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漫产业：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阿斗”

在各级政府支持下，16000家公司无序竞争，尽管产品数量惊人，但像样的作品却非常有限

证券时报记者 杨丽花

美国梦工场出品的 《疯狂原始

人》在国内上映迎来一片叫好，却也

引发了业内对国内动漫产业发展的

反思。

据不完全统计， 为支持动漫产

业发展， 中央财政以及各级政府对

动漫企业的财政支持年均达十几亿

元。 但是迄今为止，观众可以看到的

优秀作品凤毛麟角， 能在国际上拿

奖或在国际主流媒体上放映的作品

更是罕见。

中国的动漫产业到底怎么了？ 带

着这些疑问，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国

内最具代表性的动漫公司及动漫专业

人士。据悉，国家有关部委也正在开展

动漫产业的调研活动， 动漫产业

16000

家公司的洗牌将不可避免。

贴钱播出拿奖励

“

90%

的作品都是垃圾。 ”新生动

画董事长张天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对国内动漫产品做出上述评价。

据统计， 去年中国年产电视动画

片

27

万分钟（约

187

天），但是对于这

些数字， 动漫业界专家却无人为之感

到自豪。因为大部分作品没有消费者，

没有买方市场。

“动漫产品在主要播出渠道电视

台没有议价权， 每分钟成本上万的片

子， 可能在电视台播出的版权收入只

有千元。”中投集团动漫分析师万格告

诉记者。

但是事实上的情况更糟糕。“电视

能给几百块已经不错了。 现在不少的

动画片要想在电视台播出， 还要倒贴

给电视台钱。”这样的说法在数家不同

的动漫公司得到证实。

北京迪生动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 世界动画协会中国秘书长李中秋

对记者做出这样的解释，“每播出

1

分

钟给电视台几百块钱， 表面上看是亏

损了， 但是动漫公司有可能得到中央

政府或者是地方财政的奖励， 多则

1

分钟

2000

元， 少则

1500

元、

800

元。

如果制作成本低的话， 不但没有亏而

且还会有赚头。 ”

记者了解到， 每年中央政府以

及地方财政对动漫企业， 从税收到

各种类型的补贴奖励数不胜数。 动

漫业专家、 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胡月明做过统计： 各级政

府每年对动漫产业的财政支持达十

几亿元。

以石家庄规定为例，“凡在省级电

视台首播的， 按二维动画片每分钟

800~1500

元 、 三维动画片每分钟

1500~2500

元标准奖励动漫企业，最

高不超过

20

万元；在中央台及境外电

视主流媒体首播的， 按二维动画片每

分钟

2000

元、 三维动画片每分钟

5000

元标准奖励动漫企业，最高不超

过

50

万元。 ”

深圳对动漫作品的奖励规定是，

“原创影视动画作品，在副省级（含副

省级）以上电视台播出，按二维动画片

每分钟

500

元、 三维动画片每分钟

1000

元标准，给予原创企业一次性奖

励，但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在中央电

视台播出的， 按照每分钟二维

1000

元、三维

2000

元标准，给予原创企业

一次性奖励。 ”

常州市则规定，“财政每年安排

20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动漫产

业发展。 ”

因此， 能够在电视台播出就意味

着能够从政府赚到钱。 于是各路资金

争相在奖励政策“出众”的地方注册公

司、制作动画，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手段

争取可以在电视台播出，套政策、拿补

贴、拿奖励。

为了尽可能的扩大利润， 除了争

得政府的“奖励”外，一些动漫公司还

要压缩制作成本。 江苏卡龙动画影视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伟清告诉

记者，“原来

1

分钟片子可能要上万

块，现在只要几千块，甚至一千多就搞

定了。 现在电视台播出的低成本

FLASH

作品明显增多 （并非否定

FLASH

作品的价值）， 低成本制作可

见一斑。 ”

人才匮乏缺创意

证券时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中国的动漫产业之所以落后， 归根结

底还是输在创意上，输在缺乏有创意

的人才上。 “动漫行业现在最缺的就

是人才。 ”中国动漫产业的龙头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郑虎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感叹。

内蒙古东联影视动漫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郭志涛直言，“动漫

产业是文化产业，但是搞文化的很多

人都没有文化。 ”他所说的“没有文

化”不仅是指基层的从业人员，也包

括管理者。

郭志涛解释说：“现在很多的企业

的管理者不少是怀着套政策、骗优惠、

圈地等想法进入动漫领域， 对动漫行

业的理解不够， 而基本从业人员的素

质也不高。 ”

几乎所有搞动漫的都在阐述一种

观点：“创意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很

难去解释它，但一定是另类的、与众不

同的东西。 ”

胡月明举例说，“一个动物撞到墙

上， 在动画表现上通常用把墙撞个窟

窿或者是动物头上起个包去表现，但

是《猫和老鼠里》里面却是撞成了一张

纸，然后再复原。 打破常规，又合情合

理，这就是创意。 ”

然而，尽管国内创意人员缺乏，但

现行的传统教育以及动漫的专业教

育，几乎都没有教授创意。

据统计，现有上千家高校设立了

动漫及其相关的专业， 在校生有

65

万人。 但现在的高校，一般只是教一

些软件，根本不具备教动漫的师资条

件。 于是，出现了一方面动漫行业缺

乏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动漫专业的学

生就业率最低，待遇较差的现状。 去

年第三方教育质量评估机构麦可思

研究院撰写《

2012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

报告》显示，最难就业专业中，动画专

业居首。

一家动漫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前些年，我们让做得不好的员工离职

了， 结果没有多久人家摇身一变成了

高校老师。 不过， 他还从事过动漫行

业， 比某些没有做过动漫的人还强了

许多。 ”

据介绍，专业教育不但忽视创意，

动漫技术教育也有问题。李中秋认为，

“动画技术并不等于软件。如果认为会

软件就是懂技术，那肯定是错的。同样

的一个动作， 有的片子做出来就像僵

尸，有的则透出美丽与自然。一些从业

人员根本就不懂得运动规律， 动漫技

术也不可能好。 ”

产业链不全商业模式不清

产业链条不完整， 市场化程度不

高， 可能是现在动漫产业发展的最大

瓶颈。

胡月明告诉记者， 现在中国的动

漫产业公司达到了

16000

家， 通常是

“小而全”类型的公司，而美国、日本则

不过数百家。 然后拥有数量庞大动漫

公司的中国， 动漫产业却没有形成产

业链。

据了解， 动漫产业是一个环环相

扣的巨大产业链，包括原创、制作、播

出、发行、中介、评价、人才培养、技术

支持、 衍生产品开发等环节， 涵盖教

育、生产、销售、技术、影视、通讯、管理

等领域。

“要使动漫形成良性产业，需要各

环节各领域通力协作。然而，现在国内

动漫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尚不能形成分

工明确、健康有序的整体，各自为政的

现象十分突出，不能有效配合。 ”华强

文化集团副总裁尚琳琳说。

采访中， 郭志涛颇为讽刺地说，

“都认为自己就是明天的迪斯尼，不愿

意合作。”而李中秋则告诉记者，“甚至

有一些公司眼瞅着没饭吃了， 也不愿

意被收购兼并。 ”

“产业化经营，可以降低风险。”朱

伟清告诉记者，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动

漫制作通常是由制作委员会主导，剧

本、制作、衍生品、媒体、出版商等各个

产业链条上的机构共同组成， 每个组

成部分都是行业的专家， 可以对作品

提出自己的专业意见并指导修改以适

应市场需求。 美国的产业链条在公司

内部， 欧洲则是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

配置。

其实，国内动漫行业，由于产业

链的缺失已经严重阻碍着行业的发

展。 不仅国内没有产业链条，国际市

场分工方面，中国的参与力度也在萎

缩。 对此，胡月明介绍说，“中国太过

分注重原创，而忽视了必要的积累。 ”此

前中国的代工市场尚且拿得出手，但是

过分的注重原创，中国在代工领域也越

来越乏力。

李中秋也告诉记者，“中外合作投

资动画片的环境越来越差。 原来找国内

公司合作的外国公司很多，现在越来越

少了。 ”

基石资本合伙人林凌一直看好并且

专注动漫产业的投资，而面对上万家企

业， 林凌还是感叹有投资潜力的企业还

是太少了。“中国的动漫企业很少有成熟

的商业模式，业绩的波动性太大。 ”投资

人的这一体会也得了动漫业的认同。 张

小盒的创始人陈格雷认为自己公司已具

备了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 正是这一优

势，陈格雷才得以频频与风投对话。

胡月明认为， 其实中国并不是没有

商业模式，而是商业模式飘忽不定，不能

持续盈利。 在中国动漫产业的盈利一是

靠播出收入，二是动漫形象授权，做相应

衍生品的开发。

但据介绍，目前国内播出渠道单一，

主要都集中在电视台， 而电视台都处于

垄断的强势地位。 在授权方面，中国现

在没有专业的公司有能力经营好动漫

形象； 并且多数动漫形象没有深入人

心、 家喻户晓就开始了衍生品的开发。

“动漫行业的维权很难，盗版很猖獗。 ”

胡月明说。

融资难风险大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哪怕是非常

热衷动漫产业、 致力于打造动漫精品的

公司，也很难耐得住“寂寞”。

“都太急躁了。 国外的公司打造一

部作品可能要四至五年， 而我们多则

两年，少则半年就完了。 我们的各种技

术都比人家差，投入少时间短，做出来

怎么可能比别人强？ ”张天晓如是告诉

记者。

动漫公司的“急功近利”，除了政策

原因外，也与动漫产业本身特质有关。动

漫产业是一个前期需要大量资金重点投

资的产业，而回收的期限非常长。过分依

赖票房收入， 使得在中国投资动漫电影

的风险更大。

胡月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动画电

影的制作成本很高， 假如以

1

分钟

3

万

元计算，

90

分钟的电影就要投资

270

万，

电影的宣传费用几乎要与电影成本

1

：

1

，

而制作一部动漫电影成本上千万稀松平

常。而反观国产动画电影，每年有十几部

上映，但是能收回成本的寥寥无几，赚钱

就更难了。投资一部动漫电影，很可能血

本无归。

不敢投资电影， 也不敢尝试成人

动画。 “诺诺森林”的制作方苏州士奥

动画制作公司负责人直言，“相对于成

人，儿童受众对影片的要求稍低，作品

本身也更可能取得市场的成功。 在没

有成功模式的前提下， 不愿意去尝试

成人动画。 ”

在动漫作品滥片包围中， 最近华

强文化集团大手笔推出动画片 《熊出

没》，继《喜羊羊》后异军突起，广受好

评， 又让人们看到了国内动漫精品的

希望。 正如采访中尚琳琳所说，“只有

真正被观众记住的产品， 才能从衍生

品的开发或整个产业链条中获得更大

的回报。 ”

动漫产业

洗牌进行中

证券时报记者 杨丽花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

，

业内

对于动漫行业目前的问题已形成

行业共识

，

并引起了相关部门的

高度重视

，

动漫产业的政策也势

必将做出调整

。

其实

，

目前动漫产业已出现了

洗牌的征兆

。

2012

年

，

国产动漫产

量在保持连年增长之后

，

首度出现

下降

，

一部分动漫公司正在逐步退

出市场

。

新生动画董事长张天晓预

计

，“

明年将有一半的动漫公司退出

市场

。 ”

政策将转向奖优罚劣

“

奖优罚劣

”

可能是政策调整

的主要方面

。

上 海 美 术 电 影 制 片 厂 副 厂

长郑虎向记者透露

， “

以 后 电 视

台 不 可 能 像 现 在 一 样 见 片 子 就

播出

。

电视台一定要严格把关

，

加强精选

。

同时电视台也会拿出

一 定 的 费 用

（

包 括 广 告 费 的 分

成

）

等来奖励精品优品

，

加 强 优

胜劣汰

。 ”

动漫研究专家胡月明也告诉

记者

，“

预计以后对动漫产业的奖

励制度将会作出调整

。

奖励也将

更加科学

，

不会再以播出不播出

作为唯一的考核指标

，

而应该是

更加综合的指标

，

比如说参考收

视率等指标

。 ”

此外

，

业内人士认为

，

对动漫

企 业 的 优 惠 政 策 也 应 该 重 新 界

定

。

胡月明建议以企业所得税作

为考核指标

，

鼓励好的能够从市

场赚钱的企业发展

。

不过

，

北京迪生动画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中秋表示

，“

在中

国

，

动漫就是一个马甲

，

可以和各

个行业结合

，

但是这远离了动漫

行业的核心内容

。 ”

胡 月 明 也 认 为

， “

应 该 特 别

注 重 主 营 业 务 这 一 考 核 指 标

，

一 些 打 着 动 漫 的 幌 子

，

搞 地 产

等 其 他 产 业 的 公 司

，

应 该 被 清

理出局

。 ”

产业园或将重新授权

“

现在国内动漫作品没能打开

国际市场

，

但是可以考虑参与国际

分工与合作联合出品一些动漫作

品

。”

郑虎认为

，

发展动漫产业

，

还要

加强国际合作的力度

。

针对目前国内动漫企业参与

国际分工与合作较少的局面

，

郑

虎认为

，“

最好是一些可以把国内

国 际 视 野 与 情 感 结 合 起 来 的 作

品

。

联合出品的动漫作品

，

最好中

方占有主导地位

。 ”

此外

，

在动漫产业园方面

，

不

少专家认为目前国内动漫产业园

众多

，

但很多动漫产业园并没有发

挥应有的作用

，

没有能够为动漫企

业之间的分工协作作出贡献

，

也没

有充分发挥动漫产业园的产业集

群效应

。

据介绍

，

现在的文化产业园区

有

60

多个

，

国家级的有

30

多个

。

不可否认动漫产业园把动漫公司

集中起来

，

曾经发挥一些作用

。

但

同时

，

问题也有很多

。

特别是一些

地方通过动漫产业园来拿地

，

搞实

体化的园区

，

变相从事房地产经营

与开发

。

采访中

，

有动漫界专家甚至

认为

，“

动漫产业只需要一个办公

室

，

一台电脑

，

根本不需要搞园

区

。

动漫产业园的意义在于方便

各个动漫企业之间相互挖人

，

动

漫人才跳槽

。 ”

郑虎称

，“

对动漫产业园区的

重新筛选授权也非常有必要

。 ”

动

漫产业园需要进一步转型

，

搞产业

集成

。

据了解

，

未来公益性动漫作品

和商业性动漫作品将做出细分

，

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政策

，

商业

性动漫作品将更符合市场化运作

规律

。

� � � � 据不完全统计，为支持动漫产业发展，中央财政以及各级政府对动漫

企业的财政支持年均达十几亿元。

去年中国年产电视动画片 27 万分钟（约 187 天），但是对于这些数字，

动漫业界专家却无人为之感到自豪，因为“90%的作品都是垃圾” 。

翟超/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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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动漫产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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