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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陶海青

编者按：为国外动漫公司做代工给第一批中国动漫人带来了原始

资金、管理经验和人才积累，但也造成了原创动漫的匮乏。时至今日，

代工还是原创？依然是国内动漫人面临的一个抉择性问题。

早在两年多前，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动漫生产大国。但这

只是时间长度上的“全球第一”，对于原创动漫品牌，美国有米老鼠、唐老鸭，

日本有铁臂阿童木、柯南等等，不经意间，中国人说出的都是国外动漫的代表

人物。事实证明，按规模扶持动漫产业是缘木求鱼，政策扶持是一把双刃剑。

相比于欧美日韩动漫产业与市场体系的高度成熟，中国动漫产业

显得稚嫩和柔弱，面临许许多多“成长中的烦恼”。

近年来，中国一直鲜有成功的动漫作品推出，山寨、

抄袭、换汤不换药，令人心寒。

2012年，人们喜欢的动漫风仍然在期待中继续被期待。

中国动画研究院、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等机构联

合发布的《动漫蓝皮书：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2012）》指

出：2011 年，中 国 动 漫 产 业 年 生 产 电 视 动 画 片 435 部

261224分钟，合计票房收入约为3.2亿元，创历史新高。

事实上，早在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公布的数据就显示，

这一年，中国制作完成的国产电视动画片数量达到385部、约

22万分钟，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动画生产大国。

目前，中国许多城市都宣布要建设“动漫之都”，并总

计已成立了 40 多个动漫产业基地。北京相继有几个创

意园区辟出了“动漫”专区，大兴动漫基地拟投资 100 亿

元，引进英国国家动漫中心、迪斯尼等世界旗舰级企业 5

家至 10 家，要建成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媒体中心。动漫

产业俨然成为一座“金矿”，国家扶持资金更是大手笔。

虽然动漫产量世界第一，但是，中国并没有出现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动漫作品，原因何在？

中国动漫产业软肋：缺乏原创力

“美术界和设计师对高新技术知识的缺失和不作

为，导致中国动漫作品没有原创力，只能生产‘盗版’。”

对于中国动漫产业软肋，张 （化名）一语中的。她曾在

北京石景山区中国动漫游戏城工作多年，约记者见面的

地方在华膳园，附近是高碑店文化街，或许因为修路，这

里人烟稀少，颇为荒凉。

对于中国曾在 2010 年出产 22 万分钟的动画片，居

全球之首，张 更是不以为然地说：“当年在国内电视台

能播的片子不超过 2 万分钟，影响力甚微。”

反观日本。2010 年，日本仅仅生产了 8 万分钟动漫

片子，但其作品却影响了整个世界。

张 透露，很多动漫创意公司因为生存压力而急功近

利，始终靠价格战生存。即使在解决“温饱”之后，大部分公

司也满足于低端发展模式：3天做完一个动画片，以量取胜。

动画制作人张天晓的经历更是令人无语。他曾经

聘请一个法国人画动画台本，但令他吃惊的是，法国人

把中国元素全都画成了日本元素。

对此，江盛军道出了其中的缘由。他坦言：“教科书

都是日韩出的，其他院校也是如此。工作后，动漫设计

的理念和思路也深受日韩影响，模仿的成分很明显，缺

乏具有中国元素的创意。”

“动漫企业首先要先活下来，而活下来的方法就是：

继续代工，不断地从国际动漫大腕儿手中接单制作。这

就是中国动漫缺乏原创的原因。”已经在动漫产业摸爬

滚打 7 年的雨桥动漫公司创始人乔 如是说。

造成抄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分钟数”的指标。许

多动漫公司在初期缺乏资金，需要政府投资。在沈阳，

动画片达到 2000 分钟以上，1 分钟给 1000 元的补贴。一

般动画片 1 集 13 分钟，2000 分钟相当于 150 多集。这样

做出来，周期成本不知道要多少，“还不如直接从国外动

画片里抄，省时又省力”。

事实上，已经有日本公司就版权问题

对中国公司提起诉讼了，这再

次表明国产动漫原

创力羸弱。

“虽然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代工，但原创的梦想一

直不曾褪色。做动漫行业，必须走原创道路，制作自己

想做的动画片。这是一份艰难的坚持。”乔 的理念依

然掷地有声。

“另一方面，即使考虑中国元素，大多数中国动漫品

牌也还是停留在对传统文化里角色的挖掘上，具有创新

性的形象品牌甚少。即使是经典的形象也无法推陈出

新，几十年不变而让人失望。”张 说，发展动漫产业不

仅仅是拍片子，与美国、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动漫产业

还处于起步阶段。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孙立军也颇有同感。

他认为，相比美国动漫产业 2000 多亿美元的产值以及日

本动漫产品占据世界动漫市场 65%的份额，中国动漫产

业依然很“年轻”。

中投顾问研究总监张砚霖则指出，原创是动漫产业

发展的原动力，这已经是共识。但简简单单的原创不能

成为优势，要把原创与文化特色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

自己特色的作品，才是有意义的原创。

政策扶持背后的隐忧

对于动漫产业原创硬伤，政府希望能够通过扶持政

策，鼓励年轻人发挥创造力，促进动漫产业发展。

《动漫蓝皮书：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2012）》指

出，“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动漫产业的重要战略转型期，

政策扶持将不断加码。

为此，国家广电总局正在努力向国家争取有关促进动

画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争取从电影专项资金中安排一定

的资金，用于动画电影的创作、制作、发行的资助和补贴。

新闻出版总署也高度重视原创动漫出版的扶持工

作，将中国原创动漫出版扶持计划列入《新闻出版业“十

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原动力”成为总署“十二五”时期

的 31 项重点工作之一。

同时，国家扶持政策对奖项及扶持金额也有所调

整，特别是加大了对作者团队及编辑人才的扶持力度。

2009 年，对 人 才 的 扶 持 金 额 约 占 总 扶 持 金 额 的 19%，

2012 年则增加到 29%，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

“喜羊羊”之父卢永强直言：做动画，很费钱。Flash

动画制作成本在 3000 元/分钟至 5000 元/分钟，三维制

作成本往往超过 1 万元/分钟。500 集的《喜羊羊》动画

一共投入了约 2000 万元。“其间，国家的扶持政策给了我

们强有力的支持”。

新华网的资料显示：依据对国产动漫制作的相关补

贴政策，制作 100 分钟的三维动画能得到 10 万元的补

贴，在央视播出每分钟奖励 500 元，收视率在该频道年度

排名前 10 位，再追加奖励每分钟 2000 元。

可见，国家对于动画产业的的扶持政策很明确，只

要做出一部动画，并在电视上播出，就可以获得一

笔不菲的扶持资金。

“ 但 国 家 的 扶 持 政 策 被

一些人用歪了。这

些 人 只

想赚政府的钱，而不是向市场要钱，更没想过如何建立自

己的品牌。”张 坦言：用行话来说，就是找几个人画几个

房子，顶多 10 万元至 100 万元。播出后，获得的扶持资金

是成本的几倍。一些中小企业完全把动画产业当成印钞

机，随时准备大捞一笔。

一位业内知情者披露：动漫公司和电视台的关系类

似于广告投放。特别好的片子在央视播放能卖到 400 元

一集，到了地方台就跌到 40 元至 50 元一集。对于动画

公司来说，盈利只有两种途径：控制成本和拓展动画的

衍生产品。自己制作费时费力，不如抄袭赚钱快，一些

中小动漫公司都抱有这种态度，否则就将被淘汰出局。

独立动画片导演皮三曾公开批评耗资 1200 万元的

《戚继光英雄传》是一部垃圾片。他认为：动漫产业的核

心竞争力是创意，而国家的扶持政策对此有些偏离。对

于创意，也许一两个人大脑的创意就可以撬动很大的生

产力，甚至相当于一个企业，它无需很多钱也不是大投

资，一个小工作室就能做出来。“但是政府在评选、审定

是否能获得政策扶持时，选定的标准是用另外一个标尺

来衡量，是按规模，而不是按创意，比如这个企业有多少

人？有多少设备？有多少资本投入？注册资金是多

少？每年生产出来动漫的分钟数是多少？衡量标准与

创意产业相悖，这就是近两年来中国动漫产业的困境。”

对此，张 也予以证实。她说：“大部分动漫公司都可

以从政府获得资金扶持，但扶持的标准是动漫时长的年产

量，而不是创意，可能是政府认为创意太抽象了，不好把握

和评判。很多动画公司为了争取资金，都会千方百计地留

住员工，并找来已有作品，重新制作，简单分镜和设计后，

就以原创作品播出了。这些公司都不指望靠业绩或者创

意盈利，而是追求绩效，是典型的短视，是功利主义。”

皮三尖锐地指出：以前电视里还能看到《葫芦娃》这

样好的精品动画，但现在非常难看到。电视的整个播出

生态也被破坏了。动画企业已经没有心思踏踏实实为

市场做作品，而是都在寻觅是否有机会、有空档，是否能

进入到关系系统里，从关系里赚到钱，这很可怕。

对于如何整治中国动漫产业乱象，皮三认为最简单

的方法就是公开，即过程公开、规则公开、结果公开，把

企业如何获得精品工程、如何获得扶持政策等等都公示

在网上，让大家来判断。

但政府的扶持对于成长期的动漫产业来说仍然必不

可少。乔 认为，对于新兴行业，市场的浮躁与政府的认

知缺乏不可避免，有些地方政府不了解这个新兴行业，分

辨力有限，这是新兴产业发展必经的阵痛期，“如

果没有政府的大力扶持，就更没有多

少人来关注和投身这个

行业了”。

动漫产业链断裂

“一个经典的动漫形象将长盛不衰，由此带来的音像

制品、玩具、图书、游戏等其他衍生品的消费，也会像滚雪

球一样越滚越大。用一劳永逸来形容其盈利模式并不为

过，比如米老鼠红遍一个世纪，而迪士尼帝国就是依靠这

个动漫形象建立起来的。”张 感慨，虽然中国动漫产业

已具有 1000 亿元市场规模，但盈利模式还是不明晰，目前

根本没有一个能实现盈利的产业链。当日本、美国的动

漫产品大量涌进中国市场时，国产动漫产业步履蹒跚。

据张 分析，中国动漫产业的产业链割裂，是导致

中国动漫业盈利受阻和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目前，动

画片的制作方、发行方和后续的衍生产品开发商没有真

正结合起来，导致制作方十分被动。为此，制作方要承

担动画片的全部制作成本。

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蔡灵也认为，中国动漫产业

产业链不完善不是个案，而是一个普遍性问题。目前，国内

动漫企业盈利模式单一，由于资金和规模的限制，无法在创

意、制作、衍生品的研发与营销方面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很

多动漫企业长期依靠放映收入和政府的奖励维持生存。

辽宁省信息产业厅副厅长张震表示，中国动漫产业

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50%的动漫企业都在

搞外包、代做。企业规模也偏小，现在日本有近 600 家动

漫企业，而每家的生产效率都是我们的 10 倍左右。张震

说，国内动漫产业资金运作机制与国外不同。国外动漫

产业投入不是仅靠动漫企业自己完成，而由基金或大企

业来支持，而国内动漫产业资金运作机制基本都是动漫

企业自己投入，制作前期没有相关市场来配合，制作出

来后，只靠政府的补贴等，这样，产业是难以发展的。

国 外 的 经 验 值 得 借 鉴 。 日 本 和 美 国 的 动 漫 业 目

前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动漫产业链条。以日本为例，

日本动漫业的基础始于漫画。在日本，有一大批以个

人为主的漫画原创队伍创作漫画，他们的作品在漫画

杂志上 分 期 连 载 。 如 果 市 场 反 映 良 好 ，接 下 来 就 会

有 出 版 社 出 版 漫 画 的 单 行 本 ，而 动 漫 制 作 公 司 则 会

从质量较高的单行本中挑选合适的作为脚本来拍摄

动 漫，而 与 之 相 关 的 图 书、音 像 制 品、游 戏 等 衍 生

产品也会随之大量产生。在日本，动

漫 产 业 已 经 成 为 主 要 的

经济产业。

中 国 动 漫 产 业 繁 荣 背 后 的 隐 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