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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亮点

分析 

引言 

2022年8月8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以下简称

为“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就〈广播电视和网络

视听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为“《征求意见稿》”），

公众可于2022年9月8日前提出反馈意见1。 

《征求意见稿》系广电总局在2004年8月20日

起实施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国

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4号，以下简称为“34号

令”）修订工作基础上起草。根据广电总局《关于<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征求

意见稿）>的说明》（以下简称为“《说明》”），伴随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快速发展，节目制作经

营工作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对34号令予

以修改，进一步完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制作

经营活动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措施，为广播电视和网

络视听节目制作经营行业高质量健康发展提供制

度保障。 

根据《说明》，《征求意见稿》的主要修改体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 完善节目制作经营业务范围规定 

⚫ 完善节目制作经营行为规范 

⚫ “放管服”改革 

⚫ 完善对节目制作经营违法行为的处理 

本文以上述四个方面的修改为脉络，对《征求

 
1
 广电总局网站，《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就<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

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参见：ht

tps://www.nrta.gov.cn/art/2022/8/8/art_113_61166.html  

意见稿》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对其亮点进行分析。 

一、 完善节目制作经营业务范围规定 

1、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统一管理 

具体条文：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规定，为坚持广播电视

和网络视听节目正确导向，促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

听节目制作产业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广播

电视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

定。 

《征求意见稿》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从事新闻

节目、综艺节目、纪录片、广播剧、电视动画片、

电视剧、网络剧片等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的制

作、发行等制作经营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经纪等

活动，适用本规定。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网络视听

节目服务机构组织他人从事节目制作经营活动的，

还应当符合国家关于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的规定。 

亮点解析： 

随着网络视听节目的发展，当前已有系列规

章、行业规范和文件对网络视听节目进行了比较完

善的规范和指引2。但根据 34 号令第二条，34 号令

 
2
 如 2021 年以来广电总局密集出台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

科技发展规划》《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纪机构管理办法》《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2 年网络视听节目季度推优工作的

通知》《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2021 修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

络视听节目管理司 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平

台游戏直播管理的通知》《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对外译制规范》

《网络视听节目视频格式命名及参数规范》；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2022 年 8 月 18 日 

https://www.nrta.gov.cn/art/2022/8/8/art_113_61166.html
https://www.nrta.gov.cn/art/2022/8/8/art_113_611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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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用范围局限于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和节目版

权的交易、代理交易等活动。本次《征求意见稿》

则是按照“网上网下一个标准、一体管理”的要求，

将网络视听节目纳入统一管理的范畴3。 

根据《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2015 修

订）》，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是指制作、编辑、集成

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视音频节目，以及为他人

提供上载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活动。举例而言，网

络影视剧、网络综艺、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形式的

节目都属于网络视听节目4。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一体化管理的趋势

早已形成。早在 2016 年，时任广电总局局长聂辰

席就在第四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指出，“按照网

上网下导向管理‘一个标准、一把尺子’的要求，

综合运用思想引导、制度规范、技术手段、法律保

障等措施，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5 2018 年发布

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

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第五条亦指出，网

上与网下要坚持统筹管理、统一标准，各级广播电

视主管部门要探索建立网台联动的有效管理机制。

时至 2021 年 10 月，山东省广电局已率先实行广播

电视和网络视听一个标准、一体化管理6。 

《征求意见稿》对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的

统一管理意味着网络视听节目在宣传报道、内容供

给以及产业发展等多方面将执行和广播电视节目

一样的标准，对网络视听节目的制作经营和经济活

动有重大意义。 

 
局办公厅于 2018 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节目传播秩序

的通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于 2017 年发布的《网络视听节

目内容审核通则》；以及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5年出台的《互

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2015 修订）》；以及更早出台的《关于加

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广播电影电视类节目管理的通告》《互联

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

定》《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网

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业

务分类目录（试行）》等。 
3
 《说明》第二条第（一）款。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 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关

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平台游戏直播管理的通知》第一条。 
5
 央视网，《聂辰席出席第四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开幕式并作主旨演

讲》，参见：https://news.cctv.com/2016/12/08/ARTIcDBti8AXdoNRXL

RmNAbY161208.shtml  
6
 广电总局网站，《山东广电局实行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一个标准、一

体化管理》，参见：http://www.nrta.gov.cn/art/2021/10/9/art_114_58124.

html  

2、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适用范

围扩大 

具体条文： 

相较 34 号令第四条，《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

新增两类应当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

证》的情形： 

⚫ 经纪机构组织演员、嘉宾、网络主播等从

事节目制作经营活动的； 

⚫ 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组织他人从事网

络视听节目上载活动的。 

亮点解析： 

就经纪机构的角度而言，《征求意见稿》第十

一条的修订体现了与近期生效的文件的衔接。根据

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正式实施的《广播电视和网络

视听领域经纪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广播电

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纪机构从事节目制作经营活

动，应当依照《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

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就服务机构的角度而言，《征求意见稿》第十

一条的修订体现了“网上网下一个标准、一体管理”

的要求。根据《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2015

修订）》第二条第二款，为他人提供上载传播视听

节目服务的活动属于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制作、

编辑、集成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视音频节目”，

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应当取得《信息网络传播

视听节目许可证》或履行备案手续。另根据《互联

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2015 修订）》第十一条

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11 修订）》第七

条，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单位

还须申请办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或者履行相关备

案手续。 

《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的规定在执行效果上

将对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纪机构设置资格

准入，即要求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经纪机构和服务机

构符合《征求意见稿》第七条提出的具体条件7，但

 
7
 《征求意见稿》第七条，申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应

当符合国家有关节目制作产业发展规划、布局和结构，并具备下列条

https://news.cctv.com/2016/12/08/ARTIcDBti8AXdoNRXLRmNAbY161208.shtml
https://news.cctv.com/2016/12/08/ARTIcDBti8AXdoNRXLRmNAbY161208.shtml
http://www.nrta.gov.cn/art/2021/10/9/art_114_58124.html
http://www.nrta.gov.cn/art/2021/10/9/art_114_581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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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资格准入实际上并没有《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管理规定（2015 修订）》第八条规定的从事互联网

视听节目服务的申请条件严格8，因此实际效果主要

还是体现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的统一管理。 

从笔者多年的影视行业法律服务经验和一线

实务交流的角度而言，《征求意见稿》代表的行政

监管层面对“节目制作”这一行业和市场行为的理

解值得重点关注。以一个电视剧项目为例，从策划、

开发到承制、宣发以及商业化和 IP 衍生，可能涉

及的合同会有数百个，相关机构和工作人员的体量

都是巨大的。因此，有必要将组织演员、嘉宾、网

络主播等表演者从事节目制作经营活动的经纪机

构和创作者的经纪机构（如编剧工作室、导演工作

室以及视觉、特效、美术等影视服务公司和影视 IP

商业化的 IP 经纪公司等）进行区分。此外，针对

网络主播这一特定主体，我们倾向于认为，需要对

网络直播节目和网络直播带货进行区分，《征求意

见稿》对节目制作经营的管理不等于对整个网络内

容的统一管理。 

3、 外资准入的限制 

具体条文： 

《征求意见稿》第五条规定，境外组织、个人

及外商投资的企业不得从事节目制作经营活动，国

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征求意见稿》第七条规定，“申请《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节目制

作产业发展规划、布局和结构，并具备下列条

件：……（三）法定代表人必须是中国公民”。 

 
件：（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机构名

称、组织机构和章程；（二）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相关专业人员；（三）

法定代表人必须是中国公民；（四）最近三年内，机构及其法定代表

人无重大违法失信记录；（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8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2015 修订）》第八条规定，申请从

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具备法人

资格，为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单位，且在申请之日前三年内无违法违

规记录；（二）有健全的节目安全传播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三）有与其业务相适应并符合国家规定的视听节目资源；（四）有

与其业务相适应的技术能力、网络资源；（五）有与其业务相适应的

专业人员，且主要出资者和经营者在申请之日前三年内无违法违规记

录；（六）技术方案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七）符合

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确定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总体规划、

布局和业务指导目录；（八）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

条件。 

亮点解析： 

《征求意见稿》对外资准入的限制体现了与实

践的衔接。仅从字面上理解，34 号令没有明文禁止

外资背景的企业或机构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

营活动9，但在当前的实践中，具有外资背景的企业

或机构不能申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根据 2018 年 10 月发布并实施的《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经营单位设立审批事项服务指南》，只有具备独

立法人资格的境内社会组织、企事业机构才能申请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10。根据《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年度<广播电视

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

种）>换证工作的通知》，对含有境外资金背景、吸

纳境外资金或股东中有境外机构或人员的持证机

构不予换发《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除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以外，现行规定还

禁止外商投资设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广播

电台、电视台11。在网络视听方面，根据《外商投

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 年版）》，

禁止外商投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网络出版服

务、网络视听节目服务、互联网文化经营（音乐除

外）、互联网公众发布信息服务（中国入世承诺中

已开放的内容除外）。 

尽管如此，从实务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征

求意见稿》第五条关于“境外组织、个人及外商投

资的企业不得从事节目制作经营活动”的规定不应

该被理解为将境外组织、个人及外商投资的企业都

完全隔绝在整个节目制作的产业链之外。节目制作

仍应该保留一部分国际合作的空间，涉及的主体可

能包括上文提到的编剧工作室、导演工作室、创作

人经纪公司、视觉、特效、美术等影视服务公司以

及影视 IP 商业化的 IP 经纪公司等等。我们期待在

 
9
 34 号令第五条规定，国家鼓励境内社会组织、企事业机构（不含在境

内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或中外合资、合作企业）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  
10
 广电总局网站，《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设立审批事项服务指

南》，参见：http://www.nrta.gov.cn/col/col2452/index.html  
11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17）》第七条规定，任何组织不

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

务单位。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2020 修订）》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国家禁止设

立外商投资的广播电台、电视台。 

http://www.nrta.gov.cn/col/col245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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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定稿以及行政监管体系调整后，可以保持一个

在坚持审慎监管的同时包容行业国际化发展和内

容创新的原则，为中国影视文化市场的百花齐放提

供制度保障。 

4、 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专属的节目制作范围变

动 

具体条文： 

根据《征求意见稿》第十六条第二款，通过广播

电视播出机构播放的新闻节目（包括有关政治、经

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以及有关社会突发

事件报道、访谈、评论类节目等）只能由广播电视

播出机构制作。 

亮点解析： 

根据 34 号令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广播电视时政

新闻及同类专题、专栏等节目只能由广播电视播出

机构制作。相比之下，《征求意见稿》对新闻节目

的内涵进行了补充，纳入了访谈、评论类节目；并

且对限制的新闻类别进行了解释，具体包括关于政

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以及有关社

会突发事件的新闻，该表述亦与《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管理规定（2017）》第二条对新闻信息的定义

一致12。总体而言，《征求意见稿》体现了与近年来

其他法规关于新闻管理范围的衔接，一定程度上也

是对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专属的节目制作的具体范

围进行了释明。 

二、 完善节目制作经营行为规范 

1、 完善节目禁载内容 

具体条文： 

《征求意见稿》第十七条规定，节目制作应当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新题材、体裁、

形式、手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

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支持创作生产思想精

 
12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17）》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规

定所称新闻信息，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

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优质节目，开拓

创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 

《征求意见稿》第十八条规定，“禁止制作、

发行载有下列内容的节目：（一）违反宪法确定的

基本原则，煽动抗拒或者破坏宪法、法律、法规实

施，歪曲、否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二）危害国

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

家安全，损害国家尊严、荣誉和利益，宣扬恐怖主

义、极端主义、虚无主义；（三）诋毁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侵害民族风俗

习惯，歪曲民族历史或者民族历史人物，伤害民族

感情，破坏民族团结；（四）歪曲、丑化、亵渎、

否定革命文化、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五）违背

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迷信；（六）危害社会

公德，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宣扬淫秽、

赌博、吸毒，渲染暴力、恐怖，教唆犯罪或者传授

犯罪方法，宣扬基于种族、国籍、地域、性别、职

业、身心缺陷等理由的歧视；（七）损害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八）侮辱、诽谤他人或者散布他人隐

私，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九）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参

与载有上述内容节目的制作经营活动，不得向载有

上述内容的节目提供经纪、宣传等服务”。 

亮点解析： 

相较 34 号令第二十二条，《征求意见稿》第十

八条对禁载内容做出了更具体的规范，新增的禁载

内容包括： 

⚫ 煽动抗拒或者破坏宪法、法律、法规实施，

歪曲、否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 损害国家尊严； 

⚫ 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歪曲民族历史或者民族历史人物，伤害民

族感情； 

⚫ 歪曲、丑化、亵渎、否定革命文化、英雄

烈士事迹和精神； 

⚫ 违背国家宗教政策； 

⚫ 危害社会公德，宣扬吸毒，渲染暴力、恐

怖，传授犯罪方法，宣扬基于种族、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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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别、职业、身心缺陷等理由的歧

视； 

⚫ 散布他人隐私，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和公共

利益。 

此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务院

2022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广播电视法草案

已进入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阶段。广电总

局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

电视法（征求意见稿）》提出的九类禁载内容与《征

求意见稿》第十八条只有些微表述的不同，这再次

体现了《征求意见稿》与其他相关规定的衔接，以

及“网上网下一个标准、一体管理”的要求。 

2、 明确主创人员选用标准 

具体条文： 

《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从事节

目制作经营活动的机构选择导演、编剧、演员、嘉

宾、播音员、主持人、网络主播等主创人员，应当

坚持把政治素养、道德品行、艺术水准、社会评价

作为选用标准；选择演员、嘉宾等人员，还应当与

其节目题材、角色形象相符合。 

亮点解析： 

在现行管理文件中，2018 年 10 月 31 日发布的

《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

理工作的通知>》指出，随着文娱产业迅速发展，

一些从业人员政治素养不高、法律意识淡薄、道德

观念滑坡，违法失德言行时有发生。就此，该通知

要求进一步强化行业管理，加大对违法失德艺人的

惩处，禁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发挥行业协会

作用，强化职业道德委员会职能，积极开展道德评

议，及时对违法失德人员和纵容违法失德行为的经

纪公司、明星工作室进行行业抵制和联合惩戒；引

导从业人员崇德尚艺。 

同样在 2018 年 10 月 31 日发布的《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

员管理的通知》亦指出，广播电视机构和网络视听

平台在节目演员和嘉宾选用上要严格把关，坚持把

政治素养、道德品行、艺术水准、社会评价作为选

用标准。政治立场不正确、与党和国家离心离德的

人员坚决不用；违反法律法规、冲击社会公平正义

底线的人员坚决不用；违背公序良俗、言行失德失

范的人员坚决不用。 

综上，《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体现了与现有文件的衔接和强化，主创人员中新增

“网络主播”则反映了“网上网下一个标准、一体

管理”的要求。 

3、 新增节目制作成本配置比例和片酬管理规

定 

具体条文： 

《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从事节

目制作经营活动的机构应当按照广电总局有关指

导规定，合理确定节目制作成本配置比例和主创人

员片酬额度，着力提高节目质量，形成主创人员片

酬与节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挂钩的片酬结构

体系。 

《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广播电

视主管部门应当将节目制作成本配置、主创人员选

用及片酬情况等作为节目评比推优和资金扶持等

工作的重要衡量标准。节目制作成本配置比例和主

创人员片酬额度明显不合理、可能影响行业持续健

康发展的，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对该节目及相关

制作主体的内容质量、从业资质等事项进行重点监

管。 

亮点解析： 

当前，针对明星片酬和制作成本已有系列文件

和倡议。其中，在部门文件方面，《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

目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严格执行已出台的电视

剧网络剧（含网络电影）成本配置比例行业自律规

定，每部电视剧网络剧（含网络电影）全部演员片

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 40%，其中主要演员不超过

总片酬的 70%。 

在行业倡议方面，2020 年 4 月 15 日，中国电

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和首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协

会联合发布《关于厉行节约，共克时艰，规范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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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倡议书》13，建议将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

本控制在每集 400 万元人民币以内，摄制人员酬劳

同步降低 30%，同时进一步调整主创和主演人员酬

金过高的现象。根据国际惯例，一部电视剧、网络

剧的编剧/导演和男/女一号主演的酬金，各自最高

不得超过制作成本的 10%，全体演员酬金不得超过

制作成本的 40%。 

《征求意见稿》在节目制作成本配置比例和主

创人员片酬额度方面除了与其他规定进行了衔接

以外，还提出要通过节目评比推优和资金扶持落实

事后激励政策。除此以外，《征求意见稿》亦正式

提出了监管要求，要求主管部门在节目制作成本配

置比例和主创人员片酬额度明显不合理、可能影响

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情况下进行重点监管。 

4、 禁止提供虚假或引人误解的节目信息 

具体条文： 

《征求意见稿》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从事节

目制作经营活动、经纪活动的机构、个人向社会公

众、其他从业主体提供的节目信息应当真实、准确，

不得对节目的内容主题、制作成本、收视率点击率

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欺骗、误导社会

公众、其他从业主体，扰乱正常行业秩序。 

亮点解析： 

收视率的基本含义，是指某时段收看某频道或

节目的观众占市场观众总数的百分比，是影视行业

实现有效量化的硬指标；由于造假成本低、不当获

利高、监管乏力等诸多因素，一段时间以来，影视

数据造假情况十分严重14。 

在《征求意见稿》之前，监管的视线已经多次

投向虚假宣传和欺骗误导。早在 2020 年，广电总

局发布的《广播电视行业统计管理规定》就指出“任

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干扰、破坏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依

法开展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不得制

造虚假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并要求各单位自

 
13
 首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协会网站，《关于厉行节约，共克时艰，规

范行业秩序的倡议书》，参见：
https://www.cbbpa.org.cn/Detail/889_4960  

14
 搜狐网，《东方快评丨对收视率造假说“不”是正本清源》，参见：

http://news.sohu.com/a/575610533_120823584  

行建立健全统计工作责任制，对违规的负责人员和

统计人员进行惩处。此外，《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

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

的通知》第六条指出，要加强收视率（点击率）调

查数据使用管理，坚决打击收视率（点击率）造假

行为，并要建立健全宣传、广电和公安等部门联合

协调打击收视率（点击率）造假工作机制，对从事、

参与收视率（点击率）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机构

和人员坚决予以惩戒。《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

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则要求压实平台责任，打击

各种形式的流量造假行为，严格各类热搜榜单管

理，优化内容推荐算法。 

在第二十条第二款的基础上，《征求意见稿》

第二十七条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

管部门针对从事“对节目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宣传，欺骗、误导社会公众、其他从业主体”活动

的处罚方式，对打击相关违法行为有重要意义。 

三、 “放管服”改革 

1、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具体条文： 

《征求意见稿》第七条至第十条。 

亮点解析： 

从“放管服”改革的角度而言，《征求意见稿》

对《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的许可条件、申报材料、

审核环节、审核时间、许可证有效期以及分支机构

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 进一步明确许可条件：相较 34 号令第六条规

定的许可条件15，《征求意见稿》第七条16不再

要求（1）申请人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资金

和工作场所，其中企业注册资金不少于 300 万

 
15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机构名称、

组织机构和章程；（二）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广播电视及相关专

业人员、资金和工作场所，其中企业注册资金不少于 300 万元人民

币；（三）在申请之日前 3 年，其法定代表人无违法违规记录或机

构无被吊销过《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记录；（四）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6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的机构名称、组织机构和章程；（二）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相关

专业人员；（三）法定代表人必须是中国公民；（四）最近三年内，

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无重大违法失信记录；（五）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条件。 

https://www.cbbpa.org.cn/Detail/889_4960
http://news.sohu.com/a/575610533_12082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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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和（2）法定代表人及机构三年内

不得有违法违规记录或机构被吊销过《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记录。但《征求意见

稿》新增了“法定代表人必须是中国公民”的

条件，并要求“最近三年内，机构及其法定代

表人无重大违法失信记录”； 

⚫ 简化申报材料：相较 34 号令第七条规定的申

请材料17，《征求意见稿》第八条18不再要求申

请机构提交（1）注册资金或验资证明；（2）

办公场地证明；和（3）企事业单位执照或工

商行政部门的企业名称核准件； 

⚫ 委托实施相关行政许可：根据《征求意见稿》

第九条第一款，在京的中央单位及其直属机构

不再向广电总局提出审批申请，而是由广电总

局委托的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审

批。目前，根据 34 号令第八条第一款，在京

的中央单位及其直属机构申请《广播电视节目

制作经营许可证》的，须报广电总局审批； 

⚫ 取消逐级审核环节：根据《征求意见稿》第九

条第一款，在京的中央单位及其直属机构以外

的其他机构申请核发《电视剧制作许可证》时

无须经历逐级审核环节，直接由省级人民政府

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审批。目前，根据 34 号令

第八条第一款，非在京单位申请《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须向所在地广播电视

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省级广

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 缩短审核和报告的时间：根据《征求意见稿》

第九条，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

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并在作

出决定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将审批情况报广

电总局。目前，根据 34 号令第八条第二款，

 
17
 （一）申请报告；（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章程；（三）《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申领表；（四）主要人员材料：1.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及简历；2.主要管理人员（不少于 3

名）的广播电视及相关专业简历、业绩或曾参加相关专业培训证明

等材料。（五）注册资金或验资证明；（六）办公场地证明；（七）

企事业单位执照或工商行政部门的企业名称核准件。 
18
 （一）申请报告；（二）机构章程；（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

可证》申领表；（四）主要人员简历等材料。 

上述决定期限为 20 个工作日，上述报告期限

为 1 周； 

⚫ 许可证有效期延长：根据《征求意见稿》第十

四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有效

期调整为 3 年。目前，根据 34 号令第八条第

四款，《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有

效期为 2 年； 

⚫ 分支机构无须另行申领许可证：《征求意见稿》

第十条不再区分分支机构的独立法人资格，持

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构在

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从事节目制作经

营活动的分支机构的，仅须在原审批机关和分

支机构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

门备案。目前，根据 34 号令第十条，已经取

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构在

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分支机构的，须向

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另

行申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并

向原审批机关备案。 

2、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 

具体条文： 

《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至第十五条。 

亮点解析： 

从“放管服”改革的角度而言，《征求意见稿》

对《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的许可证种类、许可条件、

申报材料、审核环节、审核时间以及许可证有效期

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 合并电视剧制作许可：《征求意见稿》不再对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进行细分。目前，根据 34

号令第十三条第一款，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分为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和《电视剧制

作许可证（甲种）》2 种； 

⚫ 进一步明确许可条件：《征求意见稿》第十二

条明确，节目制作经营机构和地市级（含）以

上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可以申请《电视剧制作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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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目前，34 号令未对《电视剧制作许可

证（乙种）》的申请条件做出明确的规定； 

⚫ 简化申报材料：相较 34 号令第十五条规定的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申请材料19，《征

求意见稿》第十二条20不再要求申请机构提交

（1）广电总局题材规划立项批准文件复印件；

（2）编剧授权书；和（3）《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经营许可证》（复印件）或电视台、电影制

片机构的相应资质证明； 

⚫ 委托实施相关行政许可：根据《征求意见稿》

第十三条，不再区分《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的

申请机构是否在京，统一规定由广电总局委托

的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审批。目

前，根据 34 号令第十四条，在京的中央单位

及其直属机构直接向广电总局申请核发《电视

剧制作许可证（乙种）》； 

⚫ 取消逐级审核环节：根据《征求意见稿》第十

三条，在京的中央单位及其直属机构以外的其

他机构申请核发《电视剧制作许可证》时无须

经历逐级审核环节，直接由省级人民政府广播

电视主管部门审批。目前，根据 34 号令第十

四条，非在京单位申请《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

种）》的，须向所在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

核发，经逐级审核后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

审批； 

⚫ 确定审核和报告的时间：根据《征求意见稿》

第十三条，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5 个

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并在

作出决定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将审批情况报

广电总局。目前，根据 34 号令未对《电视剧

制作许可证》的审核时间做出明确规定； 

 
19
 （一）申请报告；（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申领登记表》；

（三）广电总局题材规划立项批准文件复印件；（四）编剧授权书；（五）

申请机构与制片人、导演、摄像、主要演员等主创人员和合作机构（投

资机构）等签订的合同或合作意向书复印件。其中，如聘请境外主创人

员参与制作的，还需提供广电总局的批准文件复印件；（六）《广播电视

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复印件）或电视台、电影制片机构的相应资质

证明；（七）持证机构出具的制作资金落实证明。 
20
 （一）申请报告；（二）申领登记表；（三）申请机构与制片人、导演、

编剧、摄像、主要演员等主创人员和合作机构（投资机构）等签定的合

同或合作意向书复印件；（四）持证机构制作资金落实相关材料。 

⚫ 许可证有效期延长：根据《征求意见稿》第十

四条，《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

目前，根据 34 号令第十三条第二、三款，《电

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的有效期为 2 年、《电

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的有效期为 180 天。 

四、 完善对节目制作经营违法行为的处理 

具体条文： 

《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对节目制作经营活动依

照本规定履行日常监管、专项检查等职责，有关机

构、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

视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完善节目制作经营违法行为

投诉、举报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投诉、举报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接到投诉、举报的广播电视主

管部门应当依法及时调查处理。 

《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四条至三十一条制定了

全新的罚则。 

亮点解析： 

根据 34 号令第二十九条，违反 34 号令规定的

依照《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相比之下，《征求意见稿》确

立了具体的罚则规定，对违反《征求意见稿》各项

规定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明确。 

根据《说明》，在监督管理方面，《征求意见稿》

第二十三条明确了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管理职责和

有关机构、个人的配合义务，并建立了违法行为投

诉、举报制度；《征求意见稿》第三十条对不配合

监督管理的机构和个人设置了具体的处罚。在法律

责任方面，《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四条至第三十一

条明确了对具体违法行为的处罚措施。一方面，这

些处罚措施体现了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其中，

《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六条系对《广

播电视管理条例》的具体罚则适用做出了明确的指

引；《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九条则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个人信息的非法收集、

处理、使用活动的罚则进行了指引。另一方面，《征

求意见稿》新增了处罚情形和处罚方式。《征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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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稿》第二十七条对《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未涉及

的六种情况规定了责令改正，予以警告、通报批评、

罚款以及撤销其许可的处罚形式；《征求意见稿》

第二十八条对分支机构备案手续和主创人员选用

提供了处罚基础；《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一条则确

定了通报批评、向主管单位提供处分、处理建议的

处罚形式。 

《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七条涉及的六种情形

中，第一、二种情形针对的是含有禁止内容的节目

的制作经营、经纪宣传以及发行；第三种情形针对

的是对无证制作的电视节目的发行；第四种情形针

对的是对节目的虚假宣传、欺骗误导；第五、六种

情形针对的则是《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的非法取得、涂改、租借、

转让、出售和伪造。 

这些罚则的制定对敦促各相关主体遵守《征求

意见稿》对应部分的规定有重要意义，也对从业人

员对法律责任的预测和把握有积极意义。 

结语 

34 号令实施于 2004 年 8 月 20 日，至今已沿用

18 年而未曾修改，在网络视听节目管理、节目制作

经营行为规范、“放管服”改革以及罚则方面的确

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和缺憾。《征求意见稿》的出

台体现了与行业实务和其他相关规定的衔接，为当

前时代背景下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制作经营

提供了多方面的管理依据，对业内机构和从业人员

的合规运营有着重要的意义。 

《征求意见稿》将于 2022 年 9 月 8 日停止征

求意见，对本次修订中所涉及的诸多规定的立法定

稿情况和后续的规定落地情况我们将予以持续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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