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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动漫产业发展动向及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的建议

【要报要点】近年来，中国动漫产业在经济、文化、技术、市

场等多重因素驱动，以及限播措施、税收优惠、版权规范等政

策扶持下，实现了显著增长，逐步走向国际舞台，但仍存在品

牌建设不足、文化普及不够、核心技术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本

期要报建议以内容筑品牌、以融合促普及、以技术开新局，进

一步推进动漫产业提质升级，加快培育动漫新质生产力。

一、国内动漫产业发展动向

（一）产业规模和质量持续提升

一是总产值持续突破。从 2013 年的 882 亿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3000 亿元。2023 年，动画电影备案数量超过 130 部，电

视动画接近 600 部，漫画类图书同比增长 30%，国产动漫逐渐

替代进口。二是“全产业链”和“全年龄段”初步形成。在生

产、传播、衍生等环节涌现出一大批上市公司，产品类型从儿

童向、青少年向拓展至成人向、家庭向等多种题材。三是国际

化水平不断提升。2023 年，电视动画占各类节目出口总额的

6.14%，时长占中国出口节目总时长的 12.15%，题材类型多元，

出口规模稳步上升，网络视听平台成为出海新主体。

（二）区域集群和竞争格局初步形成

一是在区域上形成三大产业集群，分别是以北上广深等一

线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核心产业集群，围绕长沙、成都等形成的

中部产业集群和围绕成都、重庆等形成的西南产业集群。二是

在竞争上形成三大企业派系，分别为“内容生产系”“内容传

播系”和“衍生变现系”，形成复杂的企业网络和竞合关系，

其中衍生变现业务占市场规模 80%，头部企业积极布局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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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产业链整合成为大势所趋。

（三）技术变革正重塑产业生态

一是数字化生产。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等数

字技术与动漫产业结合，涌现出大量虚拟数字人、数字藏品等

动漫新业态，助推生产力变革。二是网络化传播。动漫与互联

网结合日益紧密，网络动漫占比 15.79%，网文改编、短视频和

直播成为动漫消费的新风向标，“短文化动漫”迅速占据一定

市场。三是智能化转向。动漫企业正在迅速拥抱 AI，有超过

98%的公司发力“人工智能+动漫文化”新赛道，用 AI 提升人

物设计、剧情创作、音效设计等环节，实现降本增效。

二、我国动漫产业存在的不足

（一）品牌建设和国际传播能力不足

中国动漫本土美学风潮初具雏形，国产 IP 特色化趋势明

显，但与“迪士尼”“皮克斯”“梦工厂”“东映动画”等动

漫界巨头相比，仍缺乏影响力大、认知度高的拳头产品和优质

长线 IP 品牌运作，特别是动漫作品品牌未能有效转化为个人

品牌和公司品牌。出海方面，亚洲仍是中国动画对外出口的第

一大市场，占比 62.40%，欧美国家出口额仅占 29.49%。中国

出口和 YouTube、TikTok 等海外社交媒体影响力排名靠前的作

品中，低幼动画、青少年向动画和短视频是主要类型。

（二）动漫普及力度不够

动漫产业发展需要建立在相应的动漫文化和技术水平基

础上。2023 年中国二次元用户规模达到 4.9 亿人，其中核心用

户为 1.2 亿人，25 岁以下人群占比超过 60%。与日本、美国、

韩国等动漫强国相比，30 岁以上动漫市场和文化普及还有巨大

空间。此外，国内动漫创作人员和监管审核部门仍存在思维僵

化，观念滞后的问题，需要优化动漫审查管理制度。

（三）核心技术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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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产业正面临新一轮智能技术革命，呈现高科技、高效

能、高质量发展趋势。动漫创作的自由度、动漫作品的版权保

护以及动漫人才的就业结构变化对动漫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国产动漫画创作中仍缺乏“中国创造”

的动画制作软件、渲染技术、音效处理技术等自主研发的核心

技术，需加快实现从依赖进口、模仿向自主研发、原创转变。

三、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的建议

（一）以内容筑品牌，提高动漫国际竞争力

一是积极引导创作导向，鼓励动漫企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进行深入挖掘和再创作。提供研发、制作和市场推广的资金

支持，增加“中国风”动漫项目立项数，树立“中国动漫风向

标”。二是扶持一批有活力有竞争力的巨头型动漫企业和数字

动漫平台挖掘海外市场。鼓励手握 IP 资源的骨干动漫企业涉

足产业全产业链运作，形成产业闭环和多元化发展。三是扶持

中国动漫品牌授权产业发展，完善动漫版权保护法律法规，为

动漫企业提供法律指导和服务；打击盗版和侵权行为，增强消

费者版权意识,保护原创作品的合法权益。

（二）以融合促普及，增强动漫文化影响力

一是推动动漫与文学、游戏、影视、音乐、潮玩等产业交

叉融合，通过“动漫+”和“+动漫”，促进动漫创意和技术在

设计、制造、商贸、旅游等实体经济领域的集成应用和融合发

展，扩大动漫产品的社会传播与消费。二是加大动漫出口、译

配扶持力度，支持优秀动漫 IP 在境外授权与合作推广，通过

国际展会、电影节、交易会增强影响力，对国际合拍项目提供

启动资金或完成奖励。三是支持一批拉动消费效果好、群众参

与度高的动漫会展活动，优化动漫会展资源配置，推动动漫进

校园、进商场、进社区，鼓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将动漫作

为主题宣传、科普教育、知识分享、新闻解读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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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技术开新局，发展动漫新质生产力

一是制定专项扶持政策，大力推动动漫产业数智化转型。

鼓励企业研发动漫智能制作辅助、智能场景构建、智能特效设

计等新一代动漫技术与专用系统工具，打造一批以数字生产、

数字应用和数字体验为特色的动漫产业发展集群。二是加强我

国自主原创手机（移动终端）动漫国际标准应用推广，推动产

出更多以互联网、移动终端等为载体的网络动漫产品，规范和

扶持“短文化动漫”市场，实现手机动漫领域“弯道超车”。

三是支持动漫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数字技术和智能

化应用的研发，研究适合创作符合中国风格和美学理念的新技

术，为培育壮大中国动漫新质生产力夯实人才根基。

采用情况：本文于 2024 年 12 月被《文化和旅游智库要报》采用

供稿单位：深圳大学

作者：宗祖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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