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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中影视分级制度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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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经济、技术等条件已经成熟,可以考虑实施影视分级制度.各国影视审查制度的发展,大部分都是由

审查制度转变为分级制,影视分级制度是影视审查发展的趋势.分级制可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保护创作自由、促

进产业发展、提高审核效率、促进影视交流.我国具备一定的分级制度的基础,可以从影视审查制度平稳过渡到影视

分级制度.国外的影视分级制度并不适合我国,应当参考国外的影视分级制度,结合我国的实际,构建具有我国特色

的影视分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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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行政许可中对电影、电视剧的审核实施的是“一刀

切”式的审查制度，近年来，该制度凸显出来的问题越来越

多。 呼吁电影分级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讨论电视剧分级

的却不多。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和影视行业的发展，我国的

影视分级制度应当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审查权掌握在有关

部门手中。 审查委员会由官方主导大众参与，在保持现有

审查尺度不变的情况下，在输出端对影视作品进行分级，未

经审查分级的影视作品不得公开放映。 影视分级不会导致

色情、暴力内容的出现，影视分级并不是推翻原有的影视审

查制度，而是对原有的影视审查制度更为合理的细化。

一、审查制与分级制

(一)审查制到分级制

纵观各国影视审查制度的发展，大部分都是由“一刀

切”式的影视审查制度转变为影视分级制度。 影视分级制

度是影视审查发展的趋势，单一的影视审查制度演变为影视

分级制度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 当电影成为商品的那一刻

起，影视审查制度就随之诞生。 影视作品不单有娱乐功

能，还兼有教育、宣传、引导的作用，它会引导社会风气、

会让观众进行不自觉的模仿、会传播思想，在传播行为方式

准则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 任何有关部门对这种有着巨大

社会影响力的事物都会进行管控，因此，影视作品在上映前

必须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后才能公开放映。

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影在商业上的实践呈现出一些问

题，单一的审核制已经难以满足影视行业的发展。 影视创

作者对严苛审核标准的不满，审核标准限制了影视作品的类

型，影视作品能否上映的不确定性极大地降低了投资者的投

资热情，观众对类型片的审美疲劳，最突出的是一些色情、

暴力内容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良影响。 由此导

致了影视行业的停滞乃至倒退，基于此新的影视审查制度即

影视分级制度应运而生。

(二)分级制的优势

１．保护未成年人

分级制度设立的初衷就是保护未成年人。 在电影行业

发展的初期，为了吸引观众，暴力、恐怖等情节屡见不鲜，

这些影片会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人们逐

渐意识到此类影片不适宜未成年人观看，应当在放映时限制

未成年人观看以及对电影进行分级。 我国现行影视审查制

度并没有分级，理论上是老少皆宜的，但是实际上有些影片

和画面并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 分级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

得到很好的解决，可以在源头上杜绝相关作品和画面，从而

保障未成年健康成长。

２．保障创作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目前的影视审查制度仅有十条概括性的禁止性规定，审

查标准并不明确。 为了通过审查，编剧和导演创作时就会

牺牲一部分剧情和画面，审查过程中又会被要求删减修改，

最终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和艺术性，同时，也侵犯了消费者

的利益。 影视作品的类型也被严格限制，消费者已经出现

审美疲劳。 分级制首先就是确定一个明确的标准，这一标

准往往是划分一些禁区，有了这一标准后就可以在禁区外自

由地创作。 影视作品类型就会更多，作品的完整性也会有

所保障，消费者观影体验也会更好。

３．促进产业发展

分级之后可以细化产业，增强产品的定位。 考虑到未

来影视作品的级别，创作者必定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其

作品受众的需求、理解力，这样其创作出的作品会更有竞争

力。 分级制度在保障创作自由的情况下，会涌现出更多题

材、更多优秀的影视剧本，投资者的选择就会更多。 分级

的标准公开透明，能够明确指引方向，不用再担心投资的影

视作品无法通过审核而遭受损失，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会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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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提高审核效率

影视审查并无明确的审核标准，审查委员会往往是凭借

经验进行审核的，审查委员会内部先要形成统一的意见才能

给予申请者修改意见。 审查制下完全依赖审查机关，影视

作品的创作者只能一次又一次依据审查机关的要求进行修

改，获得公映许可证的时间被无限延长。 影视分级制度下

分级标准公开透明，创作者在创作时就会严格遵守级别标

准，送审时的样片也会避开禁止性规定。 审查委员会在审

查时只需要按照级别标准审核即可，内部的争议会极大地减

少，审核时间也会缩短。 在创作者和审核机关的共同努力

下，审核的效率能够得到极大的提高。

５．同国际接轨

目前，大部分国家都完成了审查制向分级制的转变，并

且都运行良好。 世界经济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会有越来越多

的外国电影被引入国内，同时，我国的优秀影视作品也会输

出到国外。 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实施分级制度，引进国外影片

时较困难，自己的影视作品也没有办法很好地向外输出。 建

立影视分级制度之后可以促进影视作品的交流，可以引进更

多的外语片，我国的影视作品也可以更好地向外输出。

二、我国影视分级制度的可行性

(一)现行基础

我国目前具备一定的分级制度的基础，可以从影视审查

制度平稳过渡到影视分级制度。

现行的影视审查制度并不是完全按照一套标准进行审核

的，其中也暗含了一定的分级制度。 不同受众的影视作

品，其审查标准明显是不同的。 动画作品的受众主要是儿

童，审核通过的动画作品和其他类型的影视作品相比较，动

画作品中对暴力、语言、画面的审核标准更加严格。 这说

明审核机关内部也是有着不同级别的标准的，只是没有形成

标准文件对外公布。 因此，我们实施影视分级制度的时候

就会容易很多，不至于一片茫然、手足无措。

此外，观众和影视从业人员都支持实施影视分级制度。

影视从业人员对分级制度的呼吁从未停止，甚至迫不得已自

行分级。 ２０１７年《大护法》上映时在片头标注，“建议十三

岁以上观众观看”；２０１９年的《灵笼》在片头标注“建议观

影年龄：１８岁以上未满１８周岁的观众请在征得监护人允许

后观看”；２０２０年《姜子牙》在预告片的片尾标注“建议八

岁以上观众观看”；２０２０年《雾山五行》在片头中标注“１３
岁以下儿童请在父母陪同下观看”；２０２２年《骨语２》在开

篇字幕当中标注“孩子们需要在家长的陪同下观看”。 可见

影视从业人员对影视分级制度的渴望。 依据河北大学潘先

伟教授的调研，９３．５６％的大学生赞成分级。 赞成分级的人

认为分级可以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又可以让成人有更多

的选择。

法律上具有兼容性。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２０２１年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法(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三条

提出拟建立未成年人频道、未成年人时段。 广播电视节目

包含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广播电视节目集成

播放机构应当以显著方式进行提示并合理安排播放时间、版

面。 这与分级制度的目的不谋而合，分级之后可以更好地

设立未成年人频道，未成年人频道的内容也容易进行筛选。

经济方面也支持由影视审查转变为影视分级。 制度的

转变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 我国电影总票房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持续快速增长，２０１９年我国电影总票房达６４２．６６亿元

(９８．３１亿美元)，仅次于北美票房(２０１９年北美总票房１１２．７
亿美元)。 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影视大国，观影人次、银幕数

量、影视作品数都名列前茅。 我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持

影视分级，有充足的资金推动政策的制定、分级制度的落实

与监督。

分级之后落实到执行是一个难点，现在技术层面可以帮

助我们有效地执行。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民众购买观看

影视作品的途径和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上购票和通

过网络平台观看成了主流。 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我国网络视

听用户规模达９．０１亿。 这为我们落实影视分级制度提供了

便利。 影视平台在播出只有成年人可以观看的影视作品

时，可以增加一道验证门槛，只有验证是成年人在观看后才

予以播放。 此种验证方式目前已经成熟，技术上完全可以

实现。 此外，各视频软件也都推出了青少年模式，可以更

好地落实影视分级制度。

(二)分级的基本原则

国外的影视分级制度可以作为参考，不能直接照搬套

用。 我国应当结合本国实际，设计出一套适合我国的影视

分级制度。 构建影视分级制度必定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编

写过程中应当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１．行政机关主导

行政机关主导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１)分级的主体

仍然应当是行政机关，不能下放给行业协会。 影视作品的

影响力是巨大的，行业协会不易把握好审核尺度。 (２)吸收

大众参与分级审核。 影视作品最终面向的还是大众，大众

参与分级有利于分级制度的实施。

２．依法审查

目前的影视审查主观性过强，其原因就在于禁止性规定

过于宽泛，审查机构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所以分级制度首

先就是要对禁止性规定进行更加细致的描述，缩小审查机构

的自由裁量权，依照法律、法规为依据对内容进行审查。

其次就是要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避免受到他人或其他组

织的干扰，保障对申请人权利的救济。

３．宽容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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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行业发展至今，影视作品已经不仅仅是娱乐作用，

还兼有教育监督的功能。 不能只听得到夸奖赞美之词，而

听不得批评指责之声。 审查分级主体对影视作品的类型和

内容应当宽容，尽量保持影视作品的完整性，让更多类型的

影视作品出现在市场中，这样影视行业才能蒸蒸日上。 审

查分级主体应当保持中立，忠于法律法规，不受他人和其他

组织的影响。

(三)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影视分级制度

１．分级的主体

影视作品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分级制度应当具有强

制性的法律效力，未经审查分级的影视作品不得公开放映。

鉴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审查权还应当掌握在审查机构

手中。

审查机构分为两级：国务院一级和省一级，和目前的设

置相同。 国务院一级的审查机构由国务院下属的相关部门

负责，省一级的审查机构由省级相关部门负责。 审查机构

中的审查委员会负责具体的分级审查工作。 审查委员会构

成人员除了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外，还应当吸收一些影视

从业人员、心理学家、教师、普通观众等人员。 审查委员

会名单应当定期公布，要让一定数量的非政府人员加入审查

委员会，审查委员会的人员要年轻化。 每一部影视作品的

审查人员应当是随机的，以保证审查的公正性。

２．分级的标准

实施电影分级的国家其分级类别和标准各不相同，但都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依据年龄分为三大类：儿童可以独自观

看、青少年限制观看或需要陪同观看、只有成年人可以观

看，我国将来制定影视分级标准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 但

是不能简单地只以年龄为标准进行分级，还应当引入民法中

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应当考虑到一些特殊病患的观影需

求。 有学者建议从“二级”开始(只分为成年人和未成年

人)，在制度实施一段时间后再增加新的级别。 二级制虽然

比三级制要简单，但是没有考虑到不同阶段的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是一个年龄段很宽泛的群体，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

人心智是不同的，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所需要的影视作品

也是不同的。 笼统地划分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不够合理，

在未成年人中还需要再次进行划分。

考虑到法律的稳定性和生活实践，笔者认为在影视分级

初期可以分为三级：大众级，任何人可以独自观看；限制

级，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以观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

以在监护人陪同或许可下观看；成人级，只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可以观看。 大众级主要针对０~８岁的未成年人，限

制级主要针对９~１７岁的未成年人，成人级主要针对１８岁

及以上的成年人。 在该分级制度实施一段时间成熟后，可

以再根据实践情况增加新的级别。 此种分级和现行的审查

制度相比，并没有增加很多新的负担，而且此种分级标准更

加具有可操作性。 大众级与限制级的界限还是比较明显

的，实践起来更加容易。

３．分级的保障

首先，审查分级委员会应当吸收影视从业人员、心理学

家、教师、普通观众等人员。 广电总局２００６年公布的电影

审查委员会名单中审查机构的工作人员占了大多数，这就很

容易导致审查的政治化，审核标准更加严格。 电影、电视

剧是一种大众文化，应当多倾听大众的声音，以保证合理的

分级。 行政许可一经作出，即具公信力、确定力，不能随

意地撤回，其撤回势必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一定影响

或者损害。 因此，行政机关对已经作出的合法有效公映许

可实施撤回时，应当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严格依照法定程

序进行。

其次，审查影视作品作为一项行政许可，应当保证申请

人的救济权。 申请者对分级结果存在异议时，可以通过行

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 此外，还应当赋予影

视行业协会复议权和诉讼权。 申请者作为一个商业运营

者，不会只制作一部影视作品，为了后续影视作品能够顺利

过审，难免会选择妥协。 此时申请者可以向影视协会申

诉，当影视协会认为影视作品分级不当，可以通过申请复议

或诉讼的方式进行监督，以保障分级制度的良好运行。

三、结束语

影视分级制度是一种更为合理的审查方式，我国必将会

走向影视分级。 国外的影视分级制度并不适合我国，我们

要立足于本国实际，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影视分级制度。

目前，我国的影视经济、影视技术、国民素质等都达到了实

施影视分级制度的要求。 因此，可以考虑实施影视分级制

度，帮助我国影视行业进一步向前发展；同时，利用影视作

品向国外输出我国的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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