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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漫产品的经济特征谈政府的产业扶持

2006 年，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

出版署等十部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我国

动漫产业发展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此后，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各种形式的动

漫园区、动漫基地纷纷涌现。政府主导是我

国动漫产业集群建立初期的重要特点。

政府催生的动漫产业集群

从产业特质上来看，动漫产业具有低能

耗、低污染、高附加值、强就业吸纳能力的

优点；从国际经验上看，美、日、韩等动漫

产业发达国家，其动漫产业产值占GDP均

有相当比重，甚至超过了钢铁、汽车等传统

产业，在中国理应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从

地方产业培育的决策层面看，发展动漫产业

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同时作为地方新兴的经

济增长极，有利于地方税源的培育。据统计，

2011年全国制作完成的国产电视动画片共

435 部，共计261224 分钟，比 2010 年增长

18%。但是，在动漫产业基地、园区建设一

片方兴未艾的景象之下，国产原创动漫中具

有市场影响力的却是凤毛麟角。多数动漫企

业处于依靠政府优惠政策扶持，勉强维持经

营的状态。

用国产动画片的时长产量衡量产业发展

水平，并作为评价扶持政策的执行效果，通

过行政强制、补贴奖励等方式保证电视台国

产动画片的播映时间，这些政策虽然对短期

内形成动漫产业的投资规模和产业布局有积

极意义，但因其缺乏对动漫产品的经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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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场供需双方的深入分析，导致了扶持政

策多，切实可行的少，财政投入大，但收效

不显著的状况。

动漫产品的经济特征

根据《意见》的定义，笔者将动漫产品

分为核心产品、基础产品和衍生产品三个圈

层。核心产品是指以原创“人物形象、故事”

为表现形式的一种“知识产品”；基础产品是

通过各种媒介载体形成可消费状态的“内容

产品”；衍生产品则是在“人物形象、故事”

被市场认可之后，附加了“知识产品”价值

的传统产品，如服装、鞋帽、配饰、主题公

园等。

动漫产业核心产品的经济特征

动漫核心产品最突出的四大经济特征

是：准公共性、低边际成本、经验产品性和

流行效应（Bandwagon Effects）。

首先，动漫的原创“人物形象、故事”

是通过支出脑力劳动，依靠知识、智力等要

素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成果。它具有一切知识

产品的共同属性：准公共性，亦即使用上的

非竞争性：增加一个使用者并不会使产品的

提供成本提高。其次，这些“人物形象、故事”

一般都可以通过数字化，编码为一段字节的

形式在电磁介质和互联网络中传播，这种可

数字化的特征使得产品极易被复制。这意味

着动漫核心产品的生产在投入前期开发的沉

没成本之后，复制的边际成本十分低廉；再次，

这类产品是经验产品，往往在消费之后，消

费者才能对产品的价值作出评价；最后，动

漫核心产品的商业价值不仅依赖于产品本身

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其流行程度对其价值

的实现更具决定性。一份优质的动漫作品可

能因为缺乏传播渠道，在资讯爆炸的信息经

济中缺乏消费者的“注意力”而无法受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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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认可。

动漫产业基础产品的经济特征

动漫产业的基础产品主要分为以电视、

电影院线、网络等传播媒介为载体的动漫节

目和以纸张、电磁介质等为载体的动漫图书

与影音制品。这类产品亦可称为内容产品，

而内容产品得以存储、展现和传播的载体在

网络产业经济学中称为“平台产品”。

平台产品与内容产品的组合式消费，最

突出的经济特征是“间接网络外部性”。所谓

间接网络外部性是指，平台产品的价值取决

于该平台上提供内容产品的丰富程度，内容

产品越多质量越高，平台的使用者亦会越多，

平台的价值就越大，进而会吸引更多的消费

者实现正反馈。同样，内容产品价值的实现

也依托于平台产品，其对平台的选择受两个

相反方向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使用者多的平

台可以减小内容产品的经验产品性质带来的

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选择使用者多的平台

也意味着与其他内容产品对消费者“注意力”

的竞争。

动漫衍生产品的经济特征

一般而言，动漫衍生产品除加入动漫核

心产品的价值附加之外，与其传统产品的经

济属性并无二致。但是，随着核心产品流行

程度的提高，衍生产品的种类的增多，在衍

生产品生产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对核心产品再

创造的需求，引发动漫产品的新一轮开发。

另外，动漫衍生产品的实物价值形式和传统

消费模式，也是动漫产业现阶段实现盈利最

可能的模式。

动漫产业的发展困境

风险集中

动漫企业往往要通过大成本制作、巨额

的宣传营销费用向潜在消费者发送信号，克

服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带来的消费顾虑。

另外，这种高额投入是一种沉没成本，

如果动漫核心产品提供的内容在其基础产品

市场无法取得成功，这些前期投入可能只能

收回一小部分，甚至完全无法收回。只有在

动漫播映与图书音像制品上取得成功，获得

足够的市场关注，触发流行效应之后，通过

对衍生产品的授权开发与销售，才能够真正

实现投资的高额利润回报。这种风险的不确

定性和投资周期的长度使得动漫产品市场启

动困难。目前国产原创动漫企业规模较小，

风险投资市场发展不成熟，难以适用好莱坞

影视巨头的动漫产品开发和营销模式。同时，

在有限的资金投入之下，国产动漫原创企业

出于成本节约的考虑，往往在影片质量追求

和营销费用支出上首先牺牲了前者。

平台产品市场缺陷

一般而言，动漫核心产品的生产成本在

基础产品市场的播映环节能够收回七成左

右，加上图书音像市场的出版授权费用可以

实现保本，剩余的部分就全是利润。但在我

国主流的播映机构基本处于垄断地位，据估

算，国产动画的制作成本约为1-1.5 万元 /

分钟，而在电视台上播映获取的平均收入大

致只有50 元 /分钟。国内大多数地方台习惯

免费供片，用广告换取播出权。

这种动漫产品在播映环节低收入现象的

形成原因，不仅仅是主流传播机构施行垄断

低价，更主要的是在动漫产业价值链发育不

完善的情况下，这些传播机构主动放弃了获

取动漫作品再次利用权与演绎衍生权可能带

来的收益，凭借其行政性垄断性获取的收益

支持，不愿主动加入到风险颇高的动漫产业

价值链中，把风险全部向前转移给了动漫制

作机构。

可复制性带来的盗版威胁

盗版的产生源于巨大的利润诱惑和低廉

的复制成本。当一个动漫作品取得市场成功

之后，若没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其

低边际生产成本，容易复制的特点必然导到

大量盗版的出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赋予原

创者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于其原创作品的

排他性垄断权利，就是为了保护原创者的创

作激励。如果这一制度缺失，我国动漫产业

将陷于缺乏原创产品，低水平模仿、抄袭的

怪圈，长期居于国际动漫产业代工制造这一

产业价值链的最底端。

动漫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首先，明晰知识产权，促进专业分工、

授权合作。

健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仅

要保障动漫原创者的利益和创作激励，更要

重视动漫从属版权中蕴藏着丰富的产业价

值。对二次开发和演绎衍生权的界定，是推

动国内动漫产业专业化分工，分散动漫产业

投资风险，共享收益的重要制度保障。我国

动漫产业需要整合现有资源，培育产业链，

分工与协作的基础是产权明晰，分工收益与

对动漫产品价值实现的贡献和风险承担相挂

钩，形成了良好的产业链配合。

其次，鼓励多主体参与，形成产业间协作，

分散风险。

我国动漫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不

在于制作技术，不在于缺乏成熟的消费市场，

缺少的是动漫产品价值在从核心产品到衍生

产品这个放大过程中各环节各企业之间的配

合。政府应鼓励动漫相关产业积极参与到动

漫价值链实现中去。积极鼓励图书出版、院线、

电视台以及传统服装鞋帽、玩具、游艺等动

漫相关的产业通过定制、合作开发等形式与

动漫制作企业配合。积极发展与动漫产业配

套的金融、中介、营销、企划、咨询等服务。

政府应针对动漫衍生品开发、而不是动画的

生产环节给予政策支持。

第三，寻找比较优势，培育产业竞争力。

首先，应当支持挖掘民族文化资源，提

升原创水准的文字或动漫产品的创作，为我

国动漫产业形成自身风格培育国际竞争力积

累基础；其次，应当重视动漫衍生品市场中

传统制造业的积累的优势，鼓励传统制造业

与动漫企业的自愿合作开发。最后，应当寻

找合适的细分市场，如低幼教育、手机游戏等，

作为我国新兴动漫产业的主攻方向，形成竞

争优势。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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