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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2020 年中國動漫用戶數超過了 4

億，產能規模保持了同比兩位數的增長，

中國可能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動漫市場

了。」嗶哩嗶哩COO李旎在2020國創發

布會上透露了這個信息。根據方艾瑞諮詢

研究的報告顯示，2019年中國動漫行業總

產值規模達1,941億元（人民幣，下同），

在線動畫用戶規模達3億人。近年來，動

畫電影叫好叫座，票房屢創新高，國產動

畫《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超過50億甚至

代表中國電影參評奧斯卡獎項。業內指

出，國產動漫已進入加速發展期，中國動

漫全球化迎來了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時代。

一部20集左右的動漫作品，製作周期需時12-18個月，製作經費需要
1,000萬至2,000萬元，參與製作的工作人員少則50餘人，多則上百人。不
過，並不是所有動漫作品最終都能盈利。繪夢動畫CEO 李豪凌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好的動畫製作成本並不低，我們現在不僅需要更多的動
畫人才，還需要更大的國漫受眾，才能讓中國動漫市場更加成熟發展。」

從2013年成立至今，繪夢製作了大量國產動畫，包括《狐妖小紅
娘》、《一人之下》、《靈契》等作品。其中，《狐妖小紅娘》等
作品還走出國門，在日本東京首都電視台播放。從2016年開始，
繪夢還組織優秀IP在中日兩國進行融資和運營，包括《人馬少女
的煩惱》、《蟲籠》、《最強番長是少女》、《一課一練》等。
2018年，繪夢動畫首部長篇動畫《肆式青春》在中日同步上映。

產業鏈規劃尚未成熟
「如今的中國動漫已經有了更多的支持者，也有了一些優秀的

作品，但和日本等成熟的動漫產業比起來，還是有不足的地方，
包括之前一些票房很好的國漫作品，它們的成功其實也包含了偶
然性在內，國產動漫還是缺少成熟的產業鏈規劃，當然我們也在
朝這個方向努力，從前期的策劃，到後期的配音、宣傳，其實都
是一個動漫作品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

有盈利才能吸引人才
「動漫項目有賺錢的、也有賠錢的，最厲害的是賠掉100%。」

李豪凌說，「現在國內動漫發展進入加速期，但是付費觀看的習慣
還沒有形成，這對於國漫發展也是一個不利因素。」李豪凌直言，
「必須有盈利，才有機會吸引更多的人才，才能形成良性發展，在這
方面，我們仍需努力，我們目前不僅在國內，還在海外加緊尋找培訓
優秀動漫人才，希望讓國漫有更加好的發展。」

在中國，哆啦A夢、櫻桃小丸子、海綿寶寶等日美動漫IP深
入人心，提到國漫卻似乎有些斷層。早期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
的一系列水墨、剪紙、木偶動漫衝出國門甚至囊括國際大獎，
成為不少動漫國家學習的目標，但此後一段時間內，中國動漫
市場卻牢牢被日美作品佔據。不過，近年《哪吒之魔童降世》
等叫好又叫座的動漫作品誕生後，國漫復甦等話題再度登上熱
搜，眾多平台也開啟了專項培育計劃。

以B站為例，其從2016年發起了小宇宙計劃，致力於向全國
召集年輕的優秀動畫人才，將他們培養、輸送進中國的動畫產
業中。今年，B站還和小宇宙新星計劃金獎獲得者《阿莉塔的
睡前故事》主創團隊正式達成合作。預計在不久之後，這部優
秀的國產原創動畫作品將會在B站的扶植下，以一部成熟商業
動畫的形態與廣大觀眾見面。同時，由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
福煦影視出品，《我為歌狂》第二季將以全新原創的劇本延續
經典角色們的故事。

對於中國原創IP的培育，李旎直言，希望到2024年之後，B
站能夠扶持跟見證新的中國動畫超級英雄跟超級作品的誕生，
「因為超級英雄是動畫行業核心的一個形象符號，只有擁有了
我們自己的動畫超級英雄，才具備了像全球市場持續輸出優秀
作品跟文化的能力，就像超人之於美國，也像七龍珠之於日
本。我們很希望也將看到中國原創動畫遊戲受到世界範圍的喜
歡，我們相信有一天，我們將看到世界各國的網民為中國的文
化讚歎不已，這是我們的理想。」

韓國發展迅速 進身全球No.3
另據艾瑞諮詢發布的《2020年動漫產業研究報告》顯示，作

為服務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國產動畫存在國際競爭力不
足的問題。現階段中國依然為動畫貿易逆差大國，出口動畫規
模遠不及進口動畫規模。而作為對比，韓國作為國際動漫貿易
中的後起之秀，已經發展為全球第三、亞洲第二的動畫出口
國，實現動畫貿易順差。中國動漫全球化面臨的主要問題在於
作品如何突破地域文化差異，通過引發共鳴的故事提升全球影
響力。報告指，更加深入地參與動漫全球化、提升中國動畫作
品的溢價和影響力，打破進出口差距，成為產業重要的發展目
標。 ●記者 倪夢璟

不僅B站推出國漫計劃，13部作品公布了新內容，包括《鎮魂街》第二
季、《百妖譜》、《大王不高興》等備受期待的動畫亮相。騰訊、阿里等影
業大廠亦開拓動漫新天地，騰訊去年末公布了內地首部漫改聯動劇的進程。
據介紹，由愛奇藝、騰訊影業和恒星引力攜手打造，「國漫現象級IP」《狐
妖小紅娘》的真人影視化正在密鑼緊鼓地籌備當中。「我們希望能邀請和聯
手行業中更多優秀的編劇、導演、演員，以及更多志同道合的合作夥伴，一
起把閱文和騰訊動漫上的新鮮創意打造成為影視精品，一起充分利用好這些
中國獨有的數字內容『新基建』，一起發揮好影視工業這個放大器的力
量。」騰訊動漫董事長程武這樣表示。
從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開始，漫改作品便成為影界潮流，《城市獵

人》、《花樣男子》（又譯《流星花園》）等漫改電影電視劇風靡亞洲，而
國漫崛起後，漫改的腳步依然沒有停下。以李易峰主演的《動物世界》（改
編自日漫《賭博默示錄》）為例，該片收穫了5.1億元（人民幣，下同）票
房，口碑亦不俗，淘票票評分達到8.5分。而在國漫方面，《快把我哥帶
走》更收穫8.8分評價，票房也達到3.75億元。

動漫產業園興起 注入新活力
雖然真人漫改毀原作早已是漫改世界的痛點，但這並不影響大量資本進

入，動漫作品帶來的IP，已經成為頗有價值與受眾的標的。艾媒諮詢報告
指，如今的動漫產業現在正在向IP化、青年化、園區化、國際化的方向發
展，尤其是2019年動漫產業園興起，為中國動漫產業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IP授權市場滯後 僅佔全球4.3%
報告顯示，2017年，全球授權商品零售額超過2,600億美元，但中國被授
權商品零售額僅有747億元人民幣，僅佔全球總額的4.3%，中國玩具和嬰童
用品協會品牌授權專業委員會發布的《2020年中國品牌授權行業發展白皮
書》則顯示，2019年，中國年度授權商品零售額也僅達992億元，這意味
中國IP授權市場仍處於初級階段。

輸出優秀作品
有賴塑造超級英雄

付費觀看習慣
有利產業發展更成熟

漫改電影風靡
吸引大量資本投入

《哪吒之魔童降世》

5050..3434億億

《姜子牙》
1616億億

《西遊記之大聖歸來》
99..5757億億

《白蛇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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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動漫電影愈來愈重視細節。 ●日本動漫電影亦進入中國市場。

● B站虛擬演唱會吸引眾多關注。

●繪夢動畫CEO李豪凌

線下國漫熱度頗高，線上國漫更是勢如破
竹。前瞻產業研究院數據顯示，2019年

內地在線漫畫市場規模近26.8億元，同比增長
95.6%。尤其在疫情影響下在線動漫平台更是
不斷發力，2020年的B站上線了106部國創動
漫作品，較2018年增長5倍。
目前B站的國創動漫用戶月活度甚至已經超
過了日本動漫專區，用戶整體觀看時長增長了
98%。以《仙王的日常生活》為例，這是B站
2018年發布並開始製作的一部作品，「坦率
地說一開始我們並沒有對它抱有特別高的預
期，但是它實現了逆襲，29天破億次的播放，
到今天已經有578萬的追番與3.6億次的播
放。這說明中國年輕的觀眾需要更多元而不只
是有機會成為頭部大作的作品，更親民的中國
動畫或許在行業內一樣有強烈的需求。」
李旎表示。

動漫電影佔內地票房逾11%
燈塔研究院和微博電影聯合發布的《2020
中國電影市場年度盤點報告》，國漫電影《姜
子牙》捧得2020年度票房季軍，斬獲16億元
票房。此前，《西遊記之大聖歸來》、《哪吒
之魔童降世》、《羅小黑戰記》票房成績亦不
俗，分別獲得9.57億、50.34億以及3.15億。
這也意味著高品質的國漫作品越來越受重視和
歡迎。
中國產業信息網發布的相關數據顯示，

2013至2019年，中國動漫電影票房和數量佔
總電影票房和數量比重呈波動上漲態勢，
2019年動漫電影數量佔總電影數量比重為
14.46%，動漫電影佔總票房比重為11.48%，
意味動漫影業未來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和
市場潛力。
更多的作品數量，意味著投資方對國漫發展
的信心，高質作品亦讓投資方更收穫滿滿。根
據光線傳媒財報，憑借《哪吒》上映，其
2019第三季度淨利潤超10億元，《哪吒》成
為公司營收增長主動力。而隨近年來線上線
下動漫逐漸崛起，國漫融資也曾火爆一時，公
開數據顯示，2016年，內地國漫融資項目達
到巔峰148起，動漫產業融資金額達到約50億
元，但好景不長，2017年融資項目和金額便
驟然下滑，至2019年融資項目僅約32起，金
額約21.1億元，不過，更謹慎的投融資態度也
是業內更加成熟產業鏈發展的表現。

2020年產值有望突破2000億
「2020年，是全民動畫元年。我們認為今
年還將是一個歷史的關口。去年，中國的80
後進入了40歲，00後進入20歲，而隨動畫
受眾的年齡增長，意味動畫這個內容形態，
勢必將從過去的少兒或者青少年需求，開始真
正成長為全民的需求。」李旎稱。
清科研究中心《2018中國動漫市場投融資
分析報告》指出，受政府對動畫「去產能」的
宏觀調控和市場對優質動漫內容需求的影響，
動漫市場逐漸從依賴政府補貼以量取勝的增長
模式，轉向以追求優質內容為核心的質量取勝
模式，市場增速有所下滑。但是，隨著優質原
創動漫市場以及90後、95後、00後等核心動
漫消費人群的崛起，中國動漫產業也將迎來黃
金發展期，2020年預計有望突破2000億元產
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