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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文化 
 

■為有效規範及管理校外培訓機構，中國大陸國務院發布「關於規

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並預計在2018年底前完成所有培

訓機構的整改任務。 

■中國大陸各部會及官方媒體關注網路遊戲對兒童及青少年的負面

影響。 

中國大陸導演揭露電視劇收視率造假問題，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表

示已採取相關措施，但收視率造假為其痼疾，官方三申五令卻屢

禁不止，惡性循環影響中國大陸影視產業發展環境。 

中國大陸藝人范冰冰涉「陰陽合同」逃漏稅案，引發外界高度關

注藝人天價片酬問題，中共官方祭出限酬令期遏止演藝圈亂象。 

 

一、高層文化 

◆為減輕學生課外負擔，中國大陸於2018年積極針對校外培訓機構進

行專項治理 

「校外培訓機構」在中國大陸屬於民辦教育範疇，但「民辦教育促進法」和

「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修訂草案）」都缺少對校外培訓機構管理詳實明確

的規定（經濟日報，2018.8.28）。而中國大陸校外培訓機構的盛行，則來自家長對子女

應試升學的期許，但也衍生「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受到陸方高層的重視，

在 2017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8年 3月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

均要求必須著力解決。 

針對「校外減負」，中國大陸先於 2018上半年連續發布「關於切實減輕中

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關於加快推進校外

培訓機構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由陸方教育部聯合民政部、人力資源社

會保障部、原國家工商總局等四個部門展開校外培訓機構的專項治理，再於 8

月底發布「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係為陸方第一

個從國家層面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重要文件，針對校外培訓機構提出明確設

置標準、依法審批登記、規範培訓行為、強化監督管理等四個面向的具體管理措

施，例如任教教師需有教師資格、培訓結束時間不得晚於晚上八點半、預付費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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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得超過 3個月等，被媒體稱為「最嚴『禁補令』」（廣州日報，2018.8.29; 21世紀經濟

報道，2018.9.21；北京商報，2018.9.28）。 

為達成 2018年底前完成整頓所有培訓機構的預定目標，中國大陸教育部又

於 9月發布「關於切實做好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整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

級教育行政部門應依照「意見」規定，於 9月底前將該省校外培訓機構設置標準

報教育部備案，並將該省校外培訓機構整頓狀況按時填報，教育部將會同有關部

門於 10月下旬展開監督查核。 

 

◆新規定要求校外培訓機構不得聘用在職教師，且教學師資應有教師

資格，將導致相關行業內的「洗牌」效應 

多數媒體認為，中國大陸此次的校外培訓機構整頓，將導致相關行業內的「洗

牌」效應（北京商報，2018.8.31；21世紀經濟報道，2018.9.21；新民晚報，2018.9.26），影響最大的則是

師資問題。查「意見」針對校外培訓機構的師資規定，包括兩個部分：一是不得

聘用中小學在職教師，二是規定從事語文、數學、英語及物理、化學、生物等學

科知識培訓的教師應具有相應的教師資格。 

「意見」認為校外培訓機構必須有相對穩定的師資隊伍，所以不得聘用中小

學在職教師；對於中小學教師「課上不講課後到校外培訓機構講」、誘導或逼迫

學生參加校外培訓機構培訓等行為，要嚴肅處理，直至取消有關教師的教師資

格。這是針對部分中小學教師在校外培訓機構兼職的現況予以明確禁止，要求體

制內的在職中小學教師必須「二選一」，正視他們在學校所擔負的育人責任（新

京報，2018.8.23）。 

有關「意見」規定校外培訓機構的教師應具有正式資格部分，「關於切實做

好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整改工作的通知」又進一步要求，培訓機構應將教師的

姓名、照片、任教班次及教師資格證號在其網站及培訓場所顯著位置予以公示；

未取得相應教師資格證的學科類教師，應於 2018年下半年報名參加教師資格考

試，未通過者則培訓機構不得繼續聘用其從事學科類培訓工作。據媒體引述部分

業者分析，即便是較有名氣的培訓機構，其中持有資格證的教師也只占四成左

右，一些小機構裡有教師資格證的還不足一成（新民晚報，2018.9.26），因此興起了學

科類老師的教師資格證報考潮，根據網路數據顯示，中國大陸 2018年下半年教

師資格證考試報名人數預計將增加至 400萬，於是教師資格證培訓市場便應運而

生（北京商報，2018.9.28）。部分業者表示，因為時間倉促，只能儘量動員無證教師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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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報名考試，期望這次能多些人通過，另外也要招聘一些有證的老師備用，避免

明年機構營運出現問題（錢江晚報，2018.9.18）。 

此外，對於以在校大學生或兼職老師為主要師資的中小機構而言，師資合規

意味着顛覆原有商業模式，人力成本將劇增，靠廉價師資作為盈利點將成為過去

式。由於正規學校教師禁止在課外培訓班任職，短期內培訓機構又很難找到大量

有資格的教師。在培訓機構對教師有大量需求的情況下，恐引發招聘在職教師和

不合規教師的惡性循環（北京商報，2018.9.28）。 

 

二、通俗文化 

◆八部會聯合發布「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的通知」，實

施網路遊戲總量調控，控制新增網路遊戲上網營運數量。 

    中國大陸教育部 2018年 7月公布首份「中國義務教育品質監測報告」指出，

中國大陸學生視力不良問題非常顯著，四年級、八年級學生視力不良檢出率分別

為 36.5%、65.3%，其中八年級學生重度不良比例超過 30% （中國大陸教育部網站，2018.7.24； 

2017年底世界衛生組織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大陸的近視人口已達到 6億，青少年近視率更是世界首位，將近一半的小學

生近視，大學生近視比例則達到將近九成，香港商報，2018.9.3）。8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看到有關報刊

報導「中國學生近視高發亟待干預」一文後，針對學生近視問題做出重要指示指

出，中國大陸學生近視發生率高、低齡化的趨勢，嚴重影響孩子身心健康，必須

高度重視，不能任其發展（新華社，2018.8.28），「新聞聯播」亦播出相關報導，外界解

讀似將矛頭指向中國大陸網路遊戲發展的諸多亂象。隨後在 9月開學季前，中國

大陸教育部、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等八部門於 2018年 8月 30

日聯合印發「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目標在 2023年前，實現大陸

兒童青少年整體近視率（在 2018 年的基礎上）每年降低 0.5%以上，近視發生率較高的

省份每年降低 1%以上；2030年實現兒童青少年新發近視率明顯下降、視力健康

整體水準顯著提升，整體學生體質健康標準達標優秀率達 25％以上（中國大陸教育部

等部會官方網站，2018.8.30）。 

    其中最受外界矚目的是國家新聞出版署將實施網路遊戲總量調控方案，將控

制新增網路遊戲上網運營數量，探索符合國情的適齡提示制度，採取措施限制未

成年人使用時間（中國大陸教育部等部會官方網站，2018.8.30）。消息傳出後次日，中國大陸大

型網路遊戲企業如騰訊、網易等股價大跌，總市值蒸發近 1800億元，其中騰訊

公司盤中股價一度下跌超過 5%，旗下熱門網路遊戲「天天德州」在官網上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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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市公告，表示將從 9月 10日起停止充值和賽事服務，9月 25日將關閉遊戲服

務器並清空數據（香港經濟日報，2018.9.11）。此外，騰訊公司還將對其他主要網路遊戲

啟用實名註冊系統，將系統連接至中國大陸公共安全數據庫，藉此識別兒童青少

年玩家，並限制他們玩遊戲的時數（中國時報、中評網，2018.9.11）。而中國大陸各地方省

市如黑龍江省陸續跟進公布「黑龍江省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行動方案（徵求

意見稿）」，提出通過加強視力健康管理、減輕學生學業及課外學習負擔、科學合

理使用電子產品、將近視率納入政績考核等舉措（中新社，2018.9.19、香港 01，2018.9.20）。」 

 

◆陸媒持續報導網路遊戲負面影響，中國大陸文化和旅遊部證實「國

產」網路遊戲的申請窗口已關閉。 

    中國大陸數家官方媒體強力指責騰訊公司的網路遊戲讓年輕人沉迷其中，

導致學習成績下降或更糟糕的後果，更有一名 17歲的青少年連續玩了 40個小時

的手機網路遊戲後死亡，引起各界廣泛關注（紐約時報中文網，2018.9.3）。今年以來中國

大陸央視頻繁報導多款網路遊戲的涉賭亂象，稱每局遊戲的輸贏能夠達到 10幾

萬元人民幣，其中聯眾、騰訊等企業旗下的德州撲克網路遊戲更被直接點名。人

民日報也把騰訊公司開發的「王者榮耀」網路遊戲稱為「毒害年輕人心靈的毒藥」

（工商時報，2018.9.11）。 

    中國大陸大型網路遊戲企業的寒冬恐不只如此，今年稍早中國大陸網上傳出

中國大陸文化和旅遊部對即將公布「棋牌類網絡遊戲管理」政策做出重要提示，

要求各平臺立即停止德州類網路遊戲的下載與營運。由於棋牌類網路遊戲一直都

是灰色產業滋養的溫床，2017年新款手機網路遊戲中，約有近半數係棋牌類網

路遊戲，外界觀察中國大陸當局的政策調控，將會從棋牌類網路遊戲開始整頓。

隨後網路又快速流傳中國大陸文化部備案網站關閉國產遊戲的「備案」，只做進

口遊戲」消息（稍早流傳並在網路社群引起大量討論的一篇文章「要多少文件才能保障網遊對孩子的殘害」諸多

爭議點有關，再次引發網路遊戲玩家與業者的高度關注。工商時報，2018.9.11）。因為「備案」程序係中

國大陸網路遊戲上市的第一道程序，業者必須在其所屬的「中國文化市場網」繳

交資料後並完成後續多道程序，才能上市營運，此措施形同是關上中國大陸大型

網路遊戲的申請大門。對此，中國大陸文化和旅遊部市場司回應稱，文化部備案

網站關閉「國產遊戲」備案情況屬實，原因為「機構調整」（財經網，2018.6.7；聯合新

聞網，2018.6.7；科技新報，2018.6.8）。整體而言，中國大陸政府藉由「防控近視」之名，

全面加強管理網路遊戲，既是高層意志的體現，也是對「黨管網路」的更廣泛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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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然而在民眾及兒童青少年的娛樂需求持續增加，及網路科技快速發展的情況

下，未來中國大陸對網路遊戲控管措施及相關輿情反應，值予持續關注。 

 

三、大眾傳播 

◆中國大陸導演揭露電視劇收視率造假問題，獲電視業內人士支持，

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表示已採取相關措施，中國電視劇製作產業協會

也發表聲明抵制。 

中國大陸導演郭靖宇 9月 15日於個人微博發表「起來，與操縱收視率的黑

勢力一決死戰」揭露中國電視劇行業造假情形，他導演的作品「娘道」，2017年

已完成製作，排播卻一直懸而未決，當他與某衛視台溝通時，才得知該電視台要

求他每集約臺幣 410萬元購買收視率，否則不予播出，同時得知中國大陸 3年來

所有播出的大劇，所有收視率都是花錢買來的（新唐人電視台，2018.9.18）。郭靖宇對中

國大陸電視節目行業內的「潛規則」堅決不從（自由時報，2018.9.19），並呼籲同行徹底

清除假收視率的毒瘤（大紀元，2018.9.18）。 

郭靖宇的做法得到許多業內人士支持，大陸同業陳思成等人都透露他們也曾

遭遇類似情況（聯合新聞網，2018.9.16） 。根據大陸媒體調查，在淘寶網搜尋「刷視頻

播放量」出現許多商家並提供價目表，不僅有電影、電視劇網站刷播放量的業務，

也為秒拍、抖音等平台提供相關服務（自由時報，2018.9.19）。中國大陸編劇汪海林分析，

目前不少電視台依舊非常看重收視率，收視率造假對行業有極大危害，因為對從

業人員來說做好劇不再有意義，「辛苦作劇不如去買收視率」（中國新聞網，2018.9.18）。 

對中國大陸電視業內普遍存在的收視率買賣造假問題，中共國家廣播電視總

局於 9月 16日也在官方微博上表示，已採取相關措施，並會同有關方面抓緊開

展調查，一經查實違法違規問題，必將嚴肅處理（人民網，2018.9.18）。中國電視劇製

作產業協會 9月 17日針對收視率造假也發布聲明指出，協會堅決擁護國家廣電

總局採取相關措施展開調查，該協會也號召全行業共同抵制收視率造假行為，努

力營造中國電視劇產業健康有序發展的新環境（中國新聞網，2018.9.18）。 

 

◆收視率造假為中國大陸電視行業痼疾，官方三申五令卻屢禁不止，

製作方購買收視率增加成本，再向電視台高價出售，導致電視台不

堪負荷，惡性循環影響影視產業發展環境。 

中國大陸電視劇收視率造假問題早已有先例，2012 年電視劇「大祠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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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人王建鋒在微博指出，一年花 5000萬元人民幣（折合臺幣約 2千餘萬）即可輕易進入

全國前十名收視率排行；央視原主持人崔永元也痛斥收視率交易黑幕，希望司法

機關介入調查（人民網，2018.9.20）。中共官媒人民日報於也曾刊文指出，某些播出機

構迫於廣告收入的巨大壓力，如果製作機構不承諾收視率便拒絕購片，在這種壓

力及誘惑下，製作機構則會花錢購買收視率。而製作機構每部劇要增加二、三千

萬人民幣（折合臺幣約 8千餘萬至 1千餘萬）購買收視率成本，反過來向電視台要高價，這

種飲鴆止渴的惡性循環使得大多數電視台也受不了（人民日報，2018.1.9）。 

中國大陸官方一直三令五申堅決抵制收視率造假問題卻屢禁不止，2017 年

初，中國電視劇製作產業協會發布「關於堅決抵制收視率作假的自律承諾書」，

凡協會會員單位參與收視率作假，一經查實立即列入企業信用黑名單，嚴重者將

開除會籍並報告政府主管部門。同年 9月廣電總局等五部委聯合下發「關於支持

電視劇繁榮發展若干政策通知」也提到堅決依法打擊收視率造假行為。2018年 4

月廣電總局召開全國電視劇創作規劃會議，再度強調一旦發現收視率造假，第一

時間將報告公安部門處置 （中國新聞網，2018.9.18）。然而這些禁令仍擋不住鋌而走險

者，中國大陸電視劇的生產和播出鍊條中，普遍存在著收視率作假的現象，甚至

形成了一個組織嚴密，操作有序的「地下產業」（人民日報，2018.1.9） 。 

收視率造假問題無法獲得解決，旅美時政評論員鄭浩昌表示，廣電總局不是

不知道，而是他們本身就是利益鍊條中的一環（大紀元，2018.9.18）；臺灣創作人陳樂

融表示，中國大陸導演郭靖宇戳破影視界亂象，原來製作單位賣電視劇給電視台

得付錢給造假收視率公司買收視率，電視台才給播，才「安心」。至於，假收視

率公司是純粹黑道型企業威脅電視台，還是衛視高層根本有插股拿回扣，聯手確

保本身利益而剝削外製單位，就不得而知（東森新聞雲，2018.9.18）。 

 

◆中國大陸藝人范冰冰涉陰陽合同逃漏稅案，引發外界高度關注藝人

天價片酬問題，陸官方祭限酬令期遏止演藝圈亂象。 

中國大陸國家廣電總局近年大動作整治明星天價片酬問題，早在 2016年央

視就曾特別製作「演員天價片酬專題」，而去年 9月中國大陸廣電總局就發布「限

酬令」，由四大行業協會（包括：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社會組織聯合會電影製片委員會、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社

會組織聯合會演員委員會、中國電視劇製作產業協會及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聯合公布「關於電視劇

網絡劇製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全部演員總片酬不超過製作

總成本 40%，其中，主要演員片酬不超過總片酬 70%，其他演員不低於總片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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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如果超過比例，須先向所屬協會備案（觀察者，2017.9.24）。 

由於中國大陸電視劇產業供大於求，為了能獲得市場青睞，製作方選擇當紅

演員提升影響力等因素，中國大陸明星高片酬現象似未完解決，演員片酬不合理

的情況依然存在。直到中國大陸藝人范冰冰今年 6月初遭舉報「陰陽合同」涉稅

問題，明星天價片酬、逃漏稅等問題再度引發外界關注，中國大陸官方中宣部、

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及國家電影局等於 6月 28日聯合印發「通知」，規定演員總片

酬不得超過製作成本 40%，主要演員片酬不得超過總片酬的 70%，「限酬令」劍

指明星天價片酬問題（搜狐網，2018.8.15）。 

8月 11日中國大陸 3大影音平台（包括愛奇藝、優酷、騰訊）以及 6家影視製作公司

共同發布「關於抑制不合理片酬，抵制行業不正之風的聯合聲明」（搜狐網，2018.8.15），

抵制藝人天價片酬，嚴格執行每部電視劇、電影及網路節目等限額制度，包括：

單一演員單集片酬不得超過人民幣 100 萬元（折合新臺幣約 444萬餘元），總片酬不得超

過人民幣 5千萬元（折合新臺幣約 2億餘元） （今周刊，2018.8.11）。8月 12日，以華誼兄弟為

首共 400多家影視企業單位的「橫店影視產業協會」也發表了「關於『加強橫業

自律、規範行業秩序、促進影視精品創作』的倡議」，希望娛樂圈同行一起遏止

天價片酬、陰陽合同及逃漏稅等問題，共同規範行業秩序、加強行業自律（ETtoday

新聞雲，2018.8.13）。 

相較於去年，這一輪陸官方所發出「限酬令」通知，不只是有政府、媒體和

行業觀察人士，視頻網站及製作公司也出面聯合聲明，由於視頻網站是電視劇、

綜藝節目的重要買方和投資者，製作公司也是某些作品的投資者，因此，此次中

國大陸產官聯手的「限酬令」可能會有更多的實際效果（聯合晚報，2018.08.25）。 

范冰冰涉「陰陽合同」逃漏稅乙案，讓中國大陸影視圈明星人人自危（今周刊，

2018.08.11），同時也給了中國大陸國稅總局一個機會，對演藝圈的逃稅問題進行大

整頓（新頭殼，2018.10.03）。2018年 10月 3日中國江蘇省稅務局已要求范冰冰繳納稅

款、滯納金、罰款總計多達人民幣 8億 8994.6萬元（折合新臺幣約 44億）（新華社，2018.10.03）。

媒體分析，逃稅風波雖有望告一段落，但「限酬令」的威力對於中國大陸整體演

藝生態、影視企業和娛樂平台乃至相關產業等，風暴可能只是剛開始（新頭殼，

2018.10.03）。 

 

 

（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