971 年蓋爾曼導

演處女作《途中審判》（Проверка на дорогах，1971）被禁映，直到戈巴契夫

時代解禁後才造成大轟動，奠定了他在蘇聯、俄羅斯電影中的重要地位

(Anemone, 2016: 548)。在《途中審判》接著阿列克謝改編了西蒙諾夫（К. М. 

Симонов，1915-1979）的作品《二十日無戰事》（Двадцать дней без 

войны），這兩部作品存在著共通點，也是蓋爾曼電影中試圖表現的主題，那

就是不同於過往與官方敘事的愛國戰爭主題，而是顛覆其敘事，並從中刻畫戰

爭中的人性百態(Anemone, 2016: 549-552)，而這對於布里茲涅夫當政下的蘇聯

來說，無疑是最使其驚懼的作品之一。 

   蓋代是在本時期十分成功的導演之一，執導了多部喜劇，其中又以

1960、70 年代的電影為佳，包括：《Y行動和舒立克的其他冒險》（Операция 

«Ы» и другие приключения Шурика，1965）、《高加索女俘虜或舒立克的新冒

險》（Кавказская пленница, или Новые приключения Шурика，1967）、《鑽石

之臂》（Бриллиантовая рука，1969）等等，這三部電影在蘇聯創下超高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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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分別創下 6,960萬、7,650萬、7,670萬的觀影人數(Costanzo, 2020: 198-

199)，成為蘇聯喜劇代表導演之一。在蓋代的作品中有兩個顯著的主題： 

1. 俄羅斯根深蒂固的文化態度、品味和禁忌； 

2. 當時仍近的蘇聯恐怖經歷——史達林時代的恐怖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Prokhorova, 2016: 522)。 

蓋代的電影捕捉了其所在時代的荒謬與不可理解性，透過插科打渾，有效地避

開被認為是諷刺當局的情節，同時獲得官方放行及觀眾喜愛，Prokhorov認為其

作品「關注其中動態而非電影的敘事性，這使他與大多數俄羅斯導演不同

(2003: 459)」。透過專屬於蘇聯思維下的敘事與比喻，以及視覺、聽覺、可見

的動作與對白，使得社會主義社會本身成為電影佈景，拓展喜劇的敘事的深度

與廣度。在布里茲涅夫當政時期，他已經在蘇聯電影界站穩腳步，使得他有更

大機會保留其所欲在電影中表現的種種，透過模糊喜劇和恐怖片之間的分野，

進一步達成真正的暴力——可見的僅是表面，真正的恐怖則藏在話語之間

(Prokhorova, 2016: 529-536)。 

  米亥科夫（Н. С. Михалков，1945-）是於本時期竄起的又一位名導。他是

康查洛夫斯基的弟弟，先進入莫斯科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校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Музыкальная школа при МГК им. П.И. Чайковского)學習，後來又進入史楚金

戲劇學校 (Театра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имени Бориса Щукина пр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м театре имени Евгения Вахтангова)，但未完成學業即被開除，轉

入全蘇國家電影學院後於 1971 年畢業。雖然米亥科夫導演處女作《敵我難辨》

（Свой среди чужих, чужой среди своих，1974）於 1974 年才問世，但在這之

前他已經參演多部電影，包括在《戰爭與和平》中飾演娜塔莎的弟弟佩帝亞・

羅斯托夫（Петя Рост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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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我難辨》將時空背景設定於俄國內戰剛結束之際，敘述五個於內戰中

相遇的朋友的故事。這部電影將美國西部片的風格與社會主義精神結合，顯示

了米亥科夫早期創作的特徵，即基於神話創造的藝術的、虛構的故事，而非從

歷史的角度出發，不只適應了西方觀眾的偏好，也在蘇聯銀幕上獲得好成績

(Beumers, 2005: 28-29)。第二部作品《愛情的奴隸》（Раба любви，1976）一樣

聚焦於內戰期間，描繪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同樣更為關注其神話特質，而非

歷史本身，甚而批評了商業電影在社會主義道德觀下的模糊性質(Beumers, 

2005: 37)，在蘇聯與國際上同樣受到讚譽。在停滯時期日益緊縮的政治氛圍驅

使下，接下來兩部電影，米亥科夫瞄準改編劇本，《未完成的機械鋼琴曲》

（Неоконченная пьеса для механического пианино，1977）、《五個晚上》

（Пять вечеров，1979）、《奧勃洛莫夫一生中的幾天》（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из 

жизни И. И. Обломова，1980）分別改編了契訶夫的《無父》

（Безотцовщина）和沃洛金（А. М. Володин，1919-2001）的《五個晚上》

（Пять вечеров），以及岡察洛夫（И. А. Гончаров 1812-1891）的《奧勃洛莫

夫》（Обломов），其中《未完成的機械鋼琴曲》獲得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

節（San Sebasti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確立了米亥科夫的國際地位。米亥

科夫代表了與塔可夫斯基、康查洛夫斯基完全不同的道路，從進入電影圈直至

今日，他都是國家／黨的忠實擁護者，在避免挑戰禁忌的同時，創造了獨特美

學風格的作品，將自己的電影推出蘇聯，甚至獲得西方讚賞，代表了俄羅斯電

影、俄羅斯電影人的其中一個重要面向，不破壞祖國神話，而是依附祖國神

話，並融合西方技巧詮釋，同時滿足了蘇聯與西方的觀眾需求。 

  在停滯時期電影審查嚴格，但蘇聯卻依舊端出許多好菜，不論是敘事上的

美學呈現，或是創下票房紀錄的商業大片，都在這個時期頗有建樹，而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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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都與耶爾馬什有關。耶爾馬什自 1972 年開始擔任蘇聯電影部長理事會國家

委員會（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по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主席，1978 年擔任蘇聯國家電影委員會主席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СССР по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直到 1986 年20，許多

知名蘇聯商業電影如：《命運的捉弄》（Ирония судьбы, или С лёгким 

паром!，1975）、《莫斯科不相信眼淚》（Москва слезам не верит，1979）都

於此時問世。耶爾馬什崇尚好萊塢的製作模式，再加上當時電視已開始部分取

代人們上電影院的娛樂，官方開始更偏好於大眾化的娛樂商業電影，耶爾馬什

不同於反對商業片的前任主席羅曼諾夫（А. В. Романов，1908-1998），鼓勵電

影界製作觀影門檻較低的電影，促成當時電影業的票房盛況，卻也導致電影的

同質性較高(Woll, 2006: 624)。但值得一提的是，這裡的同質性並非威權政府要

求的特定題材、風格、敘事，而是在電影趨向商業化的過程中出現的現象。在

蘇聯電影票房的前十名作品，全部都來是停滯時期發行的作品，其中前兩名皆

超過 8000萬人次觀影(Кудрявцев, 2006)，詳細名單見表 2-1。 

表 2-1 蘇聯電影票房前十名 

年份 片名 導演 觀影人數 

（百萬） 

1979 二十世紀的海盜（Пираты XX 

века） 

杜洛夫 

（Борис Дуров） 
87.6 

1979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Москва слезам не верит） 

緬紹夫 

（Владимир Меньшов） 
84.4 

1969 鑽石之臂（Бриллиантовая 

рука） 

蓋代 

（Леонид Гайдай） 
76.7 

                                                
20 前後變動僅為政府部門改組，非部門間調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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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高加索女俘虜或舒立克的新冒

險（Кавказская пленница, или 

Новые приключения Шурика） 

蓋代 

（Леонид Гайдай） 
76.5 

1967 瑪麗諾夫卡婚禮（Свадьба в 

Малиновке） 

圖特施金 

（Андрей Тутышкин） 
74.6 

1980 機組員（Экипаж） 

 

米塔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тта） 
71.1 

1965 Y行動和舒立克的其他冒險

（Операция «Ы» и другие 

приключения Шурика） 

蓋代 

（Леонид Гайдай） 
69.6 

1968 盾與劍（Щит и меч） 巴索夫 

（Владимир Басов） 
68.3 

1969 神出鬼沒復仇者（Новые 

приключения неуловимых） 

歐賽揚 

（Эдмонд Кеосаян） 
66.2 

1971 這裡的黎明靜悄悄（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 

羅斯托茨基 

（Станислав Ростоцкий） 
66.0 

（資料來源：Fedorov, Alexander.2020. “Leaders of Soviet Film Distribution (1930-

1991): Trends and Patterns”. Media Education (Mediaobrazovanie), 60, 1: 24-62） 

 

五、 戈巴契夫時期：1985-1991 

  1982 年布里茲涅夫逝世，蘇聯在短時間內經歷兩任領導者更迭，安德洛波

夫（Ю. В. Андропов，1914-1984）、契爾年科（К. У. Черненко，1911-1985）

任內並無太多建樹，大至遵循布里茲涅夫的路線。1985 年戈巴契夫就任蘇聯共

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蘇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領導人，其任內推動的

「改革開放」（гласность перестройка）對於蘇聯的政經、社會都帶來改變與

衝擊。在藝文界，戈巴契夫任用自由派人士，許多過去被禁的電影、文學、繪

畫都在此時解禁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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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影界的行政體系上也發生諸多變革。1986 年，第五屆蘇聯電影工作者

代表大會（V съезд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стов СССР）召開，選出克里莫夫（Э. Г. 

Климов，1933-2003）為主席，並做出若干改革措施： 

1. 解禁了一大批此前被擱置起來的藝術思想及表現手法具有新意的影片。 

2. 取消了電影審查制度 

3. 改變了電影生產模式 

4. 取消了共產黨的領導（李芝芳，2004：117-118）。 

  這些改革使得電影在蘇聯末期百花齊放，劇本審查鬆綁、不再獨尊共產黨

路線，以及各種模式的電影公司、製片廠都出現，與戈巴契夫時代的整體風氣

一致。與解凍時期很相似，緊縮後的放鬆，總會激起更劇烈的能量，本時期的

作品主要聚焦於對過去的反思，以及對現況的反應，並具體表現在幾個主題中

——史達林大清洗、青少年問題、次文化（例如：搖滾樂）、官僚主義，以及

對於混亂、悲觀現況的呈現(Beumers, 2009: 193-213)，分別在紀錄片、劇情片中

各有體現。 

  本時期因時間較短，不若前面四個時間區段有指標性導演崛起，多是在前

期已推出名作的導演，因此仍以分析蓋爾曼、穆拉托娃、米亥科夫為主，並加

上於本時期推出名作的蘇古諾夫（А. Н. Сокуров，1951-）、擔任蘇聯電影工作

者代表大會主席的埃列姆克里莫夫及其他重要電影。 

  阿列克謝・蓋爾曼的《我的朋友伊凡拉普辛》（Мой друг Иван Лапшин，

1984）改編自其父親的小說，探討了真實的生活，破除史達林時期的英雄神

話，因受到阻撓直至 1984 年才上映，「這部電影的上映標誌著即將開始發行其

他先前被禁的電影的過程(Anemone, 2016: 555) 」。其中，就包括克里莫夫的

電影。《牙醫歷險記》（Похождения зубного врача，1967）在 1967 年被以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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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形式發行，直到 1987 年才被重新上映，《痛苦》（Агония，1981）於 1975

年完成，但為被發行，1978 年遭退回，1981 年在海外上映，但直到 1985 年蘇

聯國內的觀眾才得以看到這部電影，而其新作《見證》（Иди и смотри，

1985）恰逢二戰結束 40 年時發行，敘述男孩參戰後內心崩毀的過程，在 1985

年莫斯科電影節上拿到金獎和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連帶讓票房也水漲船高。

穆拉托娃的作品也於此時解禁，《萍水相逢》、《漫長的告別》同時入圍了

1988 年的尼卡獎。其新作《衰弱症》（Астенический синдром，1989）諷刺當

時蘇聯的紊亂，政治諷刺意味濃厚，甚至可說預見了蘇聯的末日，在當年遭到

「限量」形式的發行(Аркус, 2004: 281)，但依然獲得柏林影展評審團銀熊獎，

以及尼卡獎四個獎項提名，最終獲得最佳影片。阿斯寇里多夫（А. Я. 

Аскольдов，1932-2018）的《人民委員》（Комиссар，1967）以俄國內戰為背

景，敘述女性拋下新生涯加入戰爭的故事，卻被認為不符合十月革命五十週年

的英雄宣傳，使得他被終身禁止拍片，斷送導演生涯，直到戈巴契夫時代才被

解禁，獲得柏林影展評審團銀熊獎和尼卡獎四大獎。梁贊諾夫的《被遺忘的長

笛旋律》（Забытая мелодия для флейты，1987）諷刺官僚主義和政府的腐

敗、《親愛的伊蓮娜・謝爾蓋耶芙娜》（Дорогая Елена Сергеевна，1988）聚

焦青少年的陰暗面；阿巴杜拉希特夫（В. Ю. Абдрашитов，1945-）的《普留布

姆，還是危險的遊戲》（Плюмбум, или Опасная игра，1987）敘述青少年犯罪

以及警察監督工作；皮丘爾（В. В. Пичул，1961-2015）的《小薇拉》

（Маленькая Вера，1988）是蘇聯電影中首次出現性愛場景的作品，充斥著對

於人生失去希望的氛圍；索洛維耶夫（С. А. Соловьёв，1944-2021）的《阿

薩》（Асса，1987）見證了 1980 年代蘇聯搖管樂的崛起，還邀請當時在蘇聯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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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樂的重要樂手，如：維克多・崔（В. Р. Цой，1962-1990）參演，包含上述的

許多 1980 年代後期的電影都是反映當代的作品。Beumers認為：	

 

「改革重組時期所拍攝、解禁的電影都極富爭議性、創新性、實驗性和勇氣。

但從今日角度來看，部分電影在電影語言的表現、題材、處理方法和導演技巧

上都傳統而普通，因此無法通過時間的考驗 (Beumers 2008:189)。」 

  蘇古諾夫是於本時期崛起的導演之一，更成為後蘇聯、當代俄羅斯電影的

重要代表。1974 年，蘇古諾夫畢業於國立高爾基大學（Горь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Лобачевского）21歷史系，接著進入全蘇國家

電影學院導演系學習，其第一部作品《無言之歌》（Одинокий голос 

человека，1987）22便受到塔可夫斯基的讚賞。戈巴契夫放鬆審查之後，蘇古諾

夫以規律而頻繁的速度創作，《日月無光》（Дни затмения，1988）、《包法

利夫人》（Спаси и сохрани，1989）、《第二層地獄》（Круг второй，1990）

等都有獲得電影獎項。其作品的總體分析筆者將於下節一併探討。 

  在戈巴契夫時代，由於拍攝管控大為放鬆、過去電影解禁，使得許多電影

仔此時集中躍上蘇聯和國際舞台，卻也使得西方對於蘇聯電影的關注度較為片

面，幾乎以「被禁映」為貴，而其他許多曾於蘇聯創造極高票房的大眾電影卻

無法得到相應的關注。在蘇聯的末日，幾乎已經可以見想未來俄羅斯聯邦的作

品將會如何進入國際視角。 

 

 

                                                
21國立高爾基大學（Горь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Лобачевского）現名為國立

下諾夫哥羅德大學（Нижегород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Н. И. Лобачевского） 
22 《無言之歌》（Одинокий голос человека）於 1978 年完成，但直到 1987 年才公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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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蘇聯電影發展變化蘊含之意義 

 	 綜觀蘇聯時期的電影作品，將之分為五個階段後，除了史達林時期之外，

其餘時間斷代皆頗有斬獲。在 1917-1929 年間，由於政治管控並不嚴厲，主管

藝文之單位亦不要求所有作品都應符合黨的路線，因此蘇聯電影之創作能量得

以萌芽，再加上許多電影工作者投入全蘇國家電影學院，打造培育電影人才的

搖籃，本時期對於蒙太奇的嘗試也為世界電影建立了不同的審美與流派。史達

林時期（1930-1953）進行高壓統治，大清洗不僅迫害許多藝文創作者、平民，

也使得民間創作能量萎靡，幾乎只剩下符合國家需求的電影，日丹諾夫主義的

影響更直到 1960 年代都還一息尚存。二戰過後，蘇聯搜刮了許多德國電影作為

戰利品，這是外國電影出現在蘇聯的其中一種形式，而進入解凍時期後，蘇聯

基於文化推廣與交流，也會購買國外影片、交換影片，且通常是與其他社會主

義國家進行，如墨西哥、印度等等。而面對美國、法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雖然

也有進口，但多會進行刪修、錯譯、限制拷貝數量等方式，來確保國民不會看

到官方不歡迎的畫面與情節(Roth-Ey, 2016: 41-53)。在國產電影的部分，蘇聯導

演再度進行電影實驗，耗費鉅資的《戰爭與和平》雖為國家指定拍攝，仍可於

其中見到邦達爾丘克對於新的電影語言的嘗試，塔可夫斯基的長鏡頭一名留青

史，蘇聯電影的類型變多，技法更加成熟，最終於停滯時期收成，停滯時期許

多電影締造票房紀錄。解凍時期與停滯時期的電影成為兩種鮮明對照，解凍時

期推出的許多電影享譽國際，成為世界對於蘇聯電影、經典電影的普遍理解與

印象，然而停滯時期的電影才是在蘇聯締造票房紀錄者，除了政治審查使得許

多「經典電影」無法上映、有限度上映之外，觀眾對於「大眾電影」的喜愛與

需求更是一大原因。如前所述，蘇聯影史票房高點多為停滯時期出產的作品，

電影作為一種工業，的確為「蘇聯」這個社會主義世界帶進巨額收入，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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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這個意識形態而言，停滯時期電影在國內的表現與之相違背，並

不反資本主義，甚至可被視為「商業」電影，而在國外，電影作為推廣蘇聯文

化、進行意識形態宣傳的手段又無法與美國電影相抗衡， 

 

「蘇聯以票房大片的形式在電影文化冷戰中敗下陣來，蘇聯電影的遍及範圍與

好萊塢電影的遍及範圍的差距是巨大的(Roth-Ey, 2016: 75)。」 

 

最後，隨著戈巴契夫解禁，許多電影問世，與當時紊亂的社會氛圍互相輝映、

作用加乘，並一次次躍上國際舞台，成就蘇聯電影最後的璀璨。 

  從蘇聯電影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發現，蘇聯電影作為一種文化印象，在蘇聯

人與歐美國家中存在不同的歷史記憶，歐美國家更為關注「異議者」電影作

品，而蘇聯人真正走進電影院觀賞的卻是蓋代、梁贊諾夫的喜劇；蘇聯電影作

為工業的一環，在資本主義世界，在社會主義盟友中都敗下陣來，票房成績無

法與好萊塢電影批敵；蘇聯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成為區分國民鑑賞標準的

一種方式，而最終被美國代表的大眾文化、蘇聯本身代表的大眾文化所侵蝕：

最後，蘇聯電影作為知識份子反映社會的一種方式，的確在政治氛圍放鬆之際

起到反省與打破宣傳神話的作用。即便蘇聯解體、冷戰落幕，蘇聯電影也同蘇

聯一樣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但確確實實呈現了俄羅斯文化中兩極對立及矛盾的

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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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解體後俄國電影產業狀況 

  1991 年 12月 26日，蘇聯不復存在，俄羅斯聯邦取而代之，並進入了另一

段動盪時期。俄羅斯電影面臨的挑戰是全面性的，包括國內的政經問題、電影

業本身的體質問題，以及國外電影大舉進入俄國帶來的競爭等等。在 Nevafilm

釋出的報告書中，將電影市場分為三階段：1996-2002、2003-2007、2008-

2011，主要是以電影市場的發行商與放映商變化為主要分段方式，接下來則每

兩年出版一本報告書，統整兩年內變化。筆者認為該報告書在時間分段上過於

細緻，且本文以 2000 年後的電影政策為主要研究核心，應以解體後政治變化情

況為主要分段方式較為合宜。因此在本節筆者將 1992 年至今分為兩個時間區

段，分別為 1992-1999，以及 2000 年至今，也就是葉爾欽主政期間與普丁掌權

期間兩個主要時間段，並分析俄羅斯電影業、電影市場在時間推移下出現的改

變，以及列出當代重要的俄羅斯電影。 

 

一、 當代俄羅斯電影：轉型期（1992-1999） 

  葉爾欽於擔任俄羅斯聯邦總統初期，推出了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結

果導致盧布大幅貶值，市場動盪，加劇原本就已岌岌可危的經濟問題，葉爾欽

時期是俄國社會全面的轉型嘗試與動盪，政治上從威權走向民主制度，經濟上

從社會主義走向資本市場，連帶的文化層面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國內百廢

待舉，分離運動、對於昔日蘇聯的懷念，都成為此時期的創作題材。 

  在 1992 年以前，俄羅斯電影業因為國家管控放鬆，資金來源、電影公司及

製片廠皆增加，經歷了短暫的創作高峰，然而短時間內從國家統籌的生產模式

轉為自負盈虧、包辦生產、發行、放映的通道並非易事，新生的俄羅斯電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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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面對的問題逐漸浮現。90 年代的俄羅斯電影業面臨的問題主要可分為三個面

向：電影市場、電影業體質、國家經濟，筆者將就這三個面向做更深入的探

討。 

（一）電影市場面 

  蘇聯解體也代表了冷戰時代終結，俄國對於外國電影的限制放鬆，西方影

片大量進入俄羅斯，其中美國電影佔了絕大多數，俄國國片數量卻在 1996 年來

到低點，僅有 28部劇情片 (Beumers, 2008: 218)。由於美國電影在過去難以接

近，因此一進入市場便受到大眾歡迎，即使是品質較差的電影，依舊有一定票

房成績，且這類影片價格低廉，種種原因都讓發行商更願意進口美國電影，造

成俄羅斯電影市場充斥美國電影的局面。發行端原本從事國片與外片發行的比

例無太大差別，但隨著俄羅斯電影逐漸失去觀眾信心，越來越多發行商投入外

片發行，而國家既有的發行網路也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移出，俄羅斯電影在市場

上盡顯頹勢。 

（二）電影業體質面 

  除了有外患之外，電影業也有許多內憂待解決，其中俄羅斯電影品質便是

一個重大問題。在製作端，當西方美學進入混亂狀態的俄羅斯，便影響了其電

影語言，在新生俄國電影尚未找到自身定位之際，便失去了方向，不只無法找

到其核心美學與思想，更甚而製作變得粗糙，題材也趨於單一，雖然解除了政

府管控的問題，卻難出現蘇聯時期的經典作品；在放映端，過往蘇聯政府所建

立的近乎「一條龍」的體系被打破。由於在蘇聯時期電影發行亦由國家掌控，

因此電影製作方毋須擔心電影完成後卻不到戲院上映，但這樣的方式卻也使得

蘇聯電影容易失去競爭力，而這些問題在邁入資本社會後一一浮現，戲院更傾

向於選擇有利可圖的電影（李芝芳，2003：13-23）。因此，如何提高俄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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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調和製作與放映端的關係，成了俄羅斯電影業急需解決的問題，俄羅斯

電影業在電影的製作、發行、放映三端都遇上許多困難似乎是無可避免的命

運。 

 

（三）國家經濟面 

  在蘇聯時期國家支援電影生產，然而解體後百廢待舉，蓋達（Е. Т. 

Гайдар，1956-2009）推出的休克療法卻使得俄國經濟更加惡化，國家無法大量

投資，私人企業也由於國片品質不見起色而逐漸失去投資信心與興趣，而西方

的投資者則多投資知名導演，或者旅外導演，而電影內容也因投資者不同，而

出現了許多滿足西方視角的作品（李芝芳，2003：27-29）。 

 

  自由化的市場並沒有將俄羅斯電影業帶上康莊大道，而國家也無法像過去

那般提供協助，使得俄羅斯電影業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然而，俄國政府也並

非完全沒有協助電影業的發展，1992 年 9月 30日俄羅斯聯邦電影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簡稱 Роскомкино）成

立，而在《關於批准俄羅斯聯邦政府電影委員會條例》（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16 апреля 1992 года N 253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оложения о Комитете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пр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中，表明了該委員會的任務包括了加強俄羅斯電影的製作和創作

潛力、改善電影服務以及保護電影工作者的政策；制定相關法律；針對電影領

域做規劃並提供專家審查；針對電影藝術、技術領域做研究；培訓電影工作者

等等。1992 年 8月根據上述法令，通過了電影委員會第 87號法令《關於批准

國家財政支持的電影和錄像產品的創作和發行條例及其實施程序》（Комите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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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Пр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каз от 10 

августа 1992 года N 87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оложения о создании и прокате 

кино-видеопродукции, осуществляемых пр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финансов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и порядке ее реализации”），擴大解釋對於影視產品的支持。1994

年 4月 15日，葉爾欽簽署了《關於俄羅斯聯邦在本國電影領域的保護主義政策

以及與世界和俄羅斯電影 100週年有關的活動》（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 протекционист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област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и мероприятиях в связи 

со 100-летием мирового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а”）的總統令，除要求籌

辦電影百年紀念活動之外，也訂定加惠國內電影產業的政策，如提供信貸、金

融支持，以及對電影製作所需的用品提供進口優惠。1995 年 1月 16日通過的

俄羅斯聯邦政府第 44號法令《以社會和經濟支持國家電影基金》，根據這個法

令建立了俄羅斯國家電影基金。同年 10月 28日，俄國政府再通過《關於保護

和發展國產電影發行和提高電影對人民的服務水平的措施》（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28 октября 1995 года N 1037 О мерах по сохранению и 

развитию прокат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фильмов и повышению уровня 

кинообслуживания населения）給予電影發行端財政支援。 

  1996 年 8月，俄羅斯當代關於電影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問世——聯邦法律第

126-FZ《關於國家支持俄羅斯聯邦電影業》，許多電影報告書都會以 1996 年作

為起始，因為這是當代俄羅斯產量最低的一年，之後便開始上升，且本法因應

時代變化經過多次修訂，成為俄國政府支持國產電影的主要法源之一。 

  隨著俄國電影相關法律越趨完善，俄羅斯電影也逐漸重拾發展動能。本時

期的電影回望過去也反映當代，前者多以帝國時代為藍本，多少具懷舊之情，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414

 88 

也對史達林時期重新再認識；後者多涉及國族認同問題，反映了蘇聯解體後，

前加盟共和國、聯邦內部自治共和國這兩層身份認同問題，對車臣戰爭與阿富

汗戰爭的反思來到電影工作者跟前，與西方接觸時感受到的欣喜與失落亦於這

個外國影片蠶食俄國電影之際盡顯，在社會層面則有關於犯罪及對當今生活表

達絕望態度的作品(Birgit, 2008: 219-240)。本時期重要導演包括讓俄羅斯首次攻

克奧斯卡外語片的米亥科夫、塔可夫斯基精神的繼承者蘇古諾夫，以及幽默諷

刺的風格呈現俄國社會問題的戈沃魯金（С. С. Говорухин，1936-2018）。米亥

科夫代表了後蘇聯時期導演的其中一個面向，以俄國視角出發，卻拍出了獲得

西方廣泛認可的作品，1994 年的《烈日灼身》（Утомлённые солнцем，1994）

以史達林大清洗為主題，雖對該時代有所批判，卻多了改朝換代而導致價值觀

全轉變這一現象的思考，充滿人文精神。1998 年的《西伯利亞理髮師》

（Сибирский цирюльник，1998）將時間拉回 19世紀末的俄羅斯帝國，通俗劇

的情節，以及對於昔日帝國的懷舊氛圍讓本片在俄羅斯獲得觀眾好評，然而將

俄羅斯文化與西方文化並置卻引來批評，從這裡也可以發現不論是持正面或反

面意見，都是出自對於「俄羅斯傳統」的想像與自傲感。 

  蘇古諾夫是另一位在國際上大放異彩的俄國導演，他在 1980 年代於列寧格

勒製片廠工作，產出大量紀錄片與劇情片，但未能登上大銀幕，直到戈巴契夫

時代才大量釋出。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是他在國際上站穩腳跟的時刻，

《日月無光》、《第二層地獄》、《母與子》（Мать и сын，1997）、《希特

勒末日》（Молох，1999）都受到國際矚目。觀察其眾多作品，可以將它們區

分為三類：劇情片、紀錄片和致敬（或「輓歌」(элегия)）。而這三類又可做更

細緻的劃分，蘇古諾夫的劇情片可分為文學改編、親密劇和歷史劇三種，與紀

錄片和致敬相比，劇情片給予導演更大的彈性，透過特殊、實驗性的電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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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凸顯其欲探索的主題，而文學改編則立基於導演對於文學作品本身的理解

與詮釋，包括《包法利夫人》（Спаси и сохрани，1989）23、《呢喃語頁》

（Тихие страницы，1994）24等等。其紀錄片則關注社會邊緣族群與世界的邊

緣角落，也少不了針貶時事之作，而即使深具批判性的作品，依舊不失其典型

美學，其《晚祭》（Жертва вечерняя，1984創作，1987 上映）以參與節日人

潮散去的場景暗示蘇聯儀式的逝去，是其受矚目的紀錄片作品之一。致敬（輓

歌）類的作品則以著名歷史人物為主角，使得這些人們從過去來到現在，使他

們的形象更為鮮明，並與其紀錄片一樣，以導演之畫外音穿插其中(Bird, 2011: 

48-51)。事實上，蘇古諾夫的電影很難以單純的劇情片／紀錄片劃分，其劇情

片經常容入大量的紀錄片鏡頭，因此也有以主題劃分的方式，將其作品分為七

大主題： 

1. 對小人物的關注 

2. 輓歌紀錄片的循環 

3. 探索老年或已故藝術家的生活和作品 

4. 對文學高度主觀之改編 

5. 軍事生活 

6. 聖彼得堡的文化生活 

7. 政治生活(Condee, 2009: 164)。 

這麼多分類並沒有真正地解構蘇古諾夫的電影，在各分類之間也不是完全沒有

重疊，一部電影可能同時被放入二、三個分類，更顯現其作品之複雜性。他被

稱為最後一位真正的蘇聯電影導演（last true Soviet auteur）(Brashinsky and 

                                                
23 《包法利夫人》（Спаси и сохрани，1989）改編自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之

《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24 《呢喃語頁》（Тихие страницы，1994）改編自杜斯妥也夫斯基之《罪與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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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ton, 1994: 122)、塔可夫斯基的繼承人(Szaniawski, 2014: 22)，成為世紀交接

之際，頗能表現俄國當代心理層面狀態的導演之一。 

  羅戈日金（А. В. Рогожкин，1949-2021）於 1982 年畢業於全蘇國家電影學

院，並於 1980 年代開始他的導演之路，其作品以揭露社會問題出發，具有反映

社會與政治問題的特色。解體隔年，羅戈日金更直接創作批判「全俄肅清反革

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и саботажем при СНК РСФСР）的《契卡》（Чекист，

1992）。接著 1995 年的《民族狩獵特徵》（Особенност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хоты，1995）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不僅受到觀眾喜愛，更參加了電影節競

賽，甚至促使接下來兩部續集《民族漁獵特徵》（Особенност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ыбалки，1998）、《冬日狩獵特徵》（Особенност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хоты в 

зимний период，2000）的誕生，這些作品捕捉了俄羅斯人的性格特色，但深度

不若其社會寫實電影，反倒是以「車臣戰爭」為主題的《訊號站》

（Блокпост，1988）展現了對於和平的深切盼望，亦是反應 1990 年代俄國內

部國族矛盾的佳作，它呈現了俄羅斯曾經作為帝國的轉型陣痛期，反應了一種

「文化危機狀態」（state of cultural crisis），他同時反映了國家加諸於個人的苦

痛，卻也不掩飾個體的道德缺陷，持續探討俄羅斯的後殖民議題，並延續至

2000 年代初的俄羅斯電影(Monastireva‐Ansdell: 2017: 115-134)。 

二、 當代俄羅斯電影：發展期（2000-） 

  在本時期的重要電影工作者主要分成三類，一為蘇聯後期便活躍於影壇的

資深導演，如：米亥科夫、康察洛夫斯基，二為解體初期展露頭角的導演，

如：蘇古諾夫、羅戈日金等等，三為於 21 年世紀開始活躍於影壇的安德烈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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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夫（А. П. Звягинцев，1964）、小阿列克謝蓋爾曼（А. А. Герман мл.，

1976）、謝列布倫尼科夫（К. С.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1969）、畢克曼別托夫（Т. 

Н. Бекмамбетов，1961）、費多爾邦達爾丘克（Ф. С. Бондарчук，1967）等

等，筆者在本節將以第二、三類為重，因為第二、三類所做之作品於 2000 年後

的俄羅斯佔據了較大的聲量，或在票房、或於影展取得佳績，並足夠代表新世

紀俄羅斯電影。其中，提穆爾畢克曼別托夫的《夜巡者》（Ночной Дозор，

2004）被視為分水嶺大片(Beumers, 2016: 9)，不僅被 20世紀福斯探照燈影業

（Fox Searchlight production company）收購，最後更收入 3,400萬美元，自此

開啟俄羅斯電影的新時代(Seckler and Norris, 2016: 217)。在 21世紀，俄羅斯電

影初先了兩種流派，一為承襲傳統俄羅斯電影美學的藝術電影，二為效仿西方

商業製作的大片。 

  2002 年俄羅斯影壇出現了兩部重要作品——羅戈日金的《春天的杜鵑》

（Кукушка，2002）與蘇古諾夫的《創世紀》（Русский ковчег，2002），兩都

延續了各自於 20世紀末對於俄羅斯社會的探討。20世紀初，由於衛國戰爭 60

週年即將到來，出現不少關於二戰的電影，羅戈日金的《春天的杜鵑》便是其

中之一，然而本片特別之處在於權力中心莫斯科被隱形，而被莫斯科、蘇聯所

影響的地區來到鏡頭前，透過芬蘭和蘇聯之間的戰爭，理解戰爭對個人的影

響，超越俄羅斯的國界，關注任何戰爭對任何人破壞，試圖在一部部戰爭電影

之後，提供不同於主流戰爭神化想像的視角，並於接下來的《轉場》

（Перегон，2006）以蘇聯和美國士兵的互動，繼續探討這個議題(Norris, 2008: 

142-162)。 

  同樣是 2002 年，巴拉巴諾夫（А. О. Балабанов，1959-2013）也推出了一

部戰爭電影——講述第一次車臣戰爭的《戰爭》（Война，2002）。巴拉巴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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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於 1997、2000 年推出《兄弟》（Брат，1997）及續集，是當時頗受歡迎的

犯罪電影之一，反應了 1990 年代俄羅斯社會的混亂狀態，這三部電影都以車臣

戰爭為背景，試圖將國家的恐懼具象化(Hashamova, 2015: 296)，同時呈現了俄

羅斯的對內與對外的焦慮，對內必須處理蘇聯留下的問題，對外必須面對西方

文化的入侵，後者於《兄弟》中的俄羅斯式英雄特別能夠發現，更暗示了後蘇

聯時期的俄羅斯電影業對其國家力量和文化權威動搖的不安(Larsen, 2014: 

511)。《黑色海洛因》（Жмурки，2005）、《棺材 200》（Груз 200，2007）

則關注蘇聯末其與後蘇聯初期，出現許多暴力場景，以表明這樣的邪惡、混亂

狀態其來有自，根植於俄羅斯文化中，並打碎觀眾對於前蘇聯的信念。 

  蘇古諾夫的《創世紀》是 21世紀初的重要作品之一，不僅進入冬宮拍攝，

全片一鏡到底，帶領觀者徜徉於俄羅斯帝國 300 歷史，是一部深刻頗析俄羅斯

民族性格的作品，可以從中發現他認為 

 

「俄羅斯文化作為為藝術和歷史的熔爐，對整個民族的生存至關重要，（甚至

可能對整個人類的生存，如果只是在精神領域），支撐著大俄羅斯的神話表現

(Beumers, 2014: 285)。」 

 

同樣回顧過去的還有《遺忘列寧》（Телец，2001），本片與《希特勒末日》、

《太陽》（Солнце，2005）、《浮士德─魔鬼的誘惑》（Фауст，2011）為一

系列的四部曲，並以「權力」作為主題，前三部都是以歷史人物作為主角。而

《父子迷情》（Отец и сын，2003）則探討父子關係，可與《母與子》對照，

《攻佔羅浮宮》則進入法國羅浮宮拍攝，與《創世紀》同樣有時空交錯的特

色。從以上「系列」、「部曲」來看，可以發現蘇古諾夫對於創作主題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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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執念，並有其創作上的明確步調，以一個個特定主題的系列作品，呈現自己

的意識與完整自己的觀點。2007 年的《亞歷姍卓》（Александра）關注車臣的

生活，本片代表了俄羅斯導演對於車臣問題的關注，除了對於戰爭提出質疑之

外，也顯現了蘇古諾夫已經目光投向北高加索，為 2010 在卡巴爾達－巴爾卡爾

國立大學（Кабардино-Балкар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Х.М. 

Бербекова）開設工作室埋下伏筆。此工作室中已有幾位學生推出自己的劇情長

片，包括兩度入圍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的坎特米爾巴拉戈夫（К. А. 

Балагов，1991）。 

   同樣關注父子關係的還有薩金塞夫的處女作《歸鄉》（Возвращение，

2003），本片獲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國際立刻注意到這個新進電影導演，他是

繼蘇古諾夫之後，又一個被與塔可夫斯基相連結的導演，因為《歸鄉》在主題

與風格上都與《鏡子》有所呼應，以及兩人對道德問題的關注等等，其後兩部

作品《將愛放逐》（Изгнание，2007）、《艾蓮娜》（Елена，2011）更加使其

被頌讚為關注道德與倫理議題的導演(Vassilieva, 2018)。這也看出在蘇聯解體

後，「宗教」議題與圖像表現，竟成了俄羅斯電影重現蘇聯時期經典的方式，

而宗教又與俄羅斯文化息息相關，2000 年代對於父子議題的關注、父親缺席問

題的關注，不可避免地與後蘇聯時期俄羅斯所經歷的身份喪失的危機感有關，

這波俄羅斯電影的再興（指 2000 年代俄羅斯藝術電影頻頻獲獎的情形）更代表

著這些電影試圖與國內其他學習西方的電影做出區格(Fătu-Tutoveanu, 2015: 205-

206)，若說 2004 年的《夜巡者》是俄羅斯商業電影的第一步，那《歸鄉》的上

映時間「2003 年」則被視為「俄羅斯電影在經濟和藝術方面重新獲得國內和國

際影響力的分水嶺一年 (Mcsweeney, 2013: 96)」，而如《歸鄉》這類的藝術電

影被某些評論家稱為俄羅斯電影的「新浪潮」（new wave）。薩金塞夫到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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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止（2020）的五部作品都關注了家庭關係，但從《艾蓮娜》開始，將鏡頭拉

回現代的俄羅斯社會，關注當代俄羅斯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而其最受矚

目的作品《纏繞之蛇》（Левиафан，2014）因以俄羅斯小鎮的貪腐問題為主

題，未演先轟動，在國外受到許多讚揚，在國內卻褒貶不一，然而本片成績斐

然，成為解體後第一部獲得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的俄羅斯電影。 

  除了薩金塞夫之外，近年征戰國際影展告捷的新生代導演還有阿列克謝・

蓋爾曼之子小阿列克謝・蓋爾曼，其《紙兵》（Бумажный солдат，2008）、

《電子雲》（Под электрическими облаками，2015）、《文字慾》

（Довлатов，2018）分別在威尼斯影展和柏林影展獲獎；劇院出身的基里爾謝

列布倫尼科夫的《愛從背叛開始》（Измена，2012）入圍威尼斯影展，《特殊

教育》（Ученик，2016）、《夏》（Лето，2018）則於坎城影展獲獎，以上都

證明了俄羅斯藝術電影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回復過往的水準。 

  2000 年初期俄羅斯藝術片復興，而與此同時俄羅斯商業片也在崛起。俄羅

斯對於商業片並不陌生，早在蘇聯時期就有許多商業片，在耶爾馬什上台後，

更是學習好萊塢，推廣商業導向的作品。在後蘇聯時期，巴拉巴諾夫的《兄

弟》與米亥科夫的《西伯利亞理髮師》（Сибирский цирюльник，1998）被認

為是最早期的大片之一，Dawn Seckler and Stephen M. Norris認為 

 

「在俄羅斯，大片時代始於千禧年之交——也就是 1990 年代後期——並作為對

進入俄羅斯市場的好萊塢大片的壓倒性影響的反應而誕生(2016: 203)。」 

 

兩部在票房上並不一定能被稱為「大片」，但其在製作與產銷模式上已開始趨

近於好萊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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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990 年代，在電影院放映的俄羅斯電影數量與好萊塢電影數量呈現巨大

差距，美國將俄羅斯視為未開發的市場，俄羅斯片商將美國電影視為票房保

證，兩相加成之下，俄羅斯於 2000 年代末期成為全球第五大電影市場(Gosling 

2011)。《兄弟》與《西伯利亞理髮師》都可以視為俄羅斯電影業面對好萊塢入

侵的產物，兩者都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早期的俄羅斯大片受到好萊塢技

術的影響，卻依舊帶有對美國的敵意，俄羅斯大片便是電影工作者以療癒解體

後喪失的民族自豪感這樣的責任感誕生的。然而，並非所有的俄羅斯電影工作

者都抱持著這種態度，兩種製作模式、文化模式交會之下，產生了三種緊張關

係： 

1. 對俄羅斯大片的相反態度：讚許俄羅斯大片讓俄羅斯電影找回觀眾／厭惡俄

羅斯電影學習好萊塢； 

2. 政府欲改善俄羅斯電影劣勢主導愛國電影製作，好萊塢進口配額的呼聲出現

／俄羅斯的大片導演製作這類民族主義電影，並與好萊塢的公司合作，獲得

更先進的技術和更大的市場； 

3. 後蘇聯電影飽含反美親俄、仇外愛國的氣氛／大眾向的俄羅斯大片展示理想

化的自我形象並非源自俄羅斯，而是來自美國(Seckler and Norris, 2016: 205-

206)。 

  提穆爾畢克曼別托夫的《夜巡者》是俄羅斯國內第一部票房超越好萊塢電

影的國片，被 20世紀福斯探照燈影業買下，這是俄羅斯大片與好萊塢合作的著

名例子，而費多爾邦達爾丘克是當今影壇另一位成功的商業片導演，其史詩大

片《史達林格勒》（Сталинград，2013）是標準的愛國主義大片，卻也獲得索

尼影業收購，顯然好萊塢電影的技術、風格，已經無可避免的與俄羅斯電影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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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但俄羅斯電影卻也逐漸找到了用美國方式說俄羅斯故事的模式，不斷在俄

國創下票房紀錄的同時，也走出海外。 

  俄羅斯電影從解體之際的百花齊放，到解體幾年後因為經濟問題、外國影

片競爭而陷入低谷，在 2000 年後卻也因為與好萊塢的競爭及學習，逐漸走出屬

於自己的路。與此同時，俄羅斯傳統的「作者電影」也正在復興，蘇古諾夫在

21世紀依舊是俄羅斯影壇支柱，薩金塞夫的出現亦為俄羅斯藝術電影注入一股

活水，不論商業片或藝術片，都摻有創作者對於俄羅斯當代的理解，以及對社

會問題的關注，其時間從蘇聯晚期到近代，其空間從俄羅斯內部擴展至鄰國以

及冷戰的敵人，俄羅斯電影的復興是歷史性的結果，是俄羅斯嘗試找到蘇聯遺

緒中種種問題的解答，以及其與好萊塢競爭下，試圖存活下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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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普丁兩千年上任後之文化政策 

  西元兩千年後，普丁成為俄國政治的中心，儘管在 2008 年至 2012 年曾擔

任總理一職，但二十年來俄國政治走向基本上受普丁之政治決斷影響。電影屬

文化一環，而俄羅斯電影政策在製作、發行、放映，以及人才培育上，都有許

多政策對應，並有相應的行政部門主責及執行。本章首先將分析普丁上任後之

文化政策主軸，並統整主要負責俄羅斯電影之三個行政單位——文化部、電影

基金會、俄羅斯電影辦事處之職責，作為第四章的成效分析的背景。 

 

第一節 普丁之文化政策 

  普丁於 2000 年上任時，面臨的是一個破碎的俄羅斯，內有分離主義蠢動，

外有西方價值的逼近，除了在政治、經濟問題待解之外，「文化」亦是重塑俄

羅斯內部、向西方展示嶄新面貌的重要工具。 

  「文化」屬於「軟實力」（Soft Power）的一環，「軟實力」的概念首先由

奈伊（Joseph S. Nye）於 1990 年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期刊提出，

並於 1999 年的《軟實力的挑戰》（The Challenge of Soft Power）定義之： 

 

「軟實力是一國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吸引力，是透過吸引而非強制的方式達到期

望結果的能力。它藉由讓他人信服以滿足某種我方所期望的行為；軟實力很大

程度上是依賴於資訊的說服力，如果一個國家可以使其立場在他人眼中更有說

服力， 或是一個國家加強鼓勵其他國家以尋求共同的利益，那麼一國就無需擴

展那些傳統的經濟或是軍事實力。(Nye, 199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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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政策分為「對內」和「對外」兩種指向性目標，而普丁在 2012 年選舉

期間發表了〈俄羅斯：民族問題〉（Росс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12）一文，文中明確使用了「文化政策」

（культу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一詞，指出文化政策將影響人們「對歷史進程統一性

的理解」，顯現出俄羅斯在文化戰略上有別以往的態度，標誌了俄羅斯文化政

策思維的新里程碑。 

  文化政策、文化工作自蘇聯時期便十分受到重視，也與宣傳活動密不可

分，是蘇俄國家發展的重要動力，解體後，文化領域的活動與組織亦是俄羅斯

聯邦成立初期的改革中，受到最小影響的領域(Kurennoy and Khestanov, 2018: 

307-317)。普丁於 1999 年發表的〈世紀之交的俄羅斯〉（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中提到，「俄羅斯新思想」（нов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дея）將是普世

價值與俄羅斯傳統價值觀的結合，而在傳統價值觀中，「愛國主義」是使國家

與民族更加自豪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從這篇文章中就能發現，普丁在正式上任

以前，早已觀察到能利用愛國主義、傳統價值觀把多民族的俄羅斯重新框在一

起，且由於俄羅斯憲法明定「承認意識形態多樣性」、「不得將任何意識形態

確立為國家的或強制性的意識形態」，不同於蘇聯明確的意識形態領導，使俄

羅斯成為更加自由的國度，卻也因此使得俄羅斯人民缺乏鮮明、統一的價值信

仰，而普丁所提出的「俄羅斯新思想」正是想為這個問題解套，至今更已經走

完四個愛國主義教育計畫，且預算連年提高，從第一個愛國主義教育計畫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6.02.2001 г. № 

122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рограмме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2001-2005 годы”）的 1.7億盧布升至第四個愛國主義

教育計畫（2016-2020）的 16.6億盧布(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2001; 2005;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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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且無論執行機關如何變化，教育部、文化部、國防部始終都是計畫執行

主力。 

  儘管如此，在普丁 2000-2008 年的任期中，文化部門的預算占比漸減（但

因總預算提高，因此文化部門預算也提高），維塔利・庫倫諾伊（Vitaly 

Kurennoy）認為此時期的俄羅斯文化政策論述的復興著重於對外文化政策領域

(Kurennoy, 2021: 169)，這也反映在「俄羅斯對外文化政策大綱」（Тезисы 

“Внешняя культу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 Год 2000”）、「俄羅斯外交部發展俄

羅斯與外國文化聯繫工作主要方向」（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работы МИД 

России по развитию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России с зарубеж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以

及「國家文化政策基礎」（Осно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и）出

台時間之先後與差異，前兩者於 2000-2001 年提出，分析俄羅斯外交人員的文

化交流經驗，整合出俄羅斯對外文化政策之方針與走向，並針對不同國家有不

同的戰略目標；後者則於 2014 年問世，並將重心放在國內，確定國家文化政策

的目標，並將之提高到國家安全戰略層級，期待文化成為國家經濟繁榮、國家

主權和文明認同的基礎。 

 

一、 對外文化政策 

  在「俄羅斯外交部發展俄羅斯與外國文化聯繫工作主要方向」（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работы МИД России по развитию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России с 

зарубеж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中，規定了俄羅斯文化部的主要工作方向，並認為俄

羅斯文化是人類文化和歷史遺產的一部份，並企圖以推廣俄羅斯文化達到提升

對俄好感的目的，包含消除刻板印象、加強對俄羅斯的理解、尊重其主權及領

土完整、使國外俄裔、俄僑、俄語人口的權利得到保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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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歸類在俄羅斯國際文化合作的領域包括文化藝術、科學與教育、媒體、

青年交流、出版、博物館、圖書館和檔案事務、體育和旅遊等，以及透過社會

團體和組織、創意聯盟和個人團體的聯繫，並將交流要點分為俄羅斯輸出之方

式、俄羅斯與對象國家之雙邊關係、俄羅斯的多邊關係發展等等。詳見表 3-1、

3-2、3-3。 

表 3-1 俄羅斯國際文化合作領域 

文化藝術 1. 巡迴演出活動，包括音樂、戲劇、歌劇、芭蕾、歌舞創作、

馬戲團、民俗等 

2. 舉辦俄羅斯文化日，文化生活各領域代表互訪 

3. 參加文學和藝術領域的國際節日、展覽和比賽 

4. 推廣俄語 

5. 推廣俄羅斯電影，鼓勵俄羅斯影人參與國際電影節、國際合

製 

科學與教育 1. 參加多邊性質的教育和科學活動 

2. 科學、教學、訊息交流，促進俄羅斯與外國教育機構之間聯

繫的建立和維護 

3. 將俄羅斯教育規範和標準與國際統一，使俄羅斯文憑可在國

際使用 

4. 俄羅斯管理人員（公務員為主）在國外的再培訓計劃 

5. 支持科學家聯合編寫教科書、科學、方法論文獻 

6. 透過獎學金吸引外國學生 

媒體 1. 廣播電視機構、通訊社等領域的交流 

青年交流 1. 促進青年交流的發展、參與國際人道主義方案 

2. 擴大青年組織、機構、青年工作領域專家與社會機構之間的

聯繫 

出版 1. 印刷出版等領域的交流 

博物館、圖

書館和檔案

事務 

1. 識別、保護和推廣位於國外的與俄羅斯文化古蹟和遺產 

2. 組織與俄羅斯歷史相關紀念日期活動 

3. 改善軍事墳墓 

4. 促進俄羅斯和其他國家博物館、檔案館和圖書館之間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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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和旅遊 1. 國際旅遊交流，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 

2. 確保俄羅斯遊客在國外的行動自由，並防止歧視 

資料來源：俄羅斯外交部發展俄羅斯與外國文化聯繫工作主要方向」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работы МИД России по развитию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России с зарубеж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https://docs.cntd.ru/document/901794645），本

表由作者自行整理。 

 

表 3-2雙邊交流對象與重點項目 

獨立國協 1. 形成單一的文化、訊息和教育空間 

2. 鞏固俄語地位 

八大工業國組織（G8） 1. 保護文化和語言多樣性 

2. 發展教育體系和科學研究倫理等領域 

美國 1. 文化交流為主 

歐洲 1. 加強與西歐國家的文化合作 

2. 中東歐地區重新建立文化存續 

3. 發展與波羅的海國家的文化和教育聯繫

時，考慮俄語人口權利 

亞太地區 1. 與中國、印度和日本的文化合作 

2. 恢復與蒙古、越南、古巴和其他國家的

文化聯繫 

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 1. 穩定和深化俄羅斯已取得的合作和文化

成果 

2. 教育交流 

資料來源：俄羅斯外交部發展俄羅斯與外國文化聯繫工作主要方向」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работы МИД России по развитию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России с зарубеж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https://docs.cntd.ru/document/901794645），本

表由作者自行整理。 

 

表 3-3 多邊交流對象與重點項目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1. 發展文化、科學和教育領域的合作 

2. 從俄羅斯的利益出發，加強教科文組織

的重要性，改善其內部行政問題。 

3. 加強在教科文組織的權威和影響力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414

 102 

歐盟 1. 文化、教育、青年交流和體育方面的互

動 

2. 增加歐洲理事會在俄羅斯實施的計劃和

項目的數量 

其他國際組織（如：國際音樂

理事會、世界衛生組織等） 

1. 積極參與 

資料來源：俄羅斯外交部發展俄羅斯與外國文化聯繫工作主要指引」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работы МИД России по развитию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России с зарубеж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https://docs.cntd.ru/document/901794645），本

表由作者自行整理。 

 

  從以上三個表格中可以發現，「文化交流」在俄羅斯外交戰略中扮演著重

要角色，透過俄羅斯傳統中優勢的文化項目，除了達成交流目的之外，更重要

的是要改善俄羅斯的國際形象，並且在與不同國家交流時，按照關係親疏、地

理空間遠近、戰略價值等，而有不同的文化交流重點，其中歐洲與亞太地區之

劃分比其他地區更為細緻，顯見俄羅斯對於這些地區之重視。在歐盟 2014 年所

出版的《俄羅斯國家報告》（Russia Country Report）中，將俄羅斯之文化戰略

分為六個要素 

1. 形象建設； 

2. 與俄羅斯僑民社區的聯繫； 

3. 傳播俄語； 

4. 國際學術和學生交流； 

5. 與國外雙邊文化「年」或「季」之計劃； 

6. 文化遺產保護(Smits, 2014: 7)。 

並列出相關執行機構與活動，其中公立文藝機構的基金會、民間團體與俄羅斯

寡頭也為俄羅斯對外文化推廣提供不少經濟支持，足見俄羅斯政府在正在發展

將文化運用於對外關係的策略上，尤其是著重於提升俄羅斯的國際形象。俄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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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試圖將自身提升為「價值中心」，其中俄羅斯文化、語言扮演越來越重要的

角色，俄羅斯正是透過這些「軟實力」來鞏固其魄力與自信(Monaghan, 2008: 

717-733)，而當作為一個俄羅斯人在國際上是自信的，亦有助於國內價值共識

的建立。 

 

二、 國內文化政策 

  文化是一群特定的人在特定時空所構成的產物，因此對內具有共通性，對

外則有排他性，是足以分別我者與他者的重要識別。俄羅斯一千年所傳承積累

下來的文化，是價值真空的俄國社會重新找到前進方向的羅盤。普丁甫上任便

批准了《俄羅斯文化五年發展綱要》，將文化視為俄羅斯政治、經濟、社會進

程的基礎，以保護文化遺產、持續發展俄羅斯文化，並將「單一的文化空間」

作為多民族交流的平台，足見普丁將俄羅斯文化至於多民族文化之上，企圖以

此為框架調和俄羅斯作為多民族國家必定會出現的衝突與困境。在此綱要中，

共有三個子計畫：俄羅斯文化的發展和文化遺產的保存（Развитие культуры и 

сохранение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России）、 俄羅斯電影（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я 

России）、俄羅斯檔案（Архивы России），前兩者皆屬於文化藝術範疇，但

卻把俄羅斯電影單獨作為一個子計畫，除了因為俄羅斯電影發展時間不若文

學、歌劇等傳統文化長久之外，也足見俄國政府對於電影發展及其效用之重

視。 

  在「俄羅斯文化的發展和文化遺產的保護子計畫」中包含了藝術、文學、

音樂、戲劇、馬戲團、博物館、古蹟、圖書等，為發展、保存這些文化精萃編

列了相應的活動與預算。「俄羅斯電影子計畫」則是為了「加強俄羅斯電影的

社會導向」，加強創作劇藝術價值及社會意義的電影，並針對製作、發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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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端有不同的目標，除了提升電影製作之技術、理論探討、投資吸引力之外，

也計畫建立更為接近大眾、現代化的發行與放映系統，並擴大俄羅斯電影的國

際參與。「俄羅斯檔案子計畫」則是透過保存、購買大量檔案訊息，使得人民

能夠取得、使用俄羅斯的歷史、文化，及知識遺產。 

  在《俄羅斯文化五年發展綱要》到期後，俄國政府又制定了一《俄羅斯文

化六年計畫》（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и (2006-2011 годы)）及《俄羅斯文化七年計

畫》（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и (2012-2018 годы)）。《俄羅斯文化六年計畫》與《俄

羅斯文化五年發展綱要》相比最大的差別在於，在各個文化領域加上了明確的

評估標準，如國片佔比、巡演等等指標。《俄羅斯文化六年計畫》指出，在過

去五年間俄羅斯政治、經濟趨於穩定，在政經改革先行之後，文化改革也隨之

到來。在這六年間著眼於保護歷史和文化遺產、支持青年人才、支持藝術、文

學，並將俄羅斯人才與文化成就推向國際。到了《俄羅斯文化七年計畫》時，

明確指出要在國際社會中「樹立俄羅斯的正面文化形象」，並提出兩種方案，

一是延續《俄羅斯文化發展六年計畫》的概念，滿足文化發展的財務需求，二

是從實現戰略目標和解決國家文化發展問題的需求出發，可透過跨區合作，帶

動俄羅斯偏遠地區發展。《俄羅斯文化發展七年計畫》分成兩個時間區段，一

是「2012-2014 年初步發展階段」，根據國家總體經濟情勢，強制穩定文化部門

活動的資金，二是「2015-2018 年發展階段」增加財政撥款以支持文化和藝術領

域的新舉措。 

  從以上三個文化發展計畫中可以發現，俄羅斯文化在最初被認定為促進國

內民族對話的平台，透過相似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的復興，讓俄羅斯文化在

西方文化大舉進入俄羅斯後，仍保有其主體性。隨著俄羅斯經濟逐漸穩定，俄

羅斯文化的目標群也從國內人民轉往國際，且尤以 2012-2018 的《七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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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明顯，不只要擴大文化交流，更將其與俄羅斯的正面形象賦予強烈連結。

此外，從文化發展計畫的委託單位也可看出端倪，除了主責的文化部之外，接

連加入了：聯邦新聞和大眾傳播局（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печати и 

массовым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м）、聯邦檔案局（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рхив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以及聯邦國家預算文化機構「國家冬宮」（Федераль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бюджетное учрежде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рмитаж»）、聯邦文化預算機構「俄羅斯聯邦電影基金會」（Федераль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Бюджетное Учрежде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Фонд 

Кинофильм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尤見在文化遺產與發展中，電影作為

一種文化傳播的工具，已被俄國政府認定為重點項目。 

  前述 2000 年代俄羅斯的文化政策論述著重於對外領域，而在普丁 2012 年

再次就任總統後，國內的文化政策之重要性則逐漸提升，「俄羅斯聯邦總統文

化藝術委員會」（Совет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культуре и 

искусству）於當年改組，普丁曾於會議上表示：「制定新的文化政策的過程應

被系統地、全面地組織(РИА Новости, 2013a)」，他將文化視為民族認同的構成

基礎，國家、社會中的所有人都應該為其負責(РИА Новости, 2013b)。2014

年，普丁批准了《國家文化政策基礎》，確定俄羅斯國家文化政策的基本方

向，其中正式定義了「文化政策」一詞： 

「文化政策：俄羅斯聯邦當局和公共機構採取的行動，旨在支持、保護和發展

所有文化分支、俄羅斯公民所有類型的創造性活動，並在形成一個利基於俄羅

斯社會固有價值體系的人格(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2014)。」，將文化和人道

主義作為經濟繁榮、主權和文明特性的基礎，以及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一部

份，並將文化分為九個領域，立下相應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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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遺產； 

2. 文化活動及相關產業的發展； 

3. 人文學科； 

4. 俄語、俄羅斯聯邦各民族的語言、本國文學； 

5. 擴大、支持國際文化和人道主義聯繫； 

6. 教育； 

7. 啟蒙； 

8. 兒童和青年運動； 

9. 形成有利於人格形成的訊息環境。 

這是俄羅斯近代首個以文化和人道主義來加強社會團結的國家文化政策，當局

認為需要花費 10-15 年的時間來使新的一代形成。縱然本政策出台看似是一劃

時代的政策原則指導，從其涵蓋文化領域之廣野可以發現俄國政府雄心，但在

如何達成這些任務的執行方法中，仍可以發現「傳統」、「保守」是主要特

徵。文化遺產之保護是為民族認同、文化活動之發展應有教育意義，以及在公

眾意識中確立傳統的家庭價值觀等等，與俄國長期以來藉其悠久的文化底蘊來

達成意識形態塑造之態度並無太大差異。在 2014 發表的系列關於「國家文化政

策」的文件中，俄羅斯已逐漸發展出一種與世界，尤其是對歐關係的新方向，

在俄羅斯堅持其特殊文化與價值觀的同時，亦以歐洲傳統價值觀、基督教文化

繼承人自居，透過國家統一的策劃與管理等積極舉措，將文化置於「工具」的

角色，文化是國家所投資的商品，並以國家利益導向發展(Lena Jonson, 2019: 

13-36)。 

  在《國家文化政策基礎》之後，聯邦政府在 2016《關於至 2030 年國家文

化政策戰略》之命令（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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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т 29 февраля 2016 года N 326-р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Стратег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普丁則在

2018 年批准《關於至 2024 年俄羅斯聯邦發展的國家目標和戰略任務》之總統

令（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7 Мая 2018 Года № 204 “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Целях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Задача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4 Года”）。在《至 2024 年俄羅斯聯邦發展的國

家目標和戰略任務》中，為改善俄羅斯社會之整體狀況，提出了 12 個優先發展

領域，其中文化的部分可以歸納為文化活動發展、文化場館建造，以及文化人

才培育三個部分，並特別著重於音樂、藝術、舞蹈、電影、博物館等領域；在

《2030 年國家文化政策戰略》中指出文化機構、文化從業人員增加，但有區域

分配不均的問題，儘管總體數量增加，在鄉村地區卻是減少甚至缺乏，但這些

地區卻有豐富文化遺產須被保存，因此為了確保文化政策能夠持續有效地推

行，需增加逐步增加預算，為文化政策創造有利的環境。本戰略分為兩個階

段，一為 2016-2020 年，二為 2021-2030 年，在第一階段中，透過立法和監管措

施減少區域基礎設施不均的狀況，確保文化資源在聯邦和地區兩個層級可以跨及、

跨部門、跨地區協調，使創意產業有良好的發展環境，在第二階段則透過公私部

門合作、建立發展機構，增加供應文化資源。除了國內發展之外，也提及國外

的部分，由於地緣政治關係，在國外的俄羅斯文化機構、俄羅斯文化傳播幅度

都有減少，並特別指出對於「二戰結果」被修改之異議，在對俄羅斯不利的條

件下，俄羅斯的軟實力要成功應實施有效的文化政策。  

  觀察這幾個對外與對內之文化政策、文化戰略，可以發現俄國政府之措詞

越發強烈，發展俄羅斯文化除了加強俄羅斯社會團結、改善俄羅斯國際形象、

消除對俄羅斯於國際活動之不利條件之外，更期待能建立屬於俄羅斯的價值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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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這個價值詮釋共有三個層次，一是俄國國民對俄羅斯的認知，二是俄僑、

俄語人口對俄羅斯的認知，三是世界各國對俄羅斯的認知。透過文化政策固化

俄國國民對俄羅斯文化的正面印象，並以此提升俄羅斯社會的文化水平、加強

社會團結，並透過累積的文化底蘊首先影響傳統上對俄羅斯較有好感的俄僑、

俄語人口，以此提升俄羅斯於海外的正面曝光，最後使世界由於對「俄羅斯文

化」的理解與喜愛影響各國對俄觀感。價值詮釋的形成過程雖是由國內推向國

外，但國外的迴響亦能影響國內，透過文化試圖抵銷、降低政治問題帶來的衝

突，不論在俄國國內或國外均適用。 

 

第二節 文化部之電影政策綱領 

  俄羅斯文化部與電影基金會是俄國電影的主管單位，在俄國的文化政策目

標之下，主導了俄羅斯電影的發展，代表國家對電影業提供支持，而兩者主要

的支援對象也不同，「俄羅斯文化部支持兒童和青少年電影的製作和發行，以

及處女作、作者電影、實驗電影、紀錄片、科普和動畫電影。電影基金會的使

命是支持主流電影的製作，提高其品質和競爭力，以及在國內外推廣俄羅斯電

影(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InterMedia, 2018: 168)。」本節整理文化部與電

影基金會的相關職責，並分析其政策目的、特色以及對俄國社會帶來的影響。 

  俄羅斯文化部在行政部門合併、移轉的情況下幾經更名，1992曾經為掌管

旅遊、大眾傳播等等，2008 年由俄羅斯聯邦文化和大眾傳播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культуры и массовых коммуникаци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改組為今日的俄

羅斯文化部。在 1992 年的《俄羅斯聯邦文化立法基礎》（Основы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 культуре）是俄羅斯保護和發展文

化的法律依據，透過本聯邦法律保障和公民從事文化活動的權利，其中第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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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了國家在文化領域應盡的義務，包括制定發展和保護文化的計畫、克服文

化領域壟斷，使個人、團體皆能自由接近文化活動，並保障俄羅斯文化，針對

各類活動施行保護主義政策，最後須由國家統計個文化領域數據供人民使用。

《俄羅斯聯邦文化立法基礎》可說是俄國的文化基本大法，可以看見前蘇聯濃

厚的大政府影子，如此特色直到今日依舊強烈。 

  俄羅斯文化部掌管了所有文化領域，其中電影是極重要的一個文化領域，

在《2030 年國家文化政策戰略》提到：「最重要的創意產業之一是電影，它與

大眾媒體一同大大影響了現代人世界觀的形成。」文化部中掌管電影之部門為

「電影與數位發展局」（Департамент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и цифр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25，該局主要職責為確保國片和國片產業的保存和發展，運用聯邦預算補貼電

影製作，數位發展部分則是建立相關訊息系統，發展各領域的數位服務。 

  1996 年 8月通過的聯邦法律第 126-FZ《關於國家支持俄羅斯聯邦電影業》

是俄國政府支持國片發展最重要的法源之一，本法共分為六章、二十一條，本

文所用引文皆引自本法，可區分為包括四個面向： 

1. 定義面——電影之形式、長度、各類電影從業者之定義，以及「國家電影之

定義」； 

2. 機構面——確認聯邦電影執行機構之權責； 

3. 支援面——國家對電影的支持，包含通過相關法律、財政、國際參與支援，

以及電影保存； 

4. 監管面——包含稅收、海關、其他金融活動之監管，以及各電影組織私有化

之條件及程序等等（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1996）。 

                                                
25 「電影與數位發展局」（Департамент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и цифр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原為「電影

局」（Департамент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2021 年數位發展局（Департамент цифр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被廢除，職能轉移至電影局（Департамент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並將電影局更名為電影與數位發

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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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部極為詳盡的電影法律，顯然本法的通過的確對於俄羅斯電影業復甦起了

作用，俄羅斯國產電影產量在同年終於止跌回升，而在 1997 年，再通過《至

2005 年俄羅斯電影發展架構》，相較於前法的細緻規範，本法令更注重概念性

之闡述，除確實點出俄羅斯電影業面臨的問題之外，亦提出解方，並針對製

作、放映、區域面、國際面、技術、培訓訂立改善方法與目標。 

  由於與電影相關的法律、命令眾多，筆者選擇以各報告書中提及的重要立

法進程為主要的歸納、分析標的，將其所涵蓋的電影領域工作項目整理、分

類，分析文化部所執行之電影業務如何影響電影產業。在俄羅斯電影基金會發

行的年鑑中，《俄羅斯電影業－2016：數據》（Российская киноиндустрия - 

2016: цифры）、《俄羅斯電影業－2017》（Российская киноиндустрия - 

2017）、《俄羅斯電影業－2018》（Российская киноиндустрия - 2018），2019

年之資料目前僅有簡要版《俄羅斯電影業－2019簡要版》（Российская 

киноиндустрия－2019 Краткая версия），2000～2015 年之資料被一併集結為

《2000-2015 俄羅斯聯邦電影業》（Российская киноиндуст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2000-2015 гг.）。筆者將年鑑中所列出的相關法律文件以年度、文

件種類分別編排製表，以便分析俄國政府對於電影業各領域的發展先後與涵蓋

廣度。請見表 3-4： 

 

表 3-4 俄國政府電影業相關法律 

法典（кодек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羅斯聯邦民法典第 70章著作權法第 1263

條 視聽創作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кодек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часть четвертая) от 18.12.2006 N 230-ФЗ > 

Раздел VII. Права на результаты 

本條文了定義何謂視聽創作

（Аудиовизуально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定義導演、

編劇、作曲家為視聽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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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 средства 

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ации> Глава 70. Авторское 

право> Статья 1263. Аудиовизуально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者，以及知識產權相關問

題。 

 

俄羅斯聯邦民法典第 1301 條 侵犯創作權的

責任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кодек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часть четвертая)” от 18.12.2006 N 

230-ФЗ> Раздел VII. Права на результаты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 средства 

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ации> Глава 70. Авторское 

право> Статья 1301.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нарушение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го права на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本條文明定侵犯創作權之責

任與賠償。 

俄羅斯聯邦民法典第 150 條 非物質福利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кодек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часть первая) от 30.11.1994 N 51-ФЗ> Раздел 

I. Общие положения> Подраздел 3. Объекты 

гражданских прав> Глава 8. Нематериальные 

блага и их защита> Статья 150. 

Нематериальные блага 

本法規定除了參加電影節或

其他非商業性交流而進口到

俄羅斯的電影之外，其餘皆

需徵收增值稅。 

俄羅斯聯邦稅法第 149 條 免徵收稅業務（免

稅） 

Статья 149 НК РФ. Операции, не подлежащие 

налогообложению (освобождаемые от 

налогообложения) 

本法規定電影片、製作國片

者免徵增值稅。 

聯邦法律（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2016 年 7月 3日聯邦法律第 293-FZ 《關於

修訂俄羅斯聯邦行政違法法典》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03.07.2016 г. № 293-

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Кодек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б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х 
правонарушениях） 

本法針對不提供、不完整提

供資訊給聯邦統一自動化資

訊系統（Единая Федеральная 

Автоматизирован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Система）

的電影放映商處以罰款，使

俄國的電影放映報告能夠準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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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月 28日聯邦法律第 34-FZ《關於修

訂「國家支持俄羅斯聯邦電影攝影」法第 8

條和第 9 條》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8.03.2017 г. № 34-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атьи 8 и 9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本法為為了實現《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規定國家資

助的電影應加字幕並為視障

者提供評註，電影放映商須

為身障者提供影廳，並為盲

人放映帶字幕和注解的國

片。 

 

2017 年 5月 1日聯邦法律第 156-FZ《關於修

訂聯邦法律「關於資訊、資訊技術和資訊保

護」》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б 

информаци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ях 

и о защите информации” от 01.05.2017 N 156-

ФЗ 

 

本法限制訪問顯示不當資訊

的網站。 

2017 年 7月 29日聯邦法律第 230-FZ《關於

修訂聯邦法第 5.1 條「關於國家對俄羅斯聯

邦電影的支持」》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9 июля 2017 года № 

230-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я в статью 5.1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在帝俄或蘇聯之創作且已公

開的電影將被允許在俄羅斯

聯邦國界內進行非商業放

映，即使沒有映演許可，仍

可在博物館、展覽館……等

教育、科學組織放映，擴大

無映演許可電影的放映方

式。 

2018 年 4月 23日俄羅斯聯邦法律第 95-FZ

《關於修訂俄羅斯聯邦稅法第二部分第 149

和 427 條》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3.04.2018 

N 95-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атьи 149 

и 427 части второй Налогового кодекс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本法確保獲得國片證書的電

影（包括動畫電影）的創作

過程中使用和／或產生的受

保護的智力活動的成果的使

用權，以及此類創作中包含

的權利。 

2018 年 7月 19日聯邦法律第 211-FZ《關於

修訂聯邦法律「關於國家對俄羅斯聯邦電影

的支持」第 6.1 條和第 14 條「關於資訊、資

訊技術和資訊保護」》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本法確定統一自動化資訊系

統的營運者是電影攝影領域

的聯邦執行機構，為非營利

性質，主要目的是支持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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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июля 2018 г. N 211-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атью 6.1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статью 14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б 

информаци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ях 

и о защите информации” 

電影產業，每年須向電影領

域的聯邦執行機構提交實施

活動報告。 

2018 年 4月 23日俄羅斯聯邦法律第 104-FZ

《關於修訂聯邦法律第 33 條「關於俄羅斯聯

邦強制養老金保險」》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3.04.2018 N 104-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атью 33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б 

обязательном пенсионном страхован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本法規定銷售、生產動畫產

品的養老金投保人在 2018-

2023 年期間，適用 8.0%的保

險費率，使動畫產品成本降

低，並吸引更多人才投入。 

 

 
2018 年 8月 3日聯邦法律第 335-FZ《關於修

訂聯邦法律「關於國家對俄羅斯聯邦電影的

支持」第 5 條和第 5.1 條》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3.08.2018 N 335-ФЗ 

本法修訂了聯邦法律第 126-

FZ《關於國家支持俄羅斯聯

邦電影業》的第 3 條、第二

部分第 5 條、第一部分第 5-1

條。由於在電影節上放映無

映演執照的國片將受到處

罰，因此明定在俄羅斯舉辦

的國際電影節上放映的電影

不需要映演執照，並提出相

應條件，並由授權機構提出

國際電影節清單。 

2018 年 11月 28日聯邦法律第 440-FZ《關於

修訂聯邦法律「關於國家對俄羅斯聯邦電影

的支持」第 5 條和第 5.1 條》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8.11.2018 N 440-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атьи 5 и 5.1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本法確定了在國內舉辦之國

際電影節放映無映演執照之

條件。 

2019 年 6月 17日俄羅斯聯邦法律第 148-FZ 

《關於修訂在聯邦法律中「關於個別活動類

本法規定取消發行在任何類

型媒體上製作視聽作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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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之許可證」》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17.06.2019 N 148-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лицензировании 

отдельных видов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腦程式、數據庫和錄音製品

的拷貝的許可證，因為隨著

科技發展這不再是有效打擊

盜版的方式。 

總統令（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18 年 5月 7日俄羅斯聯邦總統令第 204號 

《關於至 2024 年俄羅斯聯邦發展的國家目標

和戰略任務》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7.05.2018 г. № 204 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целях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задача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4 года 

本總統令為文化基礎設施的

發展提供動力，創造實現國

家的創意潛力的條件，形成

資訊數位化和文化領域資訊

空間的形成。 

聯邦政府命令（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俄羅斯聯邦政府命令第 2694-р 《關於締結俄

羅斯聯邦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聯合

電影製作領域合作的協議》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от 15 

декабря 2016 г. № 2694-р О заключении 

Соглашения межд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области совместного 

кин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本命令確定了俄國與中國合

拍片審核程序，以及聯合製

片人財務貢獻比例等。 

聯邦政府決議（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2020 年 10月 8日俄羅斯聯邦政府第 1634號

決議《關於從聯邦預算中提供補貼以支持電

影製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某些法案的無效以

及俄羅斯聯邦政府某些法案的某些規定》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8 

октября 2020 года N 1634 “О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и 

субсидий из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бюджета на 

поддержку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и признании 

утратившими силу некоторых актов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本決議廢除 2016 年 1月 26 

日俄羅斯聯邦政府第 38 號

決議《關於從聯邦預算中提

供補貼以支持電影拍攝》，

批准《從聯邦預算中提供補

貼以支持電影拍攝的規則》

（Правила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я 

субсидий из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бюджета на поддержку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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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тдельных положений некоторых актов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文化部命令（Приказ Мин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2017 年 7月 21日俄羅斯文化部第 1226號命

令《關於核准電影機構工作的職業勞工標

準》Приказ Мин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от 

21.07.2017 N 1226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типовых 

отраслевых норм труда на работы, 

выполняемые в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本命令批准電影攝影組織工

作的標準行業勞工標準，訂

定合理的指標。 

 

2017 年 7月 21日俄羅斯文化部第 1227號命

令《關於批准電影機構員工人數的編制方法

建議，並考慮行業具體情況》Приказ 

Мин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от 21.07.2017 N 1227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Методических 

рекомендаций п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штатной 

численности работников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с учетом отраслевой 

специфики” 

本命令批准電影機構員工人

數的編制方法，提供電影機

構相關幫助。 

2017 年 8月 29日俄羅斯文化部第 1457號命

令《關於批准以藝術或動畫形式創作的國產

劇情長片的字幕和音訊註解要求》Приказ 

Мин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от 29.08.2017 N 1457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Требований к 

субтитрированию и тифло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нию 

полнометражны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фильмов, 

создаваемых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или 

анимационной форме” 

對以藝術或動畫形式創作須

符合國家電影的字幕和音訊

註解的要求，以確保視、聽

障礙者的觀影需求。 

2017 年 9月 18日俄羅斯文化部第 1560號命

令《關於修訂「電影票」的嚴格票據形式》

Приказ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8.09.2017 № 1560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я в форму бланка строгой 

отчетности “Кинобилет” 

本命令電影放映者在票面標

註其名稱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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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月 24日俄羅斯文化部第 557號命令

《關於批准以聯邦預算出資選擇具有強制性

字幕和音訊註解的國家電影的程序》Приказ 

Мин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от 24.04.2018 N 557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орядка отбор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фильмов, подлежащих 

обязательному субтитрированию и 

тифло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нию за счет средств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бюджета” 

本命令旨在讓所有公民都能

平等地觀看國片。評選由俄

羅斯文化部評選應上字幕和

音訊註解的電影，並須考慮

全俄聾人協會和全俄盲人協

會之立場、電影的創意原創

性和社會意義、年齡分級

信、商業吸引力等。 

2018 年 6月 27日俄羅斯文化部第 1017 號

令《關於批准放映以藝術或動畫形式創作的

帶字幕和音訊註解的國家長片的放映者放映

電影的規則和根據俄羅斯文化部 2015 年 11

月 16日第 2800號命令批准，確保殘障者的

無障礙電影院條件，以及修訂確保具有文化

價值和利益的殘障者無障礙條件的程序》

Приказ Мин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от 27.06.2018 N 

1017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равил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демонстраторами фильмов 

показа субтитрированных и 

тифло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нных полнометражны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фильмов, созданных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или анимационной форме и 

Правил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условий доступности 

для инвалидов кинозалов, а также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я в Порядок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условий 

доступности для инвалидов культурных 

ценностей и благ,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приказом 

Мин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от 16.11.2015 N 2800” 

本命令修訂了確保殘障者獲

得文化價值和福利的條件的

程序，如影廳專用座位比

例、放映專門電影次數……

等。 

文化部命令（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Мин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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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月 19日俄羅斯文化部第 Р-655號命

令26《關於批准計算國家「文化」計劃、聯邦

「文化圈」計劃、「創作人」、「數字文

化」指標的統計方法》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Мин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от 

19.04.2019 N Р-655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й методологии расчета 

показателе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роекта 

“Культура”,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Культурная среда”, “Творческие люди”, 

“Цифровая культура” 

本命令批准了國家「文化」

項目、聯邦「文化圈」項

目、「創作人」、「數位文

化」指標的統計方法，透過

這些數據可以掌握各個文化

組織的訪問狀況，以及作為

發展的優先順序考量依據。 

勞動部命令（Приказ Минтруда России） 

2018 年 12月 25日俄羅斯文化部第 842н號

命令《關於批准「動畫電影視覺化專家」專

業標準》 

Приказ Минтруда России от 25.12.2018 N 

842н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го 

стандарта “Специалист по визуализации в 

анимационном кино” 

本命令批准了「動畫電影視

覺化專家」的標準，包括其

職責、所需的教育和工作經

驗。 

 

（資料來源：《2000-2015 俄羅斯聯邦電影業》、《俄羅斯電影業－2016：數

據》、《俄羅斯電影業－2017》、《俄羅斯電影業－2018》，表格為作者自行

整理。） 

 

  雖然在各年鑑中所列出之法律、命令無法涵蓋俄國所有與電影相關之法

律，但皆是當年度所修訂的重要法律，因此分析年鑑中的法律亦可看出俄國政

府針對電影領域做了哪些法律面的改善和輔助。由於年鑑皆屬過去的資料，而

法律之修訂實屬常見，聯邦政府所提出之草案也可能在數月至幾年間的時間通

過，因此若在公佈年鑑後，該法條中之修訂內容再度被修訂，則另外加註。若

                                                
26 本命令已根據俄羅斯文化部 2020 年 7月 22日第 Р-944 的命令《關於批准計算國家「文

化」項目、聯邦「文化圈」項目、「創作人」、「數位文化」指標的統計方法》（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Мин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от 19.04.2019 N Р-655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й методологии 
расчета показателе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роекта “Культура”,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Культурная 
среда”, “Творческие люди”, “Цифровая культура”）廢除，批准新的統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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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聯邦政府提出之草案已經通過並由總統公布，則以修訂後之法律為主。在上

述法律中，部分是聯邦法律，部分是命令，但筆者依然將聯邦法律、總統令、

聯邦政府命令歸納到文化部之電影政策，因為文化部是主管電影之部門，因此

即使是聯邦法律，主要執行部門仍是文化部。綜觀上述法律，可以發現在發展

電影產業上，俄國政府主要著重於幾個類別： 

（一）平等之觀影權利 

  俄國政府修法以完善身心障礙者的觀影需求，包含字幕、音訊講解等輔助

觀影之設定都有明確的法律要求，且製作成本由國家補助支付，針對電影院也

有座位比例、影廳比例、相關放映規定等等。 

（二）電影行業透明度 

  除了要求電影院應提供完整資訊給觀影者外，也電影院需上繳票房資訊至

聯邦統一自動化資訊系統，以便電影基金會能夠釋出每週票房資料、年鑑，長

期追蹤俄羅斯電影市場走勢，以及俄羅斯電影產業之進展。 

（三）電影從業者之保障 

  針對電影從業者之保障包含了勞工工時指引、保險優惠，以及技術部門所

需之技術門檻與培訓標準，在保護其創作的部分則修訂法律打擊盜版，以保障

其智慧財產權等等。 

（四）電影交流 

  為了促進他國電影與俄羅斯電影之交流，國際電影節是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與時機，因此訂定了無映演許可之外國電影在國際電影節放映的標準，並免徵

增值稅，以同時達到交流與政府具有電影審查權之平衡。此外，帝國時期、蘇

聯時期之電影，被允許在未有映演許可的情況下在具教育性質場所播映。除了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414

 119 

放映面之外，在製作面也與他國簽訂合作協議，並特別將與中國的協議列出，

亦與中國是俄羅斯電影最大進口國有關（Фонд кино, 2019）。 

（五）電影行業發展之條件 

  產業政策應為產業發展創作良好環境，除了其他較為細節的電影法律修訂

之外，俄羅斯電影業的根基法律「關於國家對俄羅斯聯邦電影的支持」從 1996

年立法後已經過多次修訂，試圖為俄羅斯政府對電影業的支持提供更完整的法

源依據。 

  而若將「文化部命令」與聯邦法律、命令相比較，則可發現聯邦層級涵蓋

了上述的五個面向，並由以（三）電影從業者之保障（智慧財產權）、（四）

電影交流、（五）電影行業發展之條件為主為重，文化部命令以前述的（一）

平等之觀影權利、（二）電影行業透明度、（三）電影從業者之保障（工時指

引、技術標準）為主。 

 

第三節 電影基金會之電影政策綱領 

  俄羅斯電影基金會是主要審訂國片補貼的行政機構，根據 1995 年 1月 16

日通過了俄羅斯聯邦政府第 44號法令《以社會和經濟支持國家電影基金會》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16 января 1995 г. N 44 “О 

Федеральном фонде социальн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設立，並根據 2009 年 12月 31日俄羅斯聯邦政府第 1215

號法令（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31.12.2009 N 1215 “О 

Федеральном фонде социальн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擴大其職權。本法令指出，俄羅斯電影基金會的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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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高國片的競爭力，並為符合國家利益的好電影創造有利條件，並在國內和

國外普及俄羅斯電影，主要任務則有： 

1. 實施促進國片領域的社會經濟計劃 

2. 提供資金支持從事國片製作、發行、放映和推廣的組織 

3. 吸引俄羅斯和外國投資者資助國片製作、發行和放映 

4. 為國內電影事業的發展積累資金，包括國家片的製作、發行、放映和推廣，

以及非商業電影企業的推銷 

5. 支持在電影領域工作的電影大師、專家和企業家(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2009)。 

在其職能方面則主要分為四種類別，第一種是資金之補貼與使用，包括撥出資

金支持國片的製作人和發行人、指導資金之使用方式、以及提交資金使用狀況

之報告，確保資金能有效使用；第二種為參與及協助國片發展，包括吸引本國

與外國投資者投資俄羅斯電影之製作、發行、放映，以及發展電影之材料和技

術、支持製片人和國際銷售機構在國外上映俄羅斯電影；開發國片項目和計

畫、組織電影領域的項目和研究、參與相關法案程序；第三種為促進俄國電影

的國際交流，包括與國際組織開發聯合項目、加入國際組織、參加國內外電影

節、電影週、電影市場展；第四種則為一般行政工作，如：設立獎學金、辦理

慈善活動、參加與電影基金會目標有關的活動等等。 

  電影基金會並非制定政策的機構，而是負責執行電影相關政策的行政單

位，因此每年例行的工作無太大差異，綜觀電影基金會的工作內容，可以發現

電影基金會特別重視電影產業中的四個面向： 

1. 電影製作之資金補貼、退還 

2. 國片於俄國電影市場之佔比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414

 121 

3. 支持兒童、家庭向的國片 

4. 電影院現代化（Фонд кино, https://www.fond-kino.ru/） 

透過給予電影製作方、電影放映方補貼，俄國政府可以更精確與有力地篩選出

國家想要提拔的電影與價值觀，同時也可以增加國片數量與市占率，並透過地

影院現代化、建制電影基礎放映設施等，則同時能夠滿足人民觀看電影的權

利，並讓這些受到俄國政府支持的電影深入至更小的社區。除此之外，電影院

作為觀眾與電影製作方之間的媒介，對電影院進行援助、補貼，將有助於俄國

觀眾更易接近國片，不只可以增加國片的市佔率，同時也能創作地區性的工作

機會，並使得電影院成為具教育功能的場所(Ланина и Малышев, 2019: 80)。 

  以 2019 年為例，在俄羅斯全國超過 50萬人口的居住地中，共有 204 個電

影院通過了電影基金會的評選，並獲得 500萬盧布以升級電影院設備(Фонд 

кино, 2019)。除此之外，從電影的生產到放映階段，都有機會獲得電影基金會

的支持，在 2019 年全年中，電影基金會以季度做劃分，總共支持了 12部電

影，其中以冒險、奇幻為最大宗，再來則是驚悚、戰爭片等等，都是容易吸引

大眾觀影的題材。詳細清單請見表 3-5： 

表 3-5 2019 年獲得電影基金支持之 12部電影 

片名 導演 類型 

《巴爾幹防線》 

（Балканский рубеж） 

沃金 

（Андрей Волгин） 

劇情 

《多莫沃伊》 

（Домовой） 

別達留夫 

（Евгений Бедарев） 

喜劇、家庭、

奇幻 

《兄弟情》 

（Братство） 

倫金 

（Павел Лунгин） 

驚悚、戰爭 

《永生走廊》 

（Коридор бессмертия） 

波波夫 

（Федор Попов） 

劇情、戰爭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414

 122 

《親愛的爸爸》 

（Дорогой папа） 

拉斯霍德尼科夫（Михаил 

Расходников） 

喜劇 

《魔法禁界》 

（Эбигейл） 

博古斯拉夫斯基

（Александр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冒險、奇幻 

《龍牌之謎》 

（Тайна печати дракона） 

斯茨普琴科 

（Олег Степченко） 

冒險、奇幻 

《失控特工》 

（Герой） 

奧格涅辛 

（Карен Оганесян） 

犯罪、驚悚、

動作 

《烏爾芬朱斯回來了》 

（Урфин Джюс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狄米特里耶夫 

（Федор Дмитриев） 

動畫 

《闊少遇難記》 

（Холоп） 

斯彭科 

（Клим Шипенко） 

喜劇 

《伊凡王子和灰狼 4》 

（Иван Царевич и Серый Волк 

4） 

舒米特（Дарина 

Шмидт）、費爾科契斯特

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Феоктистов） 

動畫、家庭 

《遺落夢境》 

（Кома） 

阿爾古諾夫 

（Никита Аргунов） 

科幻、冒險、

動作、奇幻 

（資料來源：ПрофиСинема 

https://www.proficinema.ru/news/detail.php?ID=285601&sphrase_id=492263，表格

為作者自行整理。） 

  電影基金會也在電影的製作、開發階段提供財政支援，在 2019 年共支援了

42部電影，並區分電影公司是否為國內電影業領先者27，使得非領先的公司也

有機會獲得支援。補助專案請見表 3-6： 

 

 

                                                
27 俄國政府按照「觀眾對電影組織發行的電影的評價」，如收視率、滿座率、「電影組織專業程

度」依獲得多少電影獎項、「電影組織成立時間、發行數量」等等來將國內電影公司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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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2019 年獲得電影基金會補助之俄國電影 

專案名稱 導演 類型 

《風之主》（Повелитель ветра） 
費多爾．邦達爾丘克（Федор 

Бондарчук） 

傳記 

《世界冠軍》（Чемпион мира） 
西多羅夫（Алексей 

Сидоров） 

劇情 

《冰上之愛》（Серебряные 

коньки） 

洛克辛 

（Михаил Локшин） 

劇情、冒

險、奇幻、

動作 

《神駝馬》（Конек-Горбунок） 
帕戈丁 

（Олег Погодин） 

童話 

《最後的勇士 2》（Последний 

богатырь 2） 

迪琴科（Дмитрий Дьяченко） 童話 

《狄維塔耶夫》（Девятаев） 

貝克曼別托夫（Тимур 

Бекмамбетов）、特拉菲莫夫

（Сергей Трофимов） 

冒險、劇情 

《危險水域》 

（Опасная вода）28 

科茲洛夫斯基（Данила 

Козловский） 

劇情 

《怪物》（БУКА）29 

瓦科夫（Максим Волков）、

戈魯乎辛（Виктор 

Глухушин） 

家庭、冒

險、童話 

《伊凡王子和灰狼 4》（Иван 

Царевич и Серый Волк-4） 

舒米特（Дарина Шмидт）、

費爾科契斯特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Феоктистов） 

動畫、家庭 

《Миллиард》（十億） 
普勒古諾夫（Роман 

Прыгунов） 

驚悚 

《小屋裡的野狗》（Барбоскины 

на даче） 

葛多賓娜（Елена 

Галдобина） 

家庭、喜劇 

《帕爾馬之心》（Сердце 

Пармы） 

米格迪契夫（Антон 

Мегердичев） 

歷史、喜

劇、奇幻 

                                                
28 上映時片名改為《車諾比》（Чернобыль）。 
29 上映時片名改為《怪物。我喜愛的怪物》（Бука. Мое любимое чудищ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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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爾米拉》（Пальмира） 
波羅提尼科夫（Иван 

Болотников） 

劇情 

《舞力對決》（Битва） 阿巴索夫（Анар Аббасов） 劇情 

《達克爾》（Дакар） 尚無資料 尚無資料 

《三個胖子》（Три толстяка） 尚無資料 尚無資料 

《幽靈 2》（Призрак 2） 
巴伊琴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Войтинский） 

喜劇、家庭 

《勇士 2.0》（Богатырь 2.0） 尚無資料 尚無資料 

《邪惡城市》（Злой город） 
馬莎菲爾（Рустам Мосафир） 劇情、歷

史、動作 

《多威爾現象》（Феномен 

Доуэля） 

尚無資料 尚無資料 

《茶多迪。第一部》（Часодеи. 

Часть 1） 

尚無資料 尚無資料 

《人質》（Аманат） 西弗爾斯（Антон Сиверс） 戰爭、劇情 

《狂犬病》（Бешенство） 
迪琴科（Дмитрий Дьяченко） 劇情 

 

《漢斯與葛麗特》（Гензель и 

Гретель）30 

契契林（Алексей Цицилин） 冒險 

《城市日》（День города） 
哈里托諾夫（Алексей 

Харитонов） 

喜劇 

《處決》（Казнь） 
柯瓦塔尼亞（Ладо 

Кватания） 

犯罪、驚悚 

《科拉超深孔》（Кольская 

сверхглубокая） 
修辛（Арсений Сюхин） 驚悚、科幻 

《冬宮貓》（Коты эрмитажа） 尚無資料 尚無資料 

《冰上情緣 2》（Лёд 2） 
科拉若夫尼科夫（Жора 

Крыжовников） 

劇情 

《冰魔》（Ледяной демон） 
卡皮托諾夫（Иван 

Капитонов） 

神秘、恐怖 

《飛行員》（Лётчик） 
達夫列奇羅夫（Ренат 

Давлетьяров） 

戰爭、劇情 

                                                
30 上映名稱改為《神秘魔法部》（Ганзель, Гретель и Агентство Маг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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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婦 2》（Любовницы 2） 尚無資料 尚無資料 

《年輕人》（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 弗明（Александр Фомин） 喜劇 

《沈默十一人》（Одиннадцать 

молчаливых мужчин） 

皮曼諾夫（Алексей 

Пиманов）、帕別丁斯卡亞

（Екатерина Побединская） 

劇情、運動 

《貝爾格萊德酒店》（Отель 

Белград） 

斯塔茨基（Константин 

Статский） 

劇情、通俗 

《帕爾瑪》（Пальма） 
多莫加羅夫（Александр 

Домогаров） 

家庭、劇情 

《致命最前線》（Подольские 

курсанты） 

施米廖夫（Вадим Шмелев） 戰爭、劇

情、歷史 

《海豚總動員》（Полное 

погружение） 

羅維斯基 

（Василий Ровенский） 

兒童、喜

劇、冒險、

家庭 

《愛情魔法》（Приворот）31 
波德加耶夫斯基（Святослав 

Подгаевский） 

通俗、神秘 

《相簿附錄》（Приложение к 

фотоальбому） 

尚無資料 尚無資料 

《拯救科利亞！》（Спасите 

Колю!） 

古拔留夫（Дмитрий 

Губарев） 

通俗 

《我的幸福》（Счастье моё） 
弗朗傑奇（Алексей 

Франдетти） 

戰爭、音

樂、通俗 

 

  除了電影製作、放映這些前端的協助之外，電影基金會還有一個重要的工

作——釋出每週末、每週的行業分析，以及年度報告。在每週的行業分析中，

主要有幾項資訊： 

1. 基本電影資訊 

2. 每週觀眾數量、平均票價波動、前段名次電影在一天中各時段中的觀眾、場

次安排比例（將 24小時分成 06:00-11:59、12:00-17:59、18:00-23:59、00:00-

                                                
31上映名稱改為《愛情魔法。黑色婚禮》（Приворот. Чёрное Венчани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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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9） 

3. 前段名次電影占有的大廳數量、大廳滿座率，並依此作為票價、觀眾、花費

時間的分析。 

4. 在聯邦之下以 85 個聯邦主體劃分，並作花費時間、票價等資訊整理。 

  這些資料都會成為俄羅斯政府審視電影政策時參考的指標，而行業的透明

化也有助於整體產業環境的改善。 

 

  透過政府的力量支持電影在俄國已存在長久傳統，並透過各種方式、管道

來進行，通常分為直接、間接兩種形式，直接形式是透過國家預算為電影製

作、發行或任何電影活動提供直接融資，而間接則向電影機構提供稅收減免和

優惠。從 90 年代盛行間接形式，到 1996 年通過《關於國家支持俄羅斯聯邦電

影業》後，直接形式也盛行起來，但其重要性直到 2000 年初期才越顯重要，而

普丁 2012 年上任後命的文化部長梅丁斯基（В. Р. Мединский）更特別關注電

影的功能性，曾經多次表達政府保護國片之必要性，他認為「電影是一種具有

社會意義的現象，影響著人們的教育(Головецкий, 2018: 3)」，對電影基金會選

擇的電影及製作規劃有諸多意見，並表現出俄羅斯電影不應批判本國的態度

(Колобова, 2017: 153)。這樣的概念在蘇聯時期就已十分盛行，電影作為教育的

工具，在蘇聯早期以紅白軍的對峙、革命史實為本，到了二次大戰期間又以鼓

勵前線士兵與仇恨敵國為主軸，戰後轉向反思，到了停滯時期則以跳脫主流意

識形態的電影最受歡迎，解體後曾一度出現了《兄弟》這般浪漫化黑道的作品

與當時犯罪率攀升的社會情狀呼應，種種跡象都表明了俄羅斯電影與時代精神

緊密扣合(Обуховский, 2021: 45-46)，因此，試圖以電影塑造符合國家利益的思

維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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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俄國政府直接與間接形式雙管齊下，包括將電影票、電影的發行、

展映、非商業交流列為免徵增值稅者，以及每年評選補貼的電影等等

(Борисенко, 2014: 30-31)。文化部與電影基金會同為提供俄羅斯電影財政支持的

機構，在組織面上就做了分工，兩者的取向並不相同，從文化部及聯邦政府的

命令中可以發現，文化部更著重於弱勢者的扶助，在電影製作面，為透過電影

達到教育功能，因此如動畫、科普片等針對兒童，以及一般社會大眾的電影亦

是文化部支持的對象，同時也支持較不具市場優勢的作品，如處女作、作者電

影等等，其中對於處女作的支持是能夠不斷有新的電影人才出現的重要動能。

在電影放映面，秉持讓所有公民都能享有觀影權利的原則，制定許多服務弱勢

者的標準。而電影基金會則瞄準具有盈利價值的電影作品，選擇已有一定規模

和成功案例的電影製作公司，以及具有商業吸引力的題材，以扶持國內電影與

外國電影抗衡。 

  今日俄羅斯許多電影已經具有好萊塢電影的製作水準，但帶給觀眾的觀影

感受卻與美國電影差異甚大，很大程度在於兩者的取向並不相同，俄羅斯電影

在獲益之外，同時肩負著塑造記憶的功能。舒柏（Шуб）認為電影基金會補助

的許多電影中，都具有紀念性質，而這直接或間接了反應了國家記憶政策的主

要方向，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電影獲得的高票房也反映了俄羅斯國民對於這

樣的記憶仍然呈現積極的態度，電影政策在服膺國家的同時，不全然是來自領

導階層的審美，同時也來自人民在市場上的選擇，電影中呈現了記憶中的過

去，包括國家、文化的起源、重要的歷史事件，與傑出的人物，以不同的角度

滿足了國家的正面形象與國民的正面形象，創造了一個視覺化的文化記憶空間

(Шуб, 2020: 89-100)，而縱然俄羅斯電影延續了蘇聯電影的教育功能，其塑造方

式卻是不同的，今日的俄羅斯電影挪用蘇聯文化、蘇聯記憶，與此同時蘇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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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本身對今日俄國觀眾而言依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為蘇聯是俄國這個多民

族國家的集體過去，蘇聯文化、蘇聯記憶、蘇聯電影都被視為共同的過去與共

同的記憶，而其所帶來的文化上、歷史上的自豪感，是俄國人的性格特徵

(Шкодинский и Кремер, 2019: 42-43)。在挪用文化遺產的同時，俄國電影將個

人成就融入進國家敘事，而非以國家作為主體、個人作為客體，試圖讓愛國主

義思想更為可被理解、無形，且同質地進入觀者的記憶與生活之中，當國家記

憶趨同，國族認同也將形成。不論是補貼或免增值稅等具體的支持政策，不僅

扶持電影產業，也將俄羅斯電影帶有的意識同愛導向更為保守的氣氛，「現代

俄羅斯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正在經歷一個傳統價值連續振興的時期，這更符合

俄羅斯文明的精神和文化基因型(Дубровин и Комиссаров, 2020: 218)」俄羅斯

電影與西方電影的對抗正體現了俄羅斯價值與西方價值的抗衡，而俄國政府在

兩者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第四節 俄羅斯電影辦事處職責 

  俄羅斯電影辦事處為一開放式股份有限公司32，俄羅斯聯邦政府擁有 100%

的股權，其主要負責工作為：在國際影展、國際電影市場推廣俄羅斯電影，亦

協助他國電影於俄羅斯境內之電影週、電影節等活動。 

  俄羅斯電影辦事處前身為「蘇聯電影出口協會」（Совэкспортфильм）。

1924 年蘇聯政府創建了在電影領域處理國際關係的組織「電影國際貿易組織」

（Инторгкино），並於 1945 年以之為基礎，創立了「蘇聯電影出口協會」，

負責電影的進出口貿易。1959 年蘇聯部長會議發表了《關於改善蘇聯電影在國

                                                
32 開放式股份有限公司（Открытое акционерное общество）為俄羅斯在許多蘇聯繼承國內成立

的公司，股東有權在未經其他股東許可的情況下進行股票交易。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414

 129 

外發行的措施》（”О мерах по улучшению проката советских кинофильмов в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транах”）之決議，將蘇聯電影出口協會從文化部轉移到對外貿

易部，並設立聯合委員會處理蘇聯電影出口事務。自此，蘇聯電影的發行工作

被拆成兩部分，文化部負責提供高品質的素材，製作出口的電影、拷貝，及其

他材料，對外貿易部則負責提供必要的文件，並根據相關規定將這些電影發送

到國外。此外，對外發展部還負責非商業性電影的的外國發行，包括舉辦電影

節、電影週、外國電影在蘇聯或蘇聯電影在國外的首映，以及與蘇聯攝影藝術

參與國際文化有關的其他活動。蘇聯大使館的電影資料館也提供友好國家電影

供給的服務，文化關係協會與大使館內部負責與外國進行文化交流的委員會，

也參與蘇聯電影的發行工作。 

  「蘇聯電影出口」移交給外貿部後，蘇聯電影在國外的商業發行量大大增

加。1958 年僅發行至 28 個國家，到了 1962 年則多達 38 個(Косинова, 2015: 

639)。即便「蘇聯電影出口」在某些國家沒有代表處，也可以透過與該國的電

影發行公司訂定協議售出電影，或者透過對外貿易部的顧問進行租賃業務。除

銷售電影外，也生產相關的廣告產品：廣告、海報、小冊子、目錄、幻燈片、

日曆等。此外，並出版月刊《蘇聯電影》（«Советский фильм»），且有俄文、

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和葡萄牙文等多個語言版本。除此之

外，在歸屬到對外貿易部後，許多蘇聯電影得以有英語配音或其他外語配音的

版本，使得其他國家的觀眾更易接受蘇聯電影。直到 1980 年代中期，它一直被

認為是蘇聯最賺錢的外貿企業。然而，蘇聯電影的推行並非一帆風順，由於隸

屬太多部門，使其運作上不慎流暢，「意識形態」亦成了部分國家嚴格審查甚

至禁止蘇聯電影的原因，而蘇聯電影本身的品質及協議達成不力，更使得許多

重要出口計劃嚴重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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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式股份公司「俄羅斯電影辦事處」於 2004 年註冊為開放式股份有限公

司，同時「蘇聯電影出口」的法律地位被註銷，唯其名稱直到 2012 年才正式更

名。俄羅斯電影辦事處由俄羅斯聯邦文化部管轄，俄羅斯聯邦擁有 100%的股

份。俄羅斯電影辦事處在俄羅斯電影的製作與發行扮演重要角色，透過舉辦媒

合會吸引外國製片到俄羅斯拍攝，或促進跨國合製的機會，並積極參與國際影

展與國際電影市場，推廣俄羅斯電影。 

  2012 年，為了去除昔日蘇聯的影子，俄羅斯聯邦政府下屬的許多機構都更

改了名稱，「蘇聯電影出口」也在更名之列，正式改名為「俄羅斯電影辦事

處」。同年亦於洛杉磯成立俄羅斯電影委員會美國分部（the Russian Film 

Commission USA），2014 年於倫敦成立英國代表處（ROSKINO-UK）。 

文化部及聯邦政府通過相關法規，以提供俄羅斯電影辦事處法源基礎，以及撥

款、核銷其在國際影展、電影市場展的花費。 

  由於俄羅斯電影辦事處屬於執行政策之機關，因此有賴聯邦政府及文化部

之政策指導與撥款，筆者在下文整理與俄羅斯辦事處相關之命令，以歸納出俄

羅斯電影辦事處之主要工作。 

（一） 俄羅斯聯邦政府命令 

  俄羅斯聯邦政府於 2014 年 10月 18日發布第 2076-r號命令《關於將開放

式公司俄羅斯電影辦事處排除於聯邦財產私有化之外的規劃》（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18 октября 2014 года №2076-р “Об исключении ОАО 

«Роскино» из прогнозного плана приватиз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имущества”），

形同撤銷了於 2013 年 7月 1日發布的第 2076-r號命令《關於批准聯邦財產私

有化規劃以及 2014－2016 年聯邦財產私有化的主要方向》（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1 июля 2013 года №1111-р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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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огнозного плана (программы) приватиз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имущества и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приватиз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имущества на 2014–2016 

годы”）中，對於俄羅斯電影辦事處股權百分之百私有化的規劃。第 2076-r號

命令為根據俄羅斯總統和政府的指示，由俄羅斯經濟發展部提交的行政命令，

以俄羅斯電影辦事處自 1924 年以來代表國家在國際間推廣電影，「保持其國有

形式，有助於解決國家電影發展中的國家戰略與經濟問題」為由，將俄羅斯電

影辦事處排除於私有化規劃。這並非俄羅斯電影辦事處首度被放入私有化規劃

之中，在 2008 年 12月（當時尚名為蘇聯電影出口），俄羅斯聯邦財產管理局

拍賣其 100%的股份，但在經濟發展部開會後決議退出招標。 

（二） 文化部命令 

  俄羅斯文化部 2012 年通過俄羅斯聯邦文化部第 1490號命令，批准開放式

股份有限公司俄羅斯電影辦事處（ОАО《Роскино》）為攝影組織，其後通過

若干命令，指示俄羅斯電影辦事處於各大影展推廣俄羅斯電影，詳見表 3-7： 

 
表 3-7 俄羅斯文化部之俄羅斯電影辦事處相關命令 

命令 與俄羅斯電影辦事處相關內容 

2012 年 10月 3日俄羅斯聯邦文化部第

1057號命令《關於與聯邦國家財產管理

局的互動》（Приказ Мин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от 3.10.2012 N 1017 “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с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агентством по управлени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имуществом”） 

 

根據 2011 年 7月 20日俄羅斯聯

邦政府法令第 590號《關於俄羅

斯聯邦文化部條例》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20.07.2011 N 590 “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第 10

條的規定：財產管理和投資政策

局確保在文化部有關部門的參與

下，確保該部的執行。 

2012 年 12月 3日俄羅斯聯邦文化部第

1490號命令《關於批開放式公司俄羅斯

批准開放式股份有限公司俄羅斯

電影辦事處作為電影組織，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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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辦事處為電影組織－通過參加 2012

年電影節和電影市場推廣國家電影的補

貼》（Приказ Мин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от 

3.12.2012 N 1490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ОАО 

«Роскино» в качеств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 получателя субсидии 

на продвиж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фильмов 

путем участия в кинофестивалях и 
кинорынках в 2012 году”） 

七屆羅馬國際電影節上推廣《等

待大海》（В ожидании 

моря），金額為 150萬盧布。 

2014 年 4月 1日俄羅斯聯邦文化部第 567

號命令《關於獲補貼之電影機構核准，以

支持於俄羅斯聯邦境內放映外國電影，並

推廣國產電影，包括透過 2014 年的國際

電影節、電影市場、電影週之管道》

（Приказ Мин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от 

1.4.2014 N 1490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 

получателя субсидии на поддержку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н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показов 

зарубежных фильмо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 также на 

продвиж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фильм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путем участи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инофестивалях, 
кинорынках, кинонеделях в 2014 году”） 

批准俄羅斯電影辦事處於 2014

年 5月在法國坎城國際電影節推

廣國片的補貼，金額為 500萬盧

布。 

2015 年 5月 15日俄羅斯聯邦文化部第

1602號命令《關於獲補貼之電影機構核

准，以支持於俄羅斯聯邦境內放映外國電

影，並推廣國產電影，包括透過 2015 年

的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電影週之管

道》（Приказ Мин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от 

15.5.2015 N 1602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еречня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 

получателей субсидий на поддержку 

批准在俄羅斯聯邦境內舉辦外國

電影放映的補貼獲得者，以及推

廣國片，包括電影節、電影週、

電影市場。其中，俄羅斯電影辦

事處獲 50萬盧布補助參加北京

電影節宣傳國產電影《狙擊．

309》（Битва за Севастопол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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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н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показов 

зарубежных фильмо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 также на 

продвиж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фильм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путем участи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инофестивалях, 
кинорынках, кинонеделях в 2015 году”） 

2015 年 7月 27日俄羅斯聯邦文化部第

2101號命令《關於獲補貼之電影機構核

准，以支持於俄羅斯聯邦境內放映外國電

影，並推廣國產電影，包括透過 2015 年

的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電影週之管

道》（Приказ Мин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от 

27.7.2015 N 2101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 

получателя субсидии на поддержку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н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показов 

зарубежных фильмо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 также на 

продвиж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фильм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путем участи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инофестивалях, 
кинорынках, кинонеделях в 2015 году”） 

批准在俄羅斯聯邦境內舉辦外國

電影放映的補貼獲得者，以及推

廣國片，包括 2015 年的國際電

影節、電影市場和電影週。其

中，俄羅斯電影辦事處獲得 480

萬盧布的補貼在 2015 年法國坎

城國際電影節推廣國片，並建置

俄羅斯電影館。 

 

2016 年 5月 24日俄羅斯聯邦文化部第

1145號命令《關於電影組織名單的批准

－通過在 2016 年參加國際電影節、電影

市場和電影週推廣國片的補貼接收者》

（Приказ Мин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от 

24.5.2016 N 1145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 

получателя субсидии на продвиж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фильмов путем участи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инофестивалях, 
кинорынках, кинонеделях в 2016 году”） 

俄羅斯電影辦事獲得 2,800萬盧

布的補貼，用於在國外的電影市

場推廣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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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月 26日俄羅斯聯邦文化部第

595號命令《關於電影組織名單的批准－

通過為了參加 2018 年國際電影節、電影

市場和電影週推廣國片的補貼》（Приказ 

Мин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от 26.4.2018 N 595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еречня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 получателей субсидий 

на продвиж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фильмов 

путем участи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инофестивалях, кинорынках, 
кинонеделях в 2018 году”） 

批准 2018 年參加國際電影節、

電影市場和電影週來推廣國片的

獲得補貼的電影組織名單。其

中，俄羅斯電影辦事處獲得 500

萬盧布的補貼在 2018 年法國坎

城國際電影節推廣國片，並獲得

2,800萬盧布在國外電影市場推

廣國片。 

（資料來源：俄羅斯聯邦文化部網站，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由俄羅斯聯邦政府和文化部通過的命令可以發現，俄羅斯積極藉由俄羅斯

電影辦事處進入國際電影市場，在某些影展甚至有特定的推廣項目，且將電影

視為國家文化戰略的範疇，即便蘇聯時期的許多國營企業都已邁入私有化，俄

羅斯電影辦事處也被二度排入私有化進程中，仍在最後關頭將俄羅斯電影辦事

處排除於私有化計劃，確保俄羅斯政府可以在推行俄國電影時，貫徹俄國國家

政策的方針。對外俄羅斯電影辦事處則扮演與國外交流的角色，不論是電影市

場展、電影節、俄羅斯電影週等活動皆積極參加，並舉辦相關講座，促進俄羅

斯電影業與他國之互動，盼降低與西方世界隔閡之意味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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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電影政策之成效 

  本章將透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三個研究面向——商品化、空間化、結構

化，來分析俄國電影產業與政府的關係，傳播政治經濟學特別重視「權力」如

何影響傳播的生產、交換與分配的過程，這些互動在俄國這般具濃厚社會主義

氛圍的國家更能觀察到。本章最後將觀察在國家電影政策的影響下，俄國電影

在 A級影展、奧斯卡獲獎的變化，並分析這些電影是否受到俄國政府之扶持，

以判斷俄國電影政策的成效。 

 

第一節 電影放映業之商品化 

  人類透過勞動產生了滿足人類需求的「產品」，若其產品具有交換價值，

則稱為「商品」，前者產生的是「使用價值」，後者產生的是「交換價值」，

而商品化就是「將使用價值轉換為交換價值的過程(Mosco, 1998: 208)。」傳播

之所以令許多政府、企業趨之若鶩，即是因為媒體具有強大的傳播能力，甚至

可以推廣特定意識形態。 

  媒體作為一種商品以各種形式出現，如報章、節目、新聞、電影等等，它

與其他商品一樣具有剩餘價值，但它還可以透過廣告，間接創造剩餘價值，這

就是「內容的商品化」。在電影播放之前，多數影廳都會播放廣告，時間長短

各國有所不同。俄國於 1994 年通過第 1264號法令《關於批准電影服務大眾之

準則》（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т 17 ноября 1994 года N 1264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равил по киновидеообслуживанию населения”），當時尚未針對電影放映前的

廣告（包括預告片與其他廣告）做規範，使得各家電影院的廣告時間不一，可

能長達 15-30分鐘(Куликов, 2020)，為此俄國杜馬議員曾於 2019 年提議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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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希望限制電影放映前的廣告時間，最初計劃將廣告限制在 20分鐘以內，後

來改為按照電影分級設置不同的廣告長度，最長不超過 10分鐘，但最後遭聯邦

政府撤回(Система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2020)。直到

2021 年 8月俄國通過了第 1338號法令《關於批准在電影院放映電影的準則和

相關服務的規則，以及俄羅斯聯邦政府 1994 年 11月 17日第 1264號法令和俄

羅斯聯邦政府特定條文失效》（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т 16 Августа 2021 Г. № 1338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равил оказания услуг по показу фильмов в кинозалах и 

связанных с таким показом услуг и признании утратившими силу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7 ноября 1994 г. № 

1264 и отдельных положений некоторых актов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規定電影院應該標示廣告長度，讓觀眾可以決定何時進場，也

避免因廣告時間被限縮，導致成本轉嫁至票價的問題。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

俄國政府內部對於電影院放映廣告的態度，雖前後有強度上的差別，但都可以

算是降低了觀眾接收到廣告的時間，使得電影院透過廣告創造的剩餘價值縮

小，商品化程度有限。 

  除了廣告之外，能作為電影院商品的還有「電影」本身，產出電影的過程

並不只是作為「意識形態」的工具，它被整合在整個生產過程之中。Garnham

於 1997 年發表的論文〈論大眾傳播的政治經濟學〉（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communication）即分析了政府及政策介入媒體的方式，並關注

傳播如何受到資本的影響，儘管在俄國電影院在廣告方面能間接創造的剩餘價

值受限，但電影透過拷貝，每次放映都能在不增加成本的情況下創造剩餘價

                                                
33 本次草案為第 871109-7《關於修訂 2006 年 3月 13日聯邦法律第 38-FZ號「關於廣告」第 17
條「關於在電影院放映電影之前限制廣告長度」》（Законопроект № 871109-7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атью 17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т 13 марта 2006 г. № 38-ФЗ “О рекламе” в част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длительности рекламы перед демонстрацией фильмов в кинотеатра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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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而今日許多電影轉以數位方式拍攝後，甚至能省去拷貝膠片的成本。而票

房結果論之，電影的確反映出投資者（包括私人企業與政府）所認為的「利

益」，俄國政府偏好給予具愛國主義思想的電影補助，而佔據俄國電影票房排

行榜前幾名的國片也多具有如此性質。 

  表 4-1 為 2016 至 2019進入電影票房前十名之俄國電影，從中可以看到共

有 8部電影進入排行榜，獲得補助者有 7部，明顯含有愛國主義主題的作品則

有 4部，占了一半，在普丁 2016 年連任總統後，年年都有俄國電影進入排行

榜，(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InterMedia, 2017, 2018, 2019; Фонд кино, 

2020)，而在 2012 年至 2015 中，僅 2012 年有兩部入榜，其餘年度皆僅有一部

或完全沒有俄羅斯電影進入前十名(Кинопрокат в России онлайн)。 

表 4-1 2016 至 2019進入電影票房前十名之俄國電影 

年度 進入年度排行榜前十名的國片 是否含有愛國

主義主題34 

是否獲

得補助 

2019 《闊少遇難記》(1)35 是 是 

《T-34》(4) 是 是 

2018 《來自鲁布廖夫卡的警察：新年的放

縱》（Полицейский с Рублевки. 

Новогодний беспредел）(3) 

否 否 

《冰上情緣》(5) 否 是 

2017 《絕殺慕尼黑》(1) 是 是 

                                                
34 由於俄國政府並未明確定義何為愛國主義電影，因此若題材具有「俄國民族、歷史淵源」、

「緬懷帝俄、蘇聯時期」或「紀念二戰」者，筆者便將其視為具愛國主義主題，以此最大略的

劃分僅是就劇情部分，不代表其餘電影完全沒有愛國主義思想。 
35 括號內數字為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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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星引力》(10) 否 是 

2016 《維京傳說：寒冰交鋒》(5) 是 是 

《危機救援》(7) 否 是 

（本表整理自《俄羅斯電影業－2016：數據》、《俄羅斯電影業－2017》、

《俄羅斯電影業－2018》、《俄羅斯電影業－2019簡要版》。） 

由此可見，不論是政府基於推動電影產業發展、宣揚愛國主義思想等原因補貼

具相關潛力的電影，或是電影院放映這些「有利可圖」的電影，都表現了電影

作為傳播商品的價值，並反應了特定階級與群體的利益，當電影因為資金提高

而可以有更好的品質、獲取更高的票房時，選擇放映這些電影的電影院，已擴

張商品生產的過程，並非僅是政府單方面透過電影形塑價值觀，進一步造就了

商品化的深化。 

  除了「內容的商品化」之外，俄國政府所建置的統一自動化資訊系統，則

帶來「模控的商品化」，可以視為閱聽人商品化的延伸。「閱聽人商品化」的

概念於史麥塞的〈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中正式提出，Smythe（1977）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沒有

休閒的時刻，在職業之外支付給廣告商大量的時間，論證閱聽人之於傳播是一

種「商品」，而廣告商是買家。此論點引發了傳播學界的正反論辯，Murdock

於〈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答覆達拉斯•史麥塞〉一文中指出史麥塞的論點

較適合用來分析北美洲，因為北美洲的傳媒多數由廣告資助，但歐洲則存有許

多國營媒體、公廣體系等，並批評史麥塞忽略國家之重要性（1978）。Sut 

Jhally（1987）認同大眾傳媒將閱聽人當作商品賣給廣告商，但認為這無法完全

解釋閱聽人收看帶來的增值，Meehan（1990）則認為透過調查閱聽人的收視習

慣，能將閱聽人分門別類，將這些資料重新包裝後賣給廣告商，因此閱聽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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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並非媒體的主要商品，而是其閱聽資料才是主要商品。本文認為，雖然俄國

邁入資本市場已經三十年，但從俄國政府對電影業的補貼政策、免稅優惠等措

施，都可以看出國家介入的力量，因此較不適合以分析北美洲高度資本主義的

「閱聽人商品化」視之，而是以延伸的商品——「模控商品化」分析更為合

適。Meehan 的論點令 Mosco進一步提出「模控商品化」，得力於傳播科技的

發展，監控技術也越來越發達，透過監控閱聽人資料，分析、整理出更佳的行

銷方式，在商品的生產過程中，閱聽人資料已經被建構為商品，且為模控的商

品(Mosco, 1998: 222-226)。 

  俄國電影基金會自 2015 開始每年皆會釋出年度報告，36內含法律進展、電

影業近況、影展、電影獎獲獎資訊、電影教育發展、電視業及 VOD等，直至

2017 年這本年鑑由電影基金會委託 InterMedia製作。 

  InterMedia 成立於 1993 年，除報導文化娛樂業的消息之外，也參與許多文

化領域的研究與分析，承包來自公、私部門之委託案，如俄羅斯文化部委託之

電影產業報告、環球音樂（Universal Music）委託之俄羅斯票務市場（Russian 

Ticket Agency Market）報告等。InterMedia取用的電影產業資料來自統一自動

化資訊系統，這是一套統整電影業絕大部分資訊的平台，電影基金會自 2015 年

8月 14日起依照這套系統搜集的資訊，發布每週分析報告，期望提高市場透明

度，並讓參與者迅速了解放映市場主要指標(ПрофиСинема, 2015)。本文針對電

影基金會年度報告中「觀眾」之章節作統整與分析，電影基金會委託俄羅斯民

意調查中心（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進行民意

調查，了解觀眾的特徵和基本資料，如年齡、頻率、婚姻狀態、協同者、目

                                                
36 目前共發行五本，2000 至 2015 年的資料被歸置一本，接續是 2016、2017、2018，以及

2019簡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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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擇電影和購票場次、時間的原因……等，透過「政府的公開資訊」使得

閱聽人的資料成為模控的商品。自 2018 年開始，電影基金會成為統一自動化資

訊系統的永久營運者，在 2018 年 7月 19日聯邦法律第 211-FZ《關於修訂聯邦

法律「關於國家對俄羅斯聯邦電影的支持」第 6.1 條和第 14 條「關於資訊、資

訊技術和資訊保護」》中確立由電影基金會負擔營運成本，亦於 2016 年 7月 3

日聯邦法律第 293-FZ 《關於修訂俄羅斯聯邦行政法修正條文》（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03.07.2016 г. № 293-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Кодек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б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х правонарушениях）規範電影放映商須提交資

訊至該系統，否則將處以罰款。儘管該系統主要目標是提升產業透明度，但也

可能帶給電影院額外效益，廣告商可以透過已經被整理、分析的資料來選擇更

佳的投放廣告的時段，尤其是位於娛樂場所、購物中心的電影院更可能透過這

些資訊獲利，且無需自行負擔整理及分析的成本，也就是說俄國政府的作為提

升了「模控商品化」之可能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俄國政府每年都會撥款給

地區電影院，即使是人口較少的城鎮也具備數位放映系統，補貼也會用來更新

電影設備，透過補貼降低營運壓力，有助於電影院之增加，對於統一自動化系

統搜集資料也有幫助。根據 Nevafilm 之統計資料（詳見圖 4-1），俄羅斯之電

影院數量在 2003 年僅有 395家，到 2019 年則上升至 2086家，其中數位電影院

更是從 0 上升至全部皆為數位電影院(Nevafilm, 2021)，意即在模控商品化進行

的同時，電影院本身還有另種獲利方式，只是並非以資金形式顯現，而是反映

在電影設備之更新上面。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414

 141 

圖 4-1 俄羅斯電影院數量 

 

（圖表資料取自 Nevafilm網站

https://www.research.nevafilm.ru/research/statistika/。） 

 

  在關注商品化過程時，經常會側重於閱聽人與媒體的關係，使得傳播產業

的勞動者長期被忽視，然而隨著科技發展，「勞動的商品化」也漸受矚目。勞

動力長期被作為商品販賣，資本家必然會追求壓低成本，隨著傳播的商業模式

逐漸發展，傳播產業的勞工面臨被機器取代的命運，而管理、創意階層被與勞

動階層的分別被擴大，Braverman（1978）將這樣的概念稱為「概念與執行分

離」（the separation of the conception and execution），揭示科學管理對勞動過

程的影響，將勞動過程由不同空間、不同的勞動者來完成，除去勞動者的控制

權，使資本有效控制勞動，並造成勞動者的「去技術化」（deskilling），這並

不代表勞工的技術水準下降，而是強調勞工的主動權縮小，而這個論點也使得

美國政界於 1980 年代提高對高技能勞工和勞動水準的關注，並投入技術升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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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教育（王星，2012：66-76）。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俄國電影產業也難逃勞

動商品化的趨勢，然而俄國政府的針對電影院勞動者的政策即是針對開放資本

市場後，勞工面臨的種種問題。根據 2017 年 7月 21日俄羅斯文化部第 1227號

命令《關於批准電影機構員工人數的編制方法建議，並考慮行業具體情況》，

訂立標準時間規則（типовая норма времени）、標準人數規則（типовая норма 

численности）、標準服務定額（типовая норма обслуживания），並建議考慮

所有影響勞動力成本和工作條件的概念和因素，如：技術、組織、衛生、心理

生理、社會、法律層面等，並根據要求內文公式確定時間、人數及成本等，且

每五年應重新審查一次該標準。 

 

 

第二節 電影發行業之空間化 

  空間的政治經濟學始於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1901-1991），他認為

「（社會）空間是一種（社會）產品(Lefebvre, 1991: 26)。」，而空間化之所以

成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分析途徑是因為：「傳播過程及科技是空間化過程

的核心角色，也因此對傳播工業有特殊意義。(Mosco, 1998: 257)」傳播政治經

濟學研究中的「空間化」著重於傳播企業制度的延伸，並可透過水平集中與垂

直整合來擴大。本文將檢視俄國前十大電影發行公司之水平集中與垂直整合程

度，並檢視國家行動的影響。 

  根據電影基金會統計，2018 年俄羅斯前十大國片發行商如下，請見表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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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2018 年俄羅斯前十大國片發行商（依名次排列） 

公司名 俄羅斯電影收益佔

總收益比例 

收益佔俄羅斯電

影票房之比例 

發行之俄羅斯

電影數量 

Каропрокат 100.0% 38.1% 18 

WDSSPR 16.9% 20.9% 11 

Централ Партнершип 37.4% 12.7% 12 

Наше кино 77.4% 10.3% 9 

BAZELEVS, FOX 100% 6.5% 2 

UPI 10.3% 5.4% 1 

FOX 7.5% 3.2% 3 

Мульт в кино  46.5% 1.2% 1 

Люксор  61.8% 0.5% 5 

Самокат 86.6% 0.3% 38 

資料來源：《俄羅斯電影業－2018》，表格為作者自行整理。 

（一）卡羅影業（Каропрокат） 

  「卡羅影業」成立於 2005 年，是卡羅控股公司（Каро Холдинг）的一部份。

卡羅控股公司於 1997 年成立，最初以電影院為主，到目前為止，旗下電影院在

莫斯科、聖彼德堡、薩馬拉、喀山、加里寧格勒⋯⋯等地都有設立。隨著卡羅影

業於 2005 年成立後，在 2007 年成立了子公司卡羅製作（Каро Продакшн），製

作電影、電視節目等。自此，卡羅控股已經具備了電影業的垂直生產線，從製作

到放映都有自己的一套系統，且由於卡羅是俄國最大的電影院網絡之一，不少電

影的首映式都會選在其電影院舉辦，莫斯科電影節傳統上也都在卡羅旗下的「十

月」（Октябрь）電影中心舉行，可說是俄國電影院的核心，而「卡羅影業」僅

發行俄國電影，沒有發行外國電影37，總收益佔俄國電影將近 4 成，亦是俄國電

影發行業的要角。2012 年，手中握有眾多電影院系統的保羅赫斯（Paul Heth）成

                                                
37 卡羅控股公司與「卡羅首映」（Каро Премьер）合作，「卡羅首映」擁有在俄國及獨立國協獨

家代理華納兄弟影業、華納兄弟娛樂公司的權利，可以說卡羅控股將發行俄國電影與外國電影

的工作分散到兩個不同公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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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卡羅控股的共同擁有者之一，曾二度嘗試併購在美國、澳洲、紐西蘭設有電影

院的「閱讀國際」（Reading International），但至今尚未成交。 

 

（二）華特迪士尼索尼影業發行聯合公司（WDSSPR）、二十世紀福斯（FOX） 

  在 2006-2007 年間，華特迪士尼公司與索尼影業公司以合資的方式進入俄

國及獨立國協國家，在 10 多年的時間裡佔據俄羅斯的電影發行市場龍頭38，在

2018 年俄羅斯電影票房收益佔全部俄羅斯電影收益之 20.9%，不分俄國片、外

國片之電影票房收益則占全體電影票房收益之 30.3%(Фонд кино, 2019: 86-89)。

然而，2019 年迪士尼併購 20世紀福斯和福斯探照燈後，迪士尼將在合資公司

內擁有更大的主導權。此外，福斯在 2018 年的俄羅斯電影市場市佔率為

10.3%(Фонд кино, 2019: 88-89)，被迪士尼併購後，華特迪士尼索尼影業發行聯

合公司將控制近一半的俄羅斯電影市場，39可能會觸犯俄羅斯聯邦反壟斷局

（Федеральная антимонопольная служба）和文化部的規定，因此兩者決定從

2020 年開始終止合作關係，此舉也將影響俄國電影市場發行商的競爭情況，而

這兩家公司除了在俄國有自身的分公司之外，也在俄國製作電影，例如：2018

的俄國國片票房第二名《冰上情緣》就是由索尼的子公司哥倫比亞影業

（Columbia Pictures）參與製作。 

 

（三）中央夥伴關係（Централ Партнершип） 

  「中央夥伴關係」成立於 1996 年，主要業務是發行電視節目，從 2000 年

開始增加了電影與 DVD 的發行，並於 2002 年開始製作電影。自 2009 年開

                                                
38 這裡指的是不分國片、外片，總體俄羅斯電影市場之發行商市佔率排名。 
39 2018 年華特迪士尼索尼影業發行聯合公司加上福斯之市佔率為 40.6%，2019 年為 36.8%，其

中 25.8%來自迪士尼，11%來自索尼影業(Шевелев,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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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中央夥伴關係公司獲得派拉蒙影業（Paramount Pictures Corporation）在俄

國與獨立國協（烏克蘭除外）的獨家代理發行權。2005 年中央夥伴關係被俄國

最大的媒體控股公司「俄羅斯天然氣－媒體」（Газпром-Медиа）收購，成為

俄羅斯天然氣公司的子公司。「俄羅斯天然氣－媒體」是為了管理俄羅斯天然

氣工業股份公司的媒體資產而成立，子公司橫跨電視、廣播、報紙、網路、電

影、電影院等媒體企業，而天然氣企業收購電影公司即是水平集中的顯著案例

之一。時至今日，中央夥伴關係成為俄國國內最主要的電影製作公司之一，更

積極拓展國際市場，參與跨國合製。 

 

（四）我們的電影（Наше кино） 

  「我們的電影」公司前身為 2003 成立的「我們的電影」集團，為一電影發

行集團，由電影公司「STV」（СТВ）、「伊戈爾多斯特諾夫製作公司」

（Продюсерская фирма Игоря Толстунова）合資創辦。2009 年成立發行公司

「我們的電影」，至今發行過不少俄羅斯國產大片。 

 

（五）巴澤列夫斯（BAZELEVS）、二十世紀福斯（FOX） 

  「巴澤列夫斯」發行公司40成立於 2010 年，主要工作是發行巴澤列夫斯製

作公司的電影，但也有發行其他製作公司的電影。「巴澤列夫斯」創辦人為

《夜巡者》導演畢克曼別托夫，於 1994 年創立，由於《夜巡者》是俄羅斯現代

商業電影的里程碑，被 20世紀福斯探照燈影業購買，成功打入北美市場，因此

提穆爾畢克曼別托夫所創辦的公司也與北美多有聯繫，巴澤列夫斯在洛杉磯設

有辦事處，也是二十世紀福斯在俄國和獨立國協國家的合作夥伴。除了電影製

                                                
40 巴澤列夫斯於 2020 年開始不再從事電影發行工作，但電影製作與廣告工作仍然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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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發行之外，巴澤列夫斯還設有廣告部門，透過廣告部門與不同的機構、品

牌建立聯繫，對電影製作的資金、行銷頗有幫助。 

 

（六）環球國際影業（UPI） 

  環球影業在全球許多國家都設有直接的銷售與發行分公司，在俄羅斯也是

採用這個模式。在 2018 年，環球影業俄羅斯分公司僅發行了一部俄國國片《瘦

身大作戰》（Я худею），其餘都是外國電影，卻依然高居 2018 年俄羅斯前十

大國片發行商第六名，尤可見電影發行商知名度、企業規模對於發行電影之影

響。現今俄國的電影市場前十名一半以上都是外國片，且多為好萊塢電影，俄

國觀眾觀影偏好明顯，而若由這些跨國企業來發行俄國國產電影，通常也能獲

得不錯的成績。 

 

（七）電影卡通（Мульт в кино） 

  「電影卡通」公司於 2014 年成立，以製作、發行卡通片、卡通節目為主要

業務範圍，包括俄國卡通片及國外卡通片等。 

 

（八）盧克索（Люксор） 

  「盧克索」公司以電影院起家，1998 年開設了第一家電影院，是俄羅斯現

代電影院中歷史最悠久的電影院系統之一，鼎盛時期是 2016 年，曾一度達到

23家電影院(Ковалевский, 2019)，也從事電影發行。然而，由於盜版盛行、電

影院日趨競爭，盧克索公司難以償還貸款，導致需不斷出售電影院，到 2018 年

僅剩下 5家(Ковалевский,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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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滑板車（Самокат） 

  「滑板車」並非發行公司的名稱，而是一專業術語，意指並非透過電影發

行公司代理發行，而是由製作電影的公司自行發行，製作電影的公司須包辦行

銷、宣傳，與戲院談判等所有事宜。由於部分藝術電影、作者電影較無法受到

發行公司青睞，加上俄國電影市場基本上被幾個大型發行公司瓜分，製作方無

法收到好的報價，因此逐漸有製作方開始以「滑板車」的方式發行電影。 

  在前十名中共有三家電影發行公司並非俄國本土企業（華特迪士尼索尼影

業發行聯合公司、環球國際影業、二十世紀福斯），而是美商在俄國的分公

司，「跨國企業」是「全球化」的其中一個體現。 

  「全球化指的是資本的空間群聚，由跨國企業和國家機器主導，轉變了資

源與商品的流通空間(Mosco, 1998: 206)。」而傳播與資訊科技擴大了資本核心

能聯繫的地理空間，傳播政治經濟學選擇以「空間化」這個術語來強調空間關

係的動態變化，而「全球化」是空間化的特殊形式。一般而言，「全球化」經

常與「民族主義」被視為對立關係，然而Mosco認為，民族主義是根據空間認

同而抵抗，而非優先抵抗全球化之資本主義，透過傳播科技，與外國資本合

作，塑造本國的區域性、全球性媒體強權。這個現象尤其可以在這三家公司發

行的俄國國產電影上看見。在表 4-3 中可以看到，在 2018 年的俄國國產電影票

房前 25名中，這三家公司佔了 27.1%(Фонд кино, 2019: 34-35)，包含各種類型

電影，而若是以當年度有上映的電影排行榜來看，前 25名則有 16部來自這三

家發行公司(Фонд кино, 2019: 24-25)，代表美國電影發行公司不論在作品本

身、行銷宣傳上，都對俄國觀眾有一定吸引力。由於俄國電影市場呈現被好萊

塢電影盤據的狀況，俄國影壇、政界也經常出現是否要限制外國電影數量、進

行配額的討論，但最後都沒有實施。普丁曾多次提及不需要對外國電影進行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414

 148 

額，沒有必要限制俄羅斯的消費者選擇商品，前文化部長梅丁斯基的態度也從

支持進口配額轉為反對(Полит.ру, 2014; ТАСС, 2018)，但文化部仍與電影院達

成共識，將放映俄國國片的時間比例提高。 

 

表 4-3 2018 年的俄國國產電影票房前 25名發行商分佈 

發行公司名稱 進入前 25名之電影數量 是否為俄國

本土企業 

佔俄國國片

總票房比例 

卡羅影業 10 是 34.7% 

華特迪士尼索尼影業

發行聯合公司 

6 否 19.5% 

中央夥伴關係 3 是 8.9% 

我們的電影 2 是 8.2% 

巴澤列夫斯與二十世

紀福斯 

1 是 6% 

環球國際影業 1 否 5.4% 

二十世紀福斯 1 否 2.2% 

電影卡通 1 是 1.2% 

 

  在空間化過程中，「國家」的角色特別值得關注，從俄羅斯文化部對於外

國電影配額的態度可以發現俄國電影市場「商業化」的傾向，比起過往蘇聯教

條式的宣傳電影，以及現今許多摻入愛國主義思想的電影，好萊塢大片依舊能

吸引到更多票房，因此對俄國的發行及放映業來說仍是利多，所以俄國政府並

無利用配額來限制外國電影，而是與電影院達成協議，從放映面盡可能增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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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能見度。而除了三家外商公司之外，其餘的俄國本土發行公司也多發展出製

作、發行、放映的垂直關係，多同時具有發行與製作部門，而「卡羅控股」則

更擁有遍佈幾個主要大城市的電影院放映網路。中央夥伴關係則是俄羅斯天然

氣公司水平集中的一部份，且由於俄國政府持有俄羅斯天然氣公司的主要股

份，更可以從此公司看見國家對於媒體的介入。 

  在「私有化」部分，蘇聯時期「電影業」由國家統一管轄，不論是製作電

影、上映，或者買進國外影片放映，都由政府一手包辦，也因此直到蘇聯解體

後才有電影發行公司成立，也就不會有私有化的過程。 

  在「自由化」方面，俄國電影市場的自由化程度仍十分有限，自由化意指

透過引進私營競爭者，或是減少參與競爭的障礙，以增加市場競爭的程度。俄

國政府長期以來並不以增進市場自由競爭為目標，而是以扶持國片為主要政策

導向，雖然配額未能實施，但關於是否對於上院線之外國電影徵增值稅一直是

討論焦點。梅德韋傑夫曾經考慮對外國電影徵「增值稅」，並將獲得稅收用於

支持國片，亦即發行商進口外國電影的成本將會提高，由於此舉可能造成票價

上漲、人們去電影院的次數降低，影響電影院收入，甚至使得小型電影院破

產，也可能違反世界貿易組織之準則（Орлов and Калачихина, 2015），因此遲

遲沒有修法。除此之外，杜馬議員薩米耶夫（Ильдар Самиев）曾提議對受歡迎

的外國電影課「累進稅」，將放映率分為全國電影院的不到 20%、20-40%、40-

60%、60-80%、80-100%五個等級，並分等徵累進稅 0%、5%、10%、15%、

20%（РИА Новости, 2016），以保護觀眾數量少但有藝術價值之外國電影，同

時向好萊塢巨頭徵稅，並用來扶持國片，但這也可能造成發行商在與戲院「拆

帳」時，需洽談更懸殊的比例，對於整體電影市場未必利大於弊，俄國政府至

今尚未有相關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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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際化」層面上，加入「伯恩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公約」（簡稱《伯

恩公約》，The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對俄國電影市場影響不小，《伯恩公約》是國際間為保護著作權而簽訂

的公約，對於電影著作權保護有一定幫助。俄國的盜版文化從蘇聯時代就已經

開始，蘇聯政府審查文化產品之意識形態，進行嚴格的意識形態控制，從兩方

面加劇了盜版文化滋生。首先，由於官方有一套標準的意識形態規範，想要獲

取不同於官方意識形態的產品的其中一種方式就是盜版，尤其想要接觸西方文

化產品幾乎僅能透過盜版一途；再者，蘇聯的文化產品市場是透過官方篩選，

而不是由市場機制自然淘汰，蘇聯政府保障其人民能夠輕易接近文化產品的權

利，也使得大眾養成文化產品應該免費、價格低廉的認知。蘇聯盜版問題嚴

重，導致美國電影協會（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於 1991 年禁止美國大公司

出口電影到蘇聯，此舉導致俄國於 1993 年通過第一部版權法，並於 1995 年加

入《伯恩公約》，1996 年確立侵犯版權之刑事責任(Kiriya and Sherstoboeva, 

2015: 839-851)。加入《伯恩公約》促使西方主要媒體進入俄羅斯市場，然而對

俄國當局來說，「打擊盜版」更像是樹立形象，而非改變人民的長久以來的消

費習慣，甚至成為政府監管國內訊息流通的其中一個途徑。 

 

第三節 電影製作業之結構化 

  結構化理論對於結構與行動者相互連動影響的關係特別重視，並賦予「權

力」更大的重要性，指涉社會中各種動能相互建構的過程，以「社會階層」、

「地理區域」、「支配性」檢視這些動能如何在各層次的權力中運作。本文認

為這三個類別能較適切分析俄國電影製作業之現況，原因有三：第一、若以電

影公司作為社會結構中的其中一種行動者，則有了大型公司與小型公司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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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而俄國政府以電影公司是否為國內電影業領先者來做區分，從根本上將電

影公司以公司規模做了區別，而這也將影響政府資源分配的結果。此外，俄國

行政存在強烈非正式治理色彩，行政體系與電影相關部門、相關人士之關係，

以及俄國電影製作多從政府單位獲得大量資助的情況下，將在電影製作上，形

成一個被多數電影人、政府認同的呈現方式與美學。第二、莫斯科與聖彼得堡

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年佔據大量資源，使得其他區域發展受限，在

電影製作上，更有明顯的地域分佈。第三、在龐大的電影工業中，必然有一套

約定俗成的運作模式，而其中的行動者、產品則必然有特定人、特定屬性具有

支配性。 

 

  （一）社會階層 

  電影基金會將國內電影製作公司作評級，進入「國內電影製作領先者」

（лидер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кин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а）名單的電影公司將可優先獲得電

影基金會之補助。2021 年的國內電影製作者評選是以 2021 年 1月 15日電影基

金會第 1號命令《關於將國內電影製作組織列為領先者的方法和程序》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фонд социальн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Приказ № 1 от 15 января 2021 г. “О методике и порядке 

отнесе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к лидера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根據該公司電影票房、工作年限、發行的原創電影、是否有

對文化部及電影基金會欠款（Фонд кино, 2021）等標準，選出 10 個國內電影

製作的領先者，由於每年國內電影製作領先者皆有變動，因此本文於表 4-4 整

理 2012-2021 年間被選為國內電影製作領先者之公司，以確定哪些公司長期主

宰了俄羅斯電影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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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2012-2021 年間國內電影製作業領先者名單入榜情況 

入榜年數 公司名稱（順序無關排名） 

10 年 1. 藝術電影工作室（Арт Пикчерс Студия） 

2. 斯特維（СТВ） 

3. 特里特（Тритэ） 

4. 中央夥伴關係 

9 年 1. 指導電影（Дирекция кино）（2019 年無入榜） 

8 年 1. 塔巴克（ТаББак）（2021、2020 年無入榜） 

2. 不停頓（Нон-стоп）（2021、2020 年無入榜） 

5 年 1. 享受電影（Энджой мувиз） 

2. 黃黑白集團（ВБД Груп） 

4 年 1. 洛克（Рок） 

2. 伊戈爾多斯特諾夫製作公司（Продюсерская фирма Игоря 

Толстунова，簡稱 Профит） 

2 年 1. 真實達科塔（Реал-Дакота） 

2. 氫 2011（Водород 2011） 

3. 巴澤列夫斯（Базелевс） 

4. 火星傳媒娛樂（Марс Медиа Энтертейнмент） 

1 年 1. 科克捷別利（Коктебель） 

2. 箭頭（Стрела） 

3. 雷昆電影（Рекун-синема） 

4. 1-2-3製作（1-2-3 Продакш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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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整理至：《俄羅斯電影業－2018》、Фонд кино,  http://www.fond-

kino.ru/news/ocnaa-zasita-proektov-kinokompanij-liderov-sostoitsa-21-marta-2019-

goda/, http://www.fond-kino.ru/news/fond-kino-utverdil-perecen-liderov-

otecestvennogo-kinoproizvodstva-2020/, https://www.fond-kino.ru/news/lidery-
otecestvennogo-kinoproizvodstva-v-2021-godu/。） 

 

 在俄國電影製作業中，電影基金會已經為「社會階層」創造出了一客觀評斷

標準，評斷了媒體菁英如何生產、再生產其對於傳播事業的控制能力，將電影

製作業區分出領先者與非領先者，雖然兩者皆可以向電影基金會和文化部申請

財政支持，避免非領先者之權益被排擠，但不可否認的是，國內電影製作業可

優先獲得財政支持的狀況將加劇「大者恆大」的情況。觀察電影基金會所列出

的票房、電影公司近年工作狀況等標準就可以發現，所謂國內電影製作領先者

本身已是具有極大資本來拍攝商業電影的公司，卻依舊依賴政府補助，不斷推

出符合政府喜好的作品，然而這些電影卻不一定都有獲利，儘管這些電影獲得

高票房，但由於製作成本也很高，兩相抵銷之下，淨利極低甚至沒有利潤，根

據「專案公司」（Проект）於 2019 年釋出的〈電影不是為了所有人：俄羅斯

愛國電影成效研究〉（Кино не для все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 том, насколько 

эффективен российский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ий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2012-2017 年間獲

得電影基金會資助的 160部電影中，只有 14部有營利（Проект, 2019 

https://www.proekt.media/research/fond-kino/），其餘皆為虧損。從這裡可以發現

一個問題，俄國政府訂定的「客觀標準」的確選出了一群在俄國電影市場上佔

有一席之地，甚至名列前茅的製作公司，但其製作的商業鉅片卻多依賴政府提

供的資金，最後不僅沒能為俄國電影製作業搏取更多利潤，反倒使得俄國電影

院所放映的「國產鉅片」趨同，因為這些電影依舊能獲得高票房，又對愛國主

義政策推行有利，不斷循環之下，讓俄國政府年年以鉅額打造出了看似風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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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片票房成績。而若將俄國國片與外國電影放在一起排名，整體而言俄國電影

仍十分弱勢，因此電影基金會特意將國內電影製作業領先者與其他公司分開，

並給予其優先獲取補助的權利，是否真正扶持了電影製作業仍有待商榷。 

  在電影製作人、電影製作公司代表人的部分也可以看出他們與政府相當程

度的關係，從近十年皆全數被列入電影製作公司領先者的四家公司「藝術電影

工作室」、「斯特維」、「特里特」、「中央夥伴關係」來看，便足以展現出

俄國非正式治理的特色。 

  「藝術電影工作室」的創辦人為邦達爾丘克，他在 2005 年加入統一俄羅斯

黨，在普丁兩度擔任總統期間都任職其文化藝術理事會成員，目前更是電影基

金會專家委員會成員。在政治光譜上與普丁接近，在十分具指標性的「克里米

亞」問題上，也連署了〈俄羅斯文化工作者－支持總統對烏克蘭和克里米亞之

立場〉（Деятели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 в поддержку позиции Президента по 

Украине и Крыму），而其執導之電影也不乏許多愛國戰爭電影，顯現了他對於

普丁個人及其文化政策之支持，兩度成為普丁參選總統時之受託人41

（Доверенное лицо кандидата в Президенты РФ）之一。 

  「斯特維」之創辦人為西里揚諾夫（Сергей Сельянов），近年「斯特維」

所推出的作品無太濃厚之政治性，許多電影是瞄準兒童或家庭觀眾的喜劇及家

庭電影，西里揚諾夫雖然沒有太多針對政治問題之發言，但也擔任不少電影界

要職，如：電影及電視製作人會（Ассоциация продюсеров кино и 

телевидения）之理事會主席、電影基金會專家委員會成員等。 

                                                
41 「俄羅斯聯邦總統候選人受託人」為俄羅斯聯邦總統候選人進行競選活動的人，需由提名為

俄羅斯聯邦總統候選人的政黨或候選人本人任命，並在俄羅斯中央選舉委員會登記。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414

 155 

  「特里特」之創辦人為米亥科夫，他長年被納為聯邦政府一員，曾任文化

顧問、國防部公共委員會主席等，在政治界十分活躍，亦積極對公共議題發表

意見，在俄烏問題上始終支持政府做法，並與普丁關係密切，被列在其 2018 年

參選俄國總統之受託人之一，並長期擔任莫斯科國際電影節主席及俄國電影協

會主席。 

  「中央夥伴關係」於 2005 年被俄國最大的媒體控股公司「俄羅斯天然氣－

媒體」（Газпром-Медиа）收購，與政府之關係自然較積極正面，近年來作品

則多以類型片為主，成功推出不少高票房大片，其中包含許多愛國主義電影。 

  從上述四間十年都進入國內電影製作領先者的公司來看，可以發現多跟政

府保持良好關係，甚至是跟「普丁」個人有良好互動的文化界人士，或者至少

沒有對政府政策作出批評，展現了電影基金會在評選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個人

化、非正式治理色彩，且由於這些電影業巨頭也身兼電影界要職，難保不會影

響到評選過程，邦達爾丘克、西里揚諾夫甚至就在電影基金會的專家委員會名

單中。在推出的電影方面多為愛國主義電影或者較能獲取觀眾青睞的類型電

影，同時獲得觀眾與政府的青睞，比起傳統的藝術片的確能獲得更多收益，但

卻不一定能達到收支平衡。當電影公司作為社會上的一種行動者，其公司規

模、出品電影、創辦人與政府之關係都使之有更大機會被選為國內電影製作業

領先者，而電影基金會所設立的制度，更固化了電影公司的階級高低，電影公

司為獲得政府補助，創作出高票房、符合政府愛國主義敘事的作品，電影公司

與電影基金會相互影響，固化了俄國大銀幕之作品呈現，卻依舊尚未能完全與

好萊塢電影抗衡，顯現了公司階級與電影業結構之間的問題。 

 

（二）地理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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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蘇聯時期，各個加盟共和國中有志於電影創作的人來到全蘇國家電影學

院學習，而後創作出具有其原生環境風貌的作品。但在蘇聯解體之後，俄國銀

幕已經缺少了這些電影來調和其單一面貌，今日，俄羅斯電影工業集中於莫斯

科及聖彼得堡，必然造成視角趨近於歐俄、都會的問題。在表 4-5 中可以發

現，名單上的 19間公司都集中於莫斯科與聖彼得堡，且將近 9 成位於莫斯科，

足見俄羅斯電影製作業高度集中的情況。由於電影業是依需要極大經濟能量支

撐的行業，可創造許多就業機會，對於所在地區居民勢必有不少影響，而其所

代表的電影工業概念、型態也將主導俄國電影製作業的發展。因此，本文認為

檢視俄國電影製作公司的分佈區域，可以看出俄國電影業在「地理區域」方面

的結構化問題。 

表 4-5 2012-2021 年間電影基金會評選之國內電影製作業領先者分佈地區 

公司名稱 分佈地區 

1. 藝術電影工作室  

2. 特里特 

3. 中央夥伴關係 

4. 指導電影 

5. 塔巴克 

6. 不停頓 

7. 享受電影 

8. 黃黑白集團 

9. 洛克 

10. 真實達科塔 

11. 氫 2011 

12. 巴澤列夫斯 

13. 火星傳媒娛樂 

14. 科克捷別利 

15. 箭頭 

16. 雷昆電影 

17. 1-2-3製作 

莫斯科 

18. 斯特維 

19. 伊戈爾多斯特諾夫製作公司 
聖彼得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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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公司的集中反映在區域電影製作的數量和票房上，在 2012-2018 年

間，新發行的區域電影數量多維持在 20-30部之間，最高峰是 2016 年的 40

部，不論是電影數量或有推出電影之區域都最多，而長期來說則集中於薩哈

（雅庫特）共和國，可說薩哈共和國已經雄踞俄國區域電影製作的賽場。詳見

圖 4-2。 

圖 4-2 2012-2018 年俄羅斯電影新發行數量概況 

 

（資料來源：Nevafilm Research, 2018, 2019，圖表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區域電影的製作能力與政府是否有相應的政策息息相關，直至 2017 年俄國

的 85 個聯邦主體中，僅有 13 個有電影製作的相關立法，具有獨立監管部門的

僅有 11 個，針對電影製作有財政補助之區域有 26 個，已建立區域電影資助基

金的則只有 1 個，5 個尚在建立中42（Молодёжный центр Союза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стов, 2018），足見區域電影創作上尚未獲得足夠的政府支援。

除此之外，電影製作還包括了人才培育、專業場所的建置與人才培育，但多數

                                                
42 本資料是由電影協會青年中心編寫而成，透過致函俄國文化部與 85 個聯邦主體獲得相關數

據，共有 83 個聯邦主體回覆，因此本資料僅涵蓋 83 個聯邦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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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邦主體仍未有一套完善的運作模式，能完整提供攝影棚、照明、拍攝、剪

輯、錄音、服裝、專業人員的聯邦主體不到兩成（Молодёжный центр Союза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стов, 2018）。政府的投入與電影製作的發展息息相關，由於許

多地區仍欠缺電影製作的基礎設施，需要重投建立當地的產業鍊，而莫斯科、

聖彼得堡等地已經具有厚實電影工業基礎，政府支援可以有更大效益，使得區

域電影工業更加弱勢，而電影製作將反映當地的人文與地理風景，區域電影缺

乏代表了俄國電影中俄國地理與俄國人文的單一性，與俄國多民族的實際社會

情況落差頗大。雖然今日俄國導演中並非全為俄羅斯裔，但多數仍選擇前往莫

斯科或聖彼得堡學習、開啟電影製作生涯，而非留在原鄉，呈現了俄國電影製

作於「地理區域」切角的結構問題，觀眾對於區域電影的需求來自於對於電影

中母語與地景的熟稔與親密感，區域電影近年來逐漸在電影節展露頭角，卻無

法獲得相應的票房(Ромодановская, Трусова, Озеренчук, Латышева, Беззубиков, 

2020)，多數區域電影深具藝術片色彩，但難以打進商業市場，如此一來便難以

發展需龐大經濟支撐的電影工業，代表俄羅斯電影的區域發展不均的問題仍然

嚴峻。 

 

（三）支配性 

  透過上述的社會階層、地理區域兩個面向，我們可以發現俄國電影製作業

已經發展出一套約定俗成的運作模式，遵循如此模式的電影公司將符合國家利

益，也同時符合自身利益。這個運作模式中最重要的一點即是拍攝「具愛國主

義思想的商業電影」，對於電影公司而言，繳交具有愛國主義思維的電影項目

將更有利於申請補助，對於政府而言，透過電影宣揚愛國主義是有效同時又活

絡產業的方式，而從票房榜來看，愛國主義大片也是在喜劇與家庭電影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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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能與好萊塢電影抗衡的電影，雖然並非多數愛國主義國片都能有高票房成

績，但若非愛國主義電影則更難打入電影市場，因此可以說支援、拍攝、觀賞

愛國主義題材已經成了俄國電影（尤其是商業電影）存續的主要動能。電影工

業是需要龐大經濟力量支撐的產業，因此以票房結果來論俄國電影製作走向有

其必要性，而票房多來自由國內電影市場，因此票房使得俄國電影業、政府、

人民共同建構了「愛國主義」支配性敘事的結果，反過來說，票房同時滿足了

三者的利益。 

  若將視角拉得再遠一些，「愛國主義」題材是俄國電影與俄國政府對抗好

萊塢電影敘事、好萊塢電影創造的史觀的一環。在《2030 年國家文化政策戰

略》便指出「二戰結果」被修改，因此致力於俄國認同的二戰史觀對於俄羅斯

文化創作、文化機構來說至關重要。因此，本文認為「愛國主義題材的敘事支

配性」有兩層分別，一為對內，一為對外：對內，它是政府、商業、社會三者

的共識，這同時也可以在莫斯科、聖彼得堡以大片為主，區域電影以藝術片為

主的分別中看出來，莫斯科、聖彼得堡的電影公司製作之大片正代表了俄羅斯

的電影工業中心的敘事觀點與話語霸權，而區域電影則多需尋求更偏向藝術電

影之呈現才能闖出一片天；而對外，愛國主義題材的敘事則成為與美國電影對

抗的其中一種電影敘事與史觀塑造，是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仍不斷想維持其

勢力範圍的表現。 

 

第四節 A 級影展與奧斯卡獎獲獎分析 

  目前世界各地的影展多具備觀摩或競賽的功能，部分影展兩者皆有，因此

對於各國電影來說，入選為觀摩片是向外國觀眾、買家介紹自己的管道，而若

能入選競賽單元甚至得獎，則將有更高的曝光度，對於買家來說也更具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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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獎除了對國際銷售有幫助之外，也是一個審視俄國電影品質的方式。在 A

級影展43以外，本文也加入了奧斯卡獎最佳國際電影（原最佳外語片）的「短

名單44」作為評比標準，因為奧斯卡獎的關注度比起其他影展對一般大眾更具

吸引力，而奧斯卡影藝學院的評選結果與電影代理商之宣傳力度有很大的關

係，若能被放入短名單，甚至獲獎，表示其在美國有一定的知名度，而入圍也

將帶來更大的國際注目度。本文於圖 4-3、表 4-6 整理 2012-2019 年間俄國電影

於 A級影展獲獎數量以及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進入入圍名單與短名單之情況，

再分析這些獲獎、入圍影片之共同點為何，並以獲獎結果來推論俄國政府補助

對於俄國電影之品質及國際能見度有多少幫助。 

 

（一）A級影展 

  A級影展是世界上頗具知名度的影展，各影展長期以來關注重點不同，有

的重視電影中的議題呈現，有的重視商業與藝術之調和，有的特別關注新導演

與電影工業未臻成熟的國家之表現，而不同的影展長期呈現出來的得獎名單也

將透露出該影展一定程度的審美標準。儘管各個影展關注重點不同，但其獎項

之重要性對電影藝術性之表揚與「含金量」皆是世界公認，因此觀察俄國電影

於 A級影展獲獎數量呈現將可看出俄國電影品質上的增減情況。從 2012 年開

始，俄國電影於 A級影展獲獎數量呈現上升趨勢，直到 2018 年到達高峰，共

                                                
43 國際 A級影展是由國際電影製片人協會（FIAPF）劃分的「競賽型綜合類電影節」。2018 年國

際電影製片人協會認定 A級國際影展一共 15 個，分別為：坎城國際影展、柏林國際影展、威

尼斯國際影展、印度國際影展、卡羅維瓦利國際影展、盧卡諾國際影展、聖塞巴斯蒂安國際影

展、莫斯科國際影展、開羅國際影展、蒙特婁國際影展、華沙國際影展、東京國際影展、馬塔

布拉塔國際影展、上海國際影展、塔林黑夜影展。 
44 各國提交代表影片後即進入「長名單」（longlist），再由影藝學院公佈「短名單」（shortlist），
最後才會選出入圍名單（nominated），並由影藝學院會員最後投票選出得獎者（Academy Award 
for Best International Feature Film/ Best Foreign Language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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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 17 個獎項，隨即於 2019 年降至 4 個，但整體而言這八年俄國電影於國際

影展的獲獎數大致呈現上升態勢，代表俄國電影的藝術性與品質都受到肯定。 

 

圖 4-3 2012-2019 年俄國電影於 A級影展獲獎數量 

 

（本表整理自：《俄羅斯電影業－2018》、《俄羅斯電影業－2019簡要

版》。） 

 

在這 72 個獎項中，獲獎電影數量為 52部(ПрофиСинема, ЕАИС, Фонд кин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культуры РФ)，另外還有一個獎項是頒給康查洛夫斯基之「終身

成就獎」（За дело всей жизни），屬個人獎，不算入獲獎電影總數。在獲獎的

52部電影中，《見證》獲 2017 年威尼斯影展「最佳修復影片」（Best Restored 

Film），屬蘇聯時期之電影，也不參與補助與否電影之計算，在圖 4-4 之文氏

圖中以右下之圓圈表示，其餘的 51部電影共有 26部獲得補助，其中獲文化部

補助者有 20部，獲電影基金會補助者有 9部，其中有 3部則是兩者皆有，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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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補助之電影共有 25部（ПрофиСинема, ЕАИС, Фонд кин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культуры РФ）。從結果來看，獲得補助與沒有獲得補助之電影數量「無顯著

差異」，而獲補助之得獎片以「文化部補助」較多，與文化部主要補助較不具

市場優勢之電影如處女作、作者電影，而電影基金會主要支持票房大片有關，

兩者在補助方向不同，選擇了兩種不同取向的電影，而文化部之選擇顯然較電

影基金會更能獲得國際影展的青睞。 

 

圖 4-4 2012-2019 年俄國電影於 A級影展獲獎電影之補助情況 

 

（資料來源：ПрофиСинема, ЕАИС, Фонд кин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культуры РФ，

圖表為作者自製。） 

（二）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俄國代表 

  2012 至 2019 年的 8部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俄國代表中，多是當年度在國

際影展獲獎之一時之選，也有些是在國內獲得巨額票房者，最後共有 4部至少

進入短名單，其中 2部入圍者皆為薩金塞夫執導，影響因素整理於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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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2012-2019 年俄國電影進入「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入圍名單與短名單之

因素分析 

                                                
45 以導演是否曾是普丁之「受託人」作為區分標準，若曾為普丁之受託人，則視為與普丁政權

關係良好，若無，也「不代表」與普丁政權關係一定是「惡劣」，僅代表與政府並無特別友好之

關係。 
46 D、E 的分別僅為有文化部或電影基金會補助之區別，不特別區分是哪一個。此外，電影基

金會的財政支援部分為製作補助，部分為上映期間補助，但筆者在這裡不特別區分，因為不論

在哪個階段獲得電影基金會補助，都代表這是一部獲得電影基金會認可的電影。 
47 若題材具有「俄國民族、歷史淵源」、「緬懷帝俄、蘇聯時期」或「紀念二戰」者，筆者便將

其視為具愛國主義主題。 
48 本項僅論是否進入短名單以上，沒有進入短名單者為 a，進入短名單、入圍名單者為 b。 

年份 片名 導演與普丁政

權之關係是否

良好45 

有無文化部

或電影基金

會補助46 

是否為

國際合

製 

是否為

愛國主

義題材

47 

是否進入

短名單以

上 

2012 《白虎》 

（Белый тигр） 

沙赫納扎洛

夫，是（A） 

有，電影基

金會（D） 

否

（F） 

是

（H） 

否（a48） 

2013 《史達林格勒》

（Сталинград） 

邦達爾丘克，

是（A） 

有，電影基

金會（D） 

否

（F） 

是

（H） 

否（a） 

2014 《纏繞之蛇》

（Левиафан） 

薩金塞夫，否

（B） 

有，文化

部、電影基

金會（D） 

否

（F） 

否

（I） 

有，入圍

（b） 

2015 《熾愛》

（Солнечный удар） 

米亥科夫，是

（A） 

有，電影基

金會（D） 

否

（F） 

是

（H） 

否（a） 

2016 《尋找天堂的三個

人》（Рай） 

康查洛夫斯

基，否（B） 

有，文化部

（D） 

是，國

際合製

（G） 

否

（I） 

有，短名

單（b） 

2017 《當愛不見了》

（Нелюбовь） 

薩金塞夫，否

（B） 

沒有（E） 是，國

際合製

（G） 

否

（I） 

有，入圍

（b） 

2018 《索比堡》

（Собибор） 

哈本斯基，否

（B） 

有，文化部

（D） 

否

（F） 

是

（H） 

否（a） 

2019 《裂愛》（Дылда） 巴拉戈夫，否

（B） 

沒有（E） 否

（F） 

否

（I） 

有，短名

單（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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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資料整理自：ПрофиСинема、ЕАИС、Фонд кино、 

奧斯卡獎官方網站, https://www.oscars.org/。） 

 

  在表 4-6 中，本文列出 4 個可能影響俄國電影進入短名單與否的原因，包

括導演與普丁政權之關係是否良好、有無文化部或電影基金會補助、是否為國

際合製、是否為愛國主義題材，導演與普丁之關係可能影響其所拍攝之電影題

材是否較符合俄國政府偏好，並表現在電影的劇情與敘事手法上；有無文化部

或電影基金會補助將可能影響電影敘事與劇情之呈現，如獲得補助之電影可能

有足夠資金拍攝原本無法拍攝的場景或者採用更先進的技術，但也可能因此出

現自我審查的情況；是否為國際合製代表的是是否獲得國際資金、技術的進

入，也可能使得該片風格與「純」俄國片有差異；「愛國主義題材」作為俄國

電影擅長的題材，是許多俄國電影創作者選用的主題，8 年間俄國也推出幾部

愛國電影作為代表，因此本文將愛國主義題材也列入影響因素之一。 

  檢視這 8部電影的 7 位導演，其中有 3 位曾任普丁參選總統時的受託人，

與普丁政權之良好關係不言而喻，米亥科夫更是蘇聯解體後第一個，至今也是

唯一一個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導演，因此每當米亥科夫推出新作，都有很

大機率被推派。然而，若與普丁政權無良好關係，仍有機會被推派為奧斯卡最

佳國際電影俄國代表，即使是曾公開支持俄國反對派領袖納爾瓦尼（Алексе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Навальный）、以官僚腐敗為題材的薩金塞夫仍兩度獲推舉，可見

導演與普丁政權的關係與俄國奧斯卡委員會的決定無太大連結。 

  在有無獲得補助方面，8部作品中共有 6部獲得補助，包括電影基金會與

文化部之補助，這 6部電影中有 2部至少進入短名單，有 4部沒有進入短名

單，另外 2部未獲補助的電影則都進入短名單，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自薩金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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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因《纏繞之蛇》引發了「受補助電影是否不應『批評俄國』之爭論」後，便

轉而尋找國際資金，這也是其下一部電影《當愛不見了》為屬國際合製的原因

之一，而另一部國際合製電影《尋找天堂的三個人》為俄國、德國合製，因其

背景設定於納粹集中營，而選擇在德國拍攝，此外康查洛夫斯基於蘇聯時期即

前往美國，擁有不少與外國人合作的經驗，執導不少國際合製的電影，是當代

俄國少數具有國際合製經驗的導演之一。 

  在是否為愛國主義題材方面，8部電影中共有 4部為愛國主義題材，4部非

愛國主義題材，其中「二戰」題材仍是愛國主義電影中的大宗，其中 3部以二

戰為主題，1部時空設定於帝俄末年與俄國內戰。至少進入短名單者皆非愛國

主義題材，可見影藝學院會員對於愛國主義電影不感興趣，所有愛國主義電影

皆無法進入短名單。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愛國主義電影也可能影響其他電影進

入短名單的機會，如《史達林格勒》為史達林格勒會戰 60週年紀念電影，斥資

3000萬美元(Слободчикова, 2013)，或許對於俄羅斯奧斯卡委員會來說有推派本

片有其必要性。 

  本文使用求同求異並用法，找出最可能讓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俄國代表能

夠至少進入短名單的因素，請見表 4-7。根據正事例組（公式 4-1）與負事例組

（公式 4-2）的公式推演，有 B（非與普丁政權關係良好）、I（非愛國主義題

材）兩元素者，至少進入短名單，而無 I元素者沒有進入短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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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求同求異並用法演算 

正事例組（公式 4-1） 負事例組（公式 4-2） 

電影（2014）B+D+F+I = b 

電影（2016）B+D+G+I = b         

電影（2017）B+E+G+I = b 

電影（2019）B+E+F+I = b 

電影（2012）A+D+F+H = a 

電影（2013）A+D+F+H = a         

電影（2015）A+D+F+H = a 

電影（2018）B+D+F+H = a 

小結：有 B（非與普丁政權關係良

好）、I（非愛國主義題材）兩元素

者，至少進入短名單。 

小結：無 I（非愛國主義題材）元素

者，無法進入短名單。 

總結：B（非與普丁政權關係良好）、I（非愛國主義題材）兩元素是奧斯卡

最佳國際影片俄國代表能至少進入短名單的原因，其中又以「非愛國主義題

材」者更為重要，因在負事例組中，電影（2018）也擁有 B元素。 

 

  從結果來看，「非愛國主義題材」是最重要的變因，愛國主義電影基本上

不符合影藝學院會員的評選偏好，再者，「非與普丁政權關係良好」者 

所拍攝的電影較符合奧斯卡影藝學院會員偏好，可能代表其本身意識形態與影

藝學院會員更為接近，因此其拍攝之電影也較符合影藝學院會員之價值觀與審

美，也可能代表這些導演的作品較無迎合政府的情況，進入短名單的 4部電影

中，最終有 2部入圍，且 2部都是薩金塞夫執導，顯見其執導之作品特別受影

藝學院歡迎。 

  而本文最關注的「政府補助」是否影響讓「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俄國代表

進入短名單」並無明顯差異，在 2012-2019 年間，共有 6部電影獲得補助，這 6

部電影中有 2部至少進入短名單，有 4部沒有進入短名單。而另外 2部未獲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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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電影則都進入短名單，因此無法說明俄國政府補助對於「奧斯卡最佳國際

電影俄國代表進入短名單」是否為完全的正面因素或負面因素。 

  奧斯卡獎代表的是能見度的展現，也代表的是該電影對於美國觀眾乃至世

界多數觀眾「接受、喜愛」該電影之可能性，但未進入短名單的原因很多，仍

須視當年全球電影業的狀況，其他國家參賽影片的品質、聲勢也會影響到最終

結果，參賽國能做的僅有推出最可能入圍的影片來角逐，而從近八年的結果來

看，由非與普丁政權關係良好的導演拍攝的非愛國主義電影更易受到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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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旨在探討俄國電影政策對電影產業發展之影響，並以千禧年後為做

為研究範圍。俄國文化藝術博大精深，且各藝術領域經常緊密相連且互文，從

歌劇改編、文學圖像化、電影及舞台劇於文本上之借用與聯繫等等，都可以看

出俄羅斯藝術的複雜與深度，因此從俄國電影誕生之際，甚至是電影進入俄國

之際作為梳理「俄國電影政策脈絡」的起始點有其必要性，從中可以發現俄國

電影創作者在最初是如何選擇文本，與俄羅斯長久以來累積的文化底蘊有多大

程度的關聯。 

  法國、美國等電影強權在創作電影之初已是民主共和制，俄羅斯直到一次

大戰才擺脫君主專制，隨後緊接著是內戰，而後強力箝制意識形態的蘇聯時期

來臨，使得電影業必然須謹慎處理與政府之互動，選擇拍攝政府允許之題材。

在帝俄時期尚未有一套制式化的電影政策，但政府的影響仍隨處可見，首先尼

古拉二世本就對電影有強烈興趣，甚至能自行操作放映器材，然而電影卻反過

來成為新生政黨宣傳的管道，政府對於電影的管制也因此擴大。帝俄時期之電

影題材多取自俄羅斯歷史以及文學經典，足見俄國觀眾、電影工作者對這兩大

素材的熱愛，俄羅斯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俄羅斯黃金時代的經典文學在銀幕上

再現，表現了俄國對於昔日的緬懷，而如此創作母題不斷地在俄國電影史中出

現，也是在這個時候，俄國政府發現電影能夠宣傳與鞏固國族意識，由皇室支

持拍攝的電影中便可略窺一二。除此之外，當時仍夠參與電影創作者多具一定

經濟、知識基礎，除了拍攝歷史、文學題材之外，亦不乏聚焦底層之創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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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展現電影工作者作為知識份子對於時代之回應，因此不論是否有政府介入，

俄國電影的政治性已然存在，並影響了後世的俄國電影創作者。 

  1919 年電影業國有化後，更可以說俄國電影與政府的關係已密不可分，政

府掌握了從製作到放映的每一階段，觀察俄國著名電影導演的創作可以看到電

影工作者受時代影響而產生的創作，以及政府如何透過電影重塑歷史，電影與

政治的關係不得不被放大。蘇聯電影的兩大高峰出現在 1920 年代以及解凍時

代，前者有賴盧納察爾斯基對於藝術創作較寬容的論點，不將任何思想、創作

方法視為唯一標準，使得各式風格、電影實驗竄起、名導輩出，對國內外導演

影響甚巨，後者適逢史達林逝世後國內政治氛圍緩和，除了電影創作主題再次

爭鳴之外，由於對於史達林時代的全盤檢討，在電影上也出現許多重新檢視二

戰傷痕、關注個人的創作，而本時期展露頭角的導演有許多仍活躍於當今的俄

國影壇。而史達林時期則可謂蘇聯電影的黑暗時期，幾乎全都是迎合政府拍攝

的宣傳電影，布里茲涅夫時期對藝術之管制再度緊縮，許多電影面臨擱置、禁

演命運，直到戈巴契夫時期才面世，但本時期也出現許多票房大片，其中多是

喜劇電影，可說是蘇聯類型電影的成功嘗試，而戈巴契夫時期之作品受俄羅斯

當時不安、紛亂的社會氛圍影響，出現不少反應當時社會問題的電影。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邁入資本市場，然政府與電影之關係卻沒有因此變

得疏離，電影依舊是政府推動愛國思想的利器，但電影市場上卻多了許多外國

電影來競爭俄國觀眾的芳心。在政治之外，俄國電影的商業取向也逐漸提高，

與此同時仍有一股遵從俄國傳統藝術電影之流創作不懈，形成今日俄國電影的

兩大面向，而這在俄國政府補助電影創作時以文化部、電影基金會兩單位的不

同取向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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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政策是文化政策之一環，本文將普丁時代之文化政策劃分為「對外」

及「國內」，對外以俄羅斯的文化作為手段，運用軟實力提升俄羅斯之國際形

象，並試圖打造出對俄國友善的國際環境，搶奪對於二戰、區域議題的話語

權；「國內」之文化政策目標則是提升社會團結、國民對於國家之認同、社會

議題之共識等等，而電影不論在對外關係或國內文化政策上都扮演要角，最主

要原因仍是電影具強大傳播能力，且是多數人負擔得起的娛樂，可近性更高。

在如此目標與功能性的相互作用之下，俄國政府對於電影之扶助、控制便顯得

其來有自。 

  本文比較文化部與電影基金會對於電影之相關法規，兩者都呈現了俄國政

府施政上仍帶有濃厚的社會主義氛圍，文化部著重於俄國電影從業者、俄國電

影觀眾是否享有應有權利，立法保障電影從業者、訂定行業準則、所需專業標

準，並特別強調降低身心障礙者的觀影障礙，其餘則多是與加強俄國電影的發

展有關，如協助電影交流、促進行業的透明度與發展條件等等，足見俄羅斯文

化部作為掌管文化藝術的行政機關，擴大其職權所及範圍之際，更加關注個體

於電影環境中是否獲得妥適待遇。而電影基金會比起文化部則有更強烈的功能

性質，著重於對國產商業電影的扶持，具保護主義色彩與非正式治理的特色，

透過觀察電影基金會補助之電影內容，便可以發現俄國銀幕的主流國片類型，

以及俄國政府更偏好於哪些電影敘事及電影工作者。 

  透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三個研究面相檢視俄國電影業，在進入市場機制

後，商品化無可避免，在俄國政府補助商業大片、俄國電影院傾向放商業大片

的交互影響下加深了商品化的深化，尤其俄國政府為有效投資電影業，搜集各

種數據交由專家分析，但這些資料卻也可能成為廣告商的工具，提升「模控商

品化」的程度，儘管如此廣告商的獲利仍可能被法規所抵消、壓低，透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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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時間、使觀眾獲得完整放映資訊等方式，使得觀眾能更自由地選擇是否被

廣告接近，廣告創造的剩餘價值降低，代表著商品化深化的侷限，而俄國政府

對電影工作者的法規限制了「勞動商品化」，使資本家較難透過去技術化和行

業規模減弱勞工的自主性。簡而言之，在俄國長久的大政府思維與社會主義色

彩的政策施行下，俄國電影放映業之商品化程度極其有限。 

  在電影發行業方面，跨國電影公司對俄國電影市場仍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也因此相關法規並不致力於市場自由競爭，而是以協商的方式促使電影院播放

更多國產電影，自然給國片發行商更多機會，然而即使是國片都會因為發行商

的規模而在票房上有不小落差，若由美國公司發行，仍較有機會獲得高票房。

俄國政府儘管不追求市場自由化，卻也無積極地打造完全有利於俄國本土電

影、本土發行商的市場，礙於全球化必須遵從國際組織之規定，以及本土發行

商亦有進口外國電影等因素，若對電影發行市場一昧增加管控也會對本土公司

造成傷害。 

  透過結構化分析俄羅斯電影製作業，可以發現在電影業發展與政府法規合

流而成的結構化問題。首先是電影基金會每年選出的「國內電影製作業領先

者」名單將電影公司分層，作為分配補助的先後依據，使得大者恆大，且有資

本的公司推出的電影多符合政府期待的敘事。再者，俄羅斯電影製作公司長期

集中於莫斯科與聖彼得堡，許多聯邦主體電影基礎設施不足、無相關法源依據

的問題仍然嚴峻，目前除了莫斯科及聖彼得堡之外，僅有少數幾個聯邦主體能

定期產出電影，且多是較難獲取商業利益的電影，但具藝術價值，在國際知名

度甚至可能高過在本國知名度，這是俄國聯邦政府與區域政府須合作改善的部

分。此外，俄羅斯電影的話語權幾乎由愛國主義敘事獨佔，雖然俄羅斯一年推

出為數不少的國片，但能獲得高票房者多為戰爭或歷史題材的愛國主義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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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為喜劇或家庭電影，壓縮了其他類型電影的發展空間，而不論電影製作公

司或政府行動都加劇了這一結果，使得愛國主義的電影敘事支配性更加穩固。 

  最後，透過檢視 2012-2019 年間在 A級影展獲獎和進入奧斯卡最佳國際影

片短名單的電影，發現兩者都無法證明俄國政府對電影之支援的有效性，在 A

級影展獲獎電影中，獲補助者佔 51%，未獲補助者佔 49％（ПрофиСинема, 

ЕАИС, Фонд кин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культуры РФ），差距微小，顯然即使未獲補

助也有機會獲獎，在藝術成就上獲得肯定，而觀察獲補助之電影，則多為獲文

化部補助者，其中獲文化部補助、同時獲得文化部與電影基金會補助者佔 77

％，表示文化部所補助之電影的確較符合國際影展偏好。而 2012-2019 年間奧

斯卡最佳國際影片／最佳外語片共有 6部獲得補助，其中 2部進入短名單，另

2部未獲補助者也有進入短名單，無法說明補助必然有效或無效，而「非與普

丁政權關係良好之導演」所拍攝的電影，以及「非愛國主義題材」的電影則更

受影藝學院會員的歡迎，是這八年內對於入選結果影響最大的兩個因素。 

  當我們檢視俄羅斯電影史的發展，便可以發現每一階段的創作者皆受當代

的政治氛圍與政策走向之影響，並可得到一些啟示：國家的干預如影隨形，從

意識上的塑造到實際的財政作為，無不影響俄國電影的敘事，對俄國電影整體

發展具有一定助益，卻也可能造成電影敘事越趨同質。除了歸納俄國電影政策

對俄國電影發展之影響之外，還可以從以下三個視角來看待本研究的發現，分

別是：市場機制下的看得見的手、愛國主義填補意識形態真空、政策的對立與

雙元性質。 

 

一、 市場機制下的看得見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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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電影市場與當代俄羅斯電影市場最大的差別正在於從社會主義過渡至

資本主義，電影業不再屬於國家，好萊塢電影攻佔俄羅斯銀幕。蘇聯解體後，

政府不再控管外國影片輸入的數量，回歸自由競爭，在長期無法接觸歐美電

影，以及好萊塢電影霸權的雙重因素下，俄羅斯電影市場很快充斥者各式各樣

的美國電影，其中又以好萊塢大片的觀影基數最大，且好萊塢電影多由母公司

於俄羅斯當地設立的分公司代理，如環球、索尼影業、迪士尼影業等等，俄羅

斯本土發行公司無法從中獲得太多利潤，僅電影院能夠透過票房拆帳方式獲

利，也因此電影院也更傾向於給予受歡迎的大片更多、時間更好的場次，對於

俄國電影製作業也是其中一個劣勢，因此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現今的俄羅斯電

影遭遇外國電影的強大競爭，而在電影院的放映選擇、電影公司的買片抉擇

上，並無法以法令強行規定，僅能以協商的方式為俄羅斯電影創造空間，不僅

是因為限制外國電影可能違反貿易規則，更因為外國電影仍能使俄羅斯電影放

映業、部分代理外國電影的公司盈利，因此俄國政府最能夠施力的地方就在俄

國電影製作業。 

  俄羅斯政府每年對於俄國電影製作業的補貼具強烈的保護主義色彩，透過

國家強大的經濟力量支撐電影業製作，使得俄羅斯電影在技術面上有長足的進

步，俄羅斯電影辦事處的研究也顯示不論專業影評或普通觀眾都對俄國電影的

氣氛、視覺、表演和音樂給出正面評價，題材和劇本則否，可以看出在技術和

演員的部分已經成熟，但在題材選擇和劇本創作的部分仍是需加強，顯見俄國

政府的補貼的確在需要大量資本的技術面有所幫助，但卻可能造成題材選擇趨

於政府的偏好，以及編劇人才仍然不足等等問題。 

  在補貼電影製作公司之外，俄國政府對於身心障礙者之觀影權利特別重

視，透過法規創造平等的觀影權利，不論符合身心障礙者觀影的特殊服務或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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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較佳的觀影場次時間等等，都展現了蘇聯時期社會主義的「大政府」思維，

由國家促進人民福祉，照顧弱勢者等特色，若單純按照市場機制運作，安排較

佳的觀影場次、額外製作符合身障者觀影需求的放映規格等都不符合經濟效

益，但此舉卻能促進社會正義。 

  綜上所述，俄羅斯邁入資本市場 30 年來，對於電影業的補助卻是不減反

增，透過財政補貼、與民間協商等方式，尋找一條能夠不傷害整體電影市場，

又能扶持本土電影的道路。 

 

二、 愛國主義填補意識形態真空 

  戈巴契夫時期推動改革，過去被禁的文藝作品陸續出台，蘇聯境內充斥著

各式思想與言論的交鋒，各加盟共和國亦蠢蠢欲動尋求獨立。然而，不論如何

紛亂，蘇聯仍維持著「老大哥」的角色，1980 年代末的俄國靠著布里茲涅夫主

義的遺緒，維繫本國人民對國家的認同與忠誠。蘇聯解體後，不僅認同的「國

家」不再，附庸國家一一獨立、加入歐盟、北約，俄國境內少數民族的分離運

動也甚囂塵上。面對國家體制、範圍的重大變化、西方文化快速進入，以及不

再有唯一信仰的意識形態標準，使得人民短期間難以適應，1990 年代葉爾欽完

全向西「一面倒」的外交政策，顯現了「大西洋主義」的思維，此舉卻沒有為

俄國換來多少西方的實質幫助，「震盪療法」造成經濟崩盤，使得整個 90 年代

成為政經動盪的時代，俄國國際地位大不如往，國民自信心也隨之衰退。 

  俄國憲法不再獨尊任何意識形態，對當時對於前路迷茫的俄國人民來說，

如同失去了指引，而「愛國主義」就被用來填補當代俄國的意識形態真空。從

2000 年開始進行的愛國主義教育中，便直接闡明了「國家對大眾媒體愛國主義

宣傳的影響」，透過各式傳媒宣揚愛國主義、塑造俄羅斯人的正面形象，並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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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歷史的詮釋權，其中包括製作電視、電影與錄影帶，可以看出影視產品是推

行愛國主義的主要途徑之一。俄國文化部與電影基金會的補助規定中，雖無明

定愛國主義是重要考量因素，但視其補助名單便可以發現具有濃厚的愛國主義

氛圍，而若獲得補助之電影最後成品卻是對本國有諸多批判，也會掀起政界與

社會是否該撤回補助款的討論，這些電影導演未來也難以再獲得國家補助。 

  簡而言之，當代俄羅斯電影不再是一言堂，不必遵守任何意識形態，根據

俄國憲法，不應實施審查制度，但是文化部透過《發行、拒絕發行和撤銷電影

租賃證書的規則》（Правила выдачи, отказа в выдаче и отзыва прокатного 

удостоверения на фильм），仍可針對電影做不同放映方式的限制，如影廳放

映、DVD放映等，並透過分級制度限制觀眾基數，在電影主題上則以「色

情」、「非傳統家庭價值」、「極端主義」為主要禁演對象，但被完全禁止上

映者跟蘇聯時期相比減少許多。綜觀來看甚少有被禁止上映的本國電影，但基

於國家的總體政策，愛國主義電影仍最受政府歡迎，意即目前俄國政府對本國

電影在製作、放映上是採「絕大多數電影題材不禁止，但鼓勵愛國主義電影」

的方針，即使不再有任何意識形態掛帥，仍是政府部門評估的重要指標。 

 

三、 政策的對立與雙元性質 

  商業大片企圖取得票房上的成功，藝術電影則追求藝術價值，雖不能完全

以這樣的標準來區分，兩者也不完全互斥，但大體來講觀眾與研究者仍以此作

為歸類基礎。俄國的商業電影與藝術風格看似差異很大，但兩者都具有「闡釋

俄國」的特色，俄國商業片用好萊塢式的視覺、特效包裹俄國愛國主義內核，

藝術電影上乘蘇聯電影巨匠談俄國社會的種種議題，表面上是兩個極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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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都提出各自對於俄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理解與詮釋，唯兩者的觀點多不相

同。 

  文化部與電影基金會補助項目的差異亦顯現了政策上的雙元與對立性質，

文化部以培育人才、實驗片、藝術電影為主，電影基金會以票房大片為主，兩

者正代表了俄國電影的兩大分支與特色。商業電影固然是活化電影市場的一大

動力，然而俄羅斯商業電影與政府有著過度緊密的連結，使其在呈現商業色彩

之餘，還表現了俄國政府的政治意識及選擇偏好。而透過觀察 A級影展獲獎電

影與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短名單入選者，我們可以發現獲文化部補助者多於電

影基金會，而非愛國主義者更易獲得支持，顯見藝術電影、非愛國主義電影顯

然能走得比愛國主義商業片更遠，進入國際影壇的討論之中。此外，在對外文

化政策上，俄羅斯藝術一直是與他國互動的重要媒介，俄國政府也不願意輕易

放棄具一定國際知名度的電影藝術，因此透過兩個互斥卻也互補的行政機構，

滿足對內與對外的文化政策執行。此外，其行政作為也具搖擺性質，例如：薩

金塞夫於 2014 年代表俄國角逐奧斯卡外語片的《纏繞之蛇》因批評官僚腐敗在

俄國引起軒然大波，但俄羅斯奧斯卡委員會（Российский Оскаровский 

комитет）仍選擇推派本片，薩金塞夫下部作品《當愛不見了》即轉以尋找國際

資金、國際合製，但依然再次獲得推派，顯見不同的文化部門之間仍有不同的

考量與選擇。 

  俄羅斯位處東西方之間，使其政策、文化⋯⋯都呈現了雙元、對立的性

質，其性格與文化的矛盾性，正是其特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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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俄國電影政策之啟示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一度面臨嚴峻經濟危機，一向依賴政府支援的電影工

業也跌入谷底，大舉進入俄國電影市場的外國電影使得俄國國產電影更加弱

勢，在俄國國片數量最低谷的 1996 年通過了聯邦法律第 126-FZ《關於國家支

持俄羅斯聯邦電影業》（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2 августа 1996 года № 126-

ФЗ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成為俄國政府支援俄國電影業的主要法源之一。然而整個 2010

年代，俄國電影仍然難以與外國電影抗衡，最高點出現在 2019 年，國產電影佔

俄國電影發行市場的 30％，最低點則是 2012 年的 17.5%，若以數量來看，最多

的是 2016 年 141部，最低的是 2011 年 67部(ПрофиСинема, 2020)，可以說俄

國電影不論在數量或佔比上整體而言有上升的趨勢，但並不穩定，也尚未能在

俄國電影市場站穩腳跟。俄國電影長期接受政府支援，文化部多補助藝術片、

實驗片等較無法獲利、尋找資金不易的電影，電影基金會多補助商業大片，但

是從結果來看，不論是影展獎項或是票房成績都不盡人意，獲獎電影有將近一

半是沒有獲得補助的電影，2012-2019 年的電影票房排行榜中，每年進入前十名

的俄國電影不超過 2部，可見俄國政府雖在財政方面給予不少支援，卻未能收

到實質成效，此外，是否會帶來其他負面影響也值得思考。本文認為，俄國電

影政策除了做成效方面的檢視之外，還可以針對以下三點來反思俄國電影政策

長期以來可能為俄國電影帶來的影響。 

  首先是「未能發展健全的電影市場」，俄國政府長期補助國產電影，使得

國產電影過度依賴政府補助，趨於政府喜好，未能切實跟上觀眾的喜好變化，

經常導致耗費巨額製作，最後卻未能獲利的情況，再者政府資金的投入目的為

「補助」，並非「投資」，只要創作者按時將電影完成，便不會違反法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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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私人資金，則須對投資者負責，接受投資者的要求和建議。政府的目標是

扶持電影業，而投資者的目標是獲利，在目標上根本性的不同將造成製作過程

中對於市場偏好的重視程度落差。此外，俄國電影中不乏高票房的作品，但由

於成本過高，導致電影無法獲利，顯見俄國觀眾對於這些電影的消費並不如預

期，長期下來導致俄國政府年年大量撥款，卻造成俄國電影過度依賴政府，未

能與觀眾、與投資者建立良好關係。 

  第二是「電影創作者自我審查」的問題，當今俄國的審查風氣雖不若蘇聯

時期嚴厲，但政府對於特定電影類型的偏好，將導致電影創作者傾向創作相關

主題的電影。除此之外，許多缺乏資金的創作者為了獲得政府補助，即使政府

無明定拒絕哪些題材的電影，創作者仍會進行自我審查，以免電影院、影展因

擔憂罰則而不願播映，又或者避免提出與政府認定的「史實」相異的觀點，尤

其在二戰與分離主義議題上面，更是俄國創作者需反覆思量的議題。 

  最後則是「商業電影風格趨向好萊塢」，自《夜巡者》標誌著俄國商業電

影打入世界版圖以來，俄國商業電影已經越臻成熟，透過高額的政府補助款，

俄國電影製作公司得以製作出與好萊塢電影相媲美的大場面與視覺特效，除了

劇情敘事仍有差異外，在技術面已經跟好萊塢電影越區雷同，這也衍生了一個

問題：當俄國商業電影與好萊塢電影越來越相近時，是否代表了俄國商業電影

在話語權的爭奪上已毫無機會可言？拿走俄國政府絕大部分電影補助的商業電

影與好萊塢電影越來越相像，無法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商業特色，卻又因為劇情

與敘事手法有待加強，以及好萊塢電影於全球電影市場的宰制力，而無法與好

萊塢電影相匹敵，顯示了俄國電影在新時代的文化競逐中仍然不敵美國，不論

是電影本身傳遞的文化價值觀或電影票房，都尚無法與美國電影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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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國電影自帝俄時期便背負著巨大使命，不論是持有政權者、異議者都想

透過電影鞏固其所信仰的價值與意識形態，在蘇聯時期，電影成為政府的工

具，出現不少政宣性質濃厚的電影和企圖分散人民注意力的喜劇片，然而全蘇

電影學院及其他戲劇、藝術學院卻也培育出許多值得於電影史上記上一筆的創

作者，並在政府所劃定的界線之中，書寫不同的史觀，關注那些服務政權的電

影敘事所忽略的個體。今日的俄羅斯電影依然呈現了不同價值觀的衝撞，甚至

呈現在同一政權的不同文化部門之中，有票房至上的商業大片，也有繼承蘇聯

經典電影的新世代藝術電影，兩種電影面對不同取向的觀眾，前者進入國內票

房排行榜，後者持續於國際影展曝光，似乎也代表了俄國本身與他國之間存在

著價值觀與認知的隔閡。 

  整體來說，儘管進步的幅度不大，但俄羅斯電影的質與量都在上升，數量

增加是電影業持續運作、具深化動能的證明，品質提高則代表了在昔日蘇聯導

演日漸凋零之際，仍持續有新血加入俄國電影創作。俄國電影政策的確造成俄

國電影業的某些侷限，但仍為其發展帶來一定助益，我們仍然能夠預見未來將

有更多俄國電影進入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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