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七大以来，中国原创动漫涌现出了以“喜羊羊与灰太狼”“张小

盒”等为代表的一批品牌。2011 年 7 月 29 日，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

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启动了“2011 国家动漫精品工程”，最终评出 37 个

动漫产品和 40 个动漫创意，涵盖了动画电影、动画电视、漫画、动漫出

版物、动漫演出、新媒体动漫、动漫形象等动漫产业中各主要环节。该

展厅以“2011 国家动漫精品工程”为基础，展出了中国原创动漫的众多

品牌产品。此外，还以漫画、动画、动漫衍生品、动漫教育几大板块完

整展示了中国动漫的产业链。

在“异军突起的中国漫画”板块中，主要呈现了中国原创漫画创作

模式的变迁，以及中国原创漫画出版物的发展情况：中国原创漫画自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绘制风格和发展之路，经过近

10 年的摸索与发展，逐渐形成具有鲜明中国文化及审美特色的“中式

漫画”，开拓出广阔的市场空间，以《知音漫客》、《漫友》、《漫画派对》等

为代表的漫画出版体系茁壮成长，以神界漫画、漫友、夏天岛等为代表

的产业化漫画创作机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原创漫画

作者以及如“四大名著”系列等拓展了海外市场的原创漫画作品。

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动画”板块中，展示了传统手绘动画、无纸动

画、三维动画和现代 CG 动画的制作工艺流程，以及我国的动画播映体

系和播出平台：目前全国拥有 5 家专业卡通频道、33 家少儿频道，36 条

电影院线，近 1 万块银幕。以央视少儿、湖南金鹰、上海炫动、北京卡

酷、江苏优漫、广东嘉佳为代表的 6 家卡通少儿卫视平均每天播出国产

动画片超过 12 个小时，年购买动画片超过 4 万分钟；各动画上星频道平

均每年首播 14.5 万分钟，各少儿频道平均每年首播 9 万分钟，已形成世

界第一的动画播出市场，有效促进了国产动画的创作生产。

“动漫衍生品”板块通过相关销量和销售额等统计数据展现了蓝

猫、奥飞、宏梦等公司的衍生品开发情况；动漫教育板块从全国增设动

画本科专业的高校数量和地区分布、教学特色、教材体系、学生获奖作

品、院校介绍等方面全面展示了十七大以来我国动漫教育日新月异的

发展状况。

为了给动漫产业的跨越发展提供技术引领与保障，

并为企业发展提供创新技术、前沿创意、人才培训、行业

交流、应用示范等公共技术支撑服务，十七大以来，中央

财政投入超过 2.2 亿元布局建设动漫产业公共技术平台，

至今已支持 10 省（市）13 个平台的建设，如展览中出现的

国家动漫园（天津）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上海动漫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高品质影院动画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江苏

常州二维无纸化创作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它们从内容生

产制作服务、产业研究与技术研发、新业态和商业模式

探索等方面为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国家对动漫产业的扶持力度与投入不断加大的同

时，动漫产业投资主体也日益多元化、社会化、市场化，

逐渐出现了一大批优秀动漫企业和品牌。2010 年，全国

从事动漫生产经营的企业已达 8300 多家，产值在 3000 万

元以上的企业已有 24 家，年产值过亿元的大型企业有 13

家；涌现出了湖南拓维、广东奥飞等成功上市的大型动

漫企业，中南卡通、江通动画、炫动卡通等企业也在积极

申请上市。骨干动漫企业作为行业的领军企业，在创造

骄人产值的同时，以其引领示范效应带动了全产业的发

展。可以说，动漫企业的发展决定着未来中国动漫产业

的走势，该展厅对此有详细生动的介绍。

此外，该展厅还展出了文化部“中国原创动漫扶持

计划”的成果。“中国原创动漫扶持计划”积极培育致力

于原创动漫的企业、人才与团队，推出原创动漫领域的

新人新作，自 2008 年和 2009 年实施以来，扶持了包括漫

画、动漫演出、网络动漫、手机动漫在内的 208 个优秀原

创动漫作品和人才。动画电影放映厅轮番播出了《马兰

花》、《麋鹿王》、《兔子镇的火狐狸》、《赛尔号》、《魁拔》等

国产动画电影。

作为文化产业中的一个新兴产业，动漫产业的

蓬勃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该展厅首

先展示了十七大以来动漫产业所受到的领导关怀，

接下来全面系统展示了十七大以来与动漫产业发展

相关的各项政策扶持。从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总纲

领——2006 年 4 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财政部

等部门《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开

始，继之以《关于同意建立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

席会议制度的批复》（2006 年 7 月 19 日）、《国家“十一

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6 年 9 月 13 日）、《文

化产业振兴规划》（2009 年 7 年 22 日）、《中共中央关

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 年 10 月 18 日）、《国家

“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2 年 2 月）

等。

2007 年，由文化部牵头，教育部、科技部、财政

部、信息产业部（现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

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广电总局以及新闻

出版总署十部委组成的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

会议成立，办公室设在文化部，此举为扶持动漫产业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该展厅展示了 5 年来

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在研究与推

动动漫产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承办首届中国

动漫艺术大展，承办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首届动漫

奖的评审及颁奖，组织国内动漫企业参加国际知名

展会等。

十部委的团结协作、群策群力，使中国动漫产业

获得了从体制到政策到具体措施的各种支持，该展

厅对此有全面而丰富的展陈。

——政策方面：2008 年 12 月 18 日，文化部、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动漫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开

展动漫企业、重点动漫产品和重点动漫企业的认定

工作；2009 年至 2011 年期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关于扶持动漫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

通知》、《关于扶持动漫产业发展增值税、营业税政策

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发布《动

漫企业进口动漫开发生产用品免征进口税收的暂行

规定》等。

——具体措施：文化部实施“原创动漫扶持计

划”和“原创动漫边疆推广计划”以及举办国家动漫

产业发展高级研修班，新闻出版总署举办“原动力”

中国原创动漫出版扶持计划，文化部、国家广电总

局、新闻出版总署共同实施“国家动漫精品工程”，

教育部、文化部连续两年举办“中国学生原漫作品

大赛”以及组织高校动漫类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

启动动漫类专业教材建设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组

织开展动漫开发软件（工具）优秀技术人才（团队）

评选活动；国家工商总局编制完成《全国动漫企业集

录》等。

除党中央及各部委的重视支持之外，动漫产业

也受到了各地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各地相继出

台了一系列扶持动漫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不少

地方成立了省际扶持动漫产业发展联席会议，设立

了本地区扶持动漫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建设了动漫

产业基地、园区，举办了各类动漫节庆展会活动，加

大了动漫行业高端人才引进与培养力度，在资源整

合、结构优化、优势互补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政策

与扶持展厅对此也做了详细展示。

该展厅展示并展望了数字时代的中国动漫以及“走出去”的中国动漫。

首先是新媒体动漫——即通过互联网、手机、数字阅读器等现代数

字接收终端及传播平台表现和传播的具有新媒体特性的动漫产品和内

容。新媒体动漫是我国动漫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突破方向，为体现此

点，展厅展示了手机动漫和网络动漫各自的创作流程，介绍了中国电信

基于 3G 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新媒体动漫业务“爱动漫”，以及通过“一

站式接入、一点结算”为动漫原创作者提供商业模式、技术支持、平台服

务的中国电信手机动漫基地。

其次，动漫与其他领域的融合。动漫是艺术与科技融合发展的产

物，技术的升级换代不仅提升了动漫核心产品的质量和创意能力——如

展厅呈现的以百视通、“星星国”等为代表的跨平台、跨网络、跨产业的少

儿教育娱乐产业链和以爱奇艺为代表的少儿新媒体产业链，也使得动漫

进入了广阔的社会应用空间——如所展示的动漫在海洋石油、核电仿

真、音乐可视化等领域的应用。这些展设传达出一个信息：传统动漫产

业正向“大动漫”产业迈进。

“大动漫”是基于传统动漫产业概念提出的一种更为广阔的动漫产业

观。它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传统意义上的动漫、应用动漫、动漫与相关产

业的融合。传统的动漫产业以动画、漫画为主要表现形式，进入新世纪，

“动漫”从漫画（书、报、刊）、动画（电视片、电影）到新媒体、舞台剧，再延伸至

服装、文具、主题公园、电子游戏等4000个种类、近10万个品种的动漫衍生

产品。十七大以来，动漫创意和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包括

教育、科普、广告、建筑、核电、安全生产、灾害防控、展览展示、国防航天、医

药卫生、海洋石油、艺术设计等领域，拓展了动漫产业发展的新空间。

再次，全面展示了中国动漫“走出去”的成果。动漫作为一种优秀的

国际性文化语言，已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沟通的重要桥梁。该展厅通过

数据、实例、图表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十七大以来中国动漫与世界动漫

在产品、技术、项目、人才、版权等层面进行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与合

作，如：参加法国昂古莱姆国际漫画节、日本东京国际动漫展、法国安纳

西国际动画节、韩国富川国际漫画节、美国国际品牌授权展等国际知名

动漫节展；中国原创动画与漫画的国际化发展；中日动漫节、瑞士文化风

景线艺术节、俄罗斯“中国文化节”等官方文化交流活动也为中外动漫界

搭建了高端的沟通合作平台。

编者按：3 月 30 日，十七大以来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成果展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圆满落幕。为期 20 天的展览，吸引了各个行
业、各个年龄段的观众踊跃参观，该展览也成为国家博物馆正式
开馆以来人气最旺的展览之一。

本次展览由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办，
是继 2009 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首届中国动漫艺术大展以及
2011 年在天津举办的“‘十一五’以来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成果
展”之后的又一次大型展览。展览全面展示了中国动漫产业 5
年来蓬勃发展的成果，总结了中国动漫产业 5 年来的发展经验，
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中国动漫产业的“大动漫”未来。

本次展览共设四大展示区域，分别是政策与扶持展厅、平台
与企业展厅、品牌与产业展厅、技术与未来展厅。政策与扶持展

厅侧重展现十七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动漫产业发展的关心
和重视，中央领导同志对动漫企业、基地、园区所做的视察和重
要指示，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各地方对
动漫产业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以及 2011 年经中央批准的唯一的
国家级动漫奖——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首届动漫奖的获奖作
品；平台与企业展厅主要展示了一批动漫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和一大批创作理念领先、产品质量过硬、经营模式合理的优秀
动漫企业；品牌与产业展厅以“2011 国家动漫精品工程”为主展
出了众多中国原创动漫的品牌产品，展现出一条贯穿动漫创意、
研发、出版、播映、演出、新媒体传播、衍生品生产销售及国际国
内授权的完整产业链；技术与未来展厅主要展出了近两年来以
数字化生产、网络化传播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动漫、手机动漫，动

漫在其他领域的应用以及动漫“走出去”的历程。
在展览开幕的第二天，十七大以来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成果

展湖南活动日暨第七届中国原创手机动漫游戏大赛启动仪式举
行。湖南是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先行者，有“动漫湘军”的美
誉。在文化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认定的首批 18 家重点动
漫企业中湖南占据了 1/3，体现了湖南动漫产业在全国的整体优
势。由湖南省发起的中国原创手机动漫游戏大赛已成功举办了
6 届，评选出了一批优秀手机动漫游戏产品，有力地推动了新媒
体动漫产业的发展。

与如此海量的展览内容相比，20天的展览时间或许太短。我
们在此对本次展览进行梳理和总结，希望本版图文能让那份关于
动漫的记忆更深、更久，也让那份关于动漫的期望更远、更大。

跨越与发展跨越与发展：：从从动漫大动漫大国走向动漫强国国走向动漫强国
——十七十七大大以以来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成果展影像来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成果展影像

政策与扶持

平台与企业 品牌与产业

技术与未来

2012年4月4日 星期三
58 专 题 本版责编 程丽仙E-mail：whcyzk@126.com 电话：010-64291141

在十部委组成的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推动下，成员单位团结协作、群策群力，中

国动漫有了蓬勃发展的现状以及“大动漫产业”的未来。

具有中国文化及审美特色的“中式漫画” 漫画工作者在给观众演示无纸化漫画绘制过程 动画电影放映厅是观众最休闲放松的地方 动漫 3D 技术的发展给观众带来了梦幻般的感受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卢旭、崔成泉提供）

丰富的动漫产品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小观众在展厅玩得不亦乐乎

美国梦工厂动画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弗里·卡森博格驻足

观看郑州华强文化科技产业基地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