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松山湖依托东莞强大的
制造业实力，抓住东莞建设全国现代
文化产业名城的机遇，依托漫博会的
平台和载体，努力建设粤港澳文化创
意产业实验园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
产业，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吸引了60
多家文化创意企业入园，动漫产业集
群优势逐渐形成，动漫原创能力不断
增强，打造中国动漫产业最佳对接平
台的目标初步实现。

助推东莞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东莞是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制造
业名城，制造业产业基础雄厚，拥有近
3万家中外制造企业，也是全球最重要
的消费品制造基地之一，进出口总额连
续多年居全国前4位。近年来，为促进
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东莞大力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实施科技与文化双轮驱
动发展战略，着力提升传统制造业核心
竞争力。

松山湖是东莞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的重要载体。这片位于珠江三角洲腹
地、“穗深港”黄金走廊中段、东莞几何
中心的土地，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
境，是东莞“科学发展示范区、产业转型
升级引领区”。近年来，松山湖抓住东
莞建设“全国现代文化产业名城”的契
机，将文化创意产业确立为园区发展的
主要产业方向之一，致力于打造成为全
国具有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文化创意产
业集聚区。2010年9月，松山湖挂牌成
立广东省首个粤港澳文化创意产业实
验园区。

松山湖粤港澳文化创意产业实验
园区依托东莞雄厚的动漫衍生品制造
优势，以创新驱动松山湖的文化产业发
展，主要定位是：服务东莞传统优势产
业转型升级，重点发展创意设计产业、
品牌授权产业；发展壮大本土文化产
业，重点发展原创动漫、网络游戏等文
化内容产业，努力将松山湖打造成为中
国动漫产业最佳对接平台。

松山湖作为推动东莞产业转型升

级的引擎，不断创新文化产业发展的新
思路和新模式。改革开放初期，东莞通
过第一次“借船出海”，借助海外产业资
本和制造技术，结合本地土地资源，大
力发展加工贸易制造业，取得了极大的
成功。

在产业升级的新阶段，松山湖文化
创意产业力推第二次“借船出海”的发
展模式，吸引国内外动漫网游、文化艺
术等知名品牌机构集聚松山湖，构建全
国最重要的品牌授权中心，积极推动面
向制造业的品牌授权、创意设计业务，
借助国内外知名品牌，优秀设计机构的
力量，推动企业从 OEM 到 ODM 和
OBM发展。

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营造良好氛
围，松山湖专门出台了《东莞松山湖文
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每年将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以动漫
产业为主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发展，尤
其突出对原创大项目、产业平台项目的
引进，以及对动漫原创、版权授权、衍生

品研发设计等方面的资金支持力度。
松山湖依托东莞雄厚的衍生品制

造能力，以衍生品研发设计和交易为主
要切入点，创新性地采用“一对四”的对
接模式，即以东莞衍生品生产企业对接
动漫原创、动漫品牌授权、衍生品设计
及销售渠道企业。

自 2009 年以来，松山湖已组织超
过30场产业对接活动，促成玩具业、动
漫业、家具、服饰、电子产品、文具印刷、
食品饮料等制造企业迅速与动漫文化
企业联姻，共有100多家东莞传统企业
与松山湖动漫原创企业达成动漫品牌
授权合作，有800多家企业与松山湖动
漫产品设计企业达成合作，文化与科技
逐步融合，助推东莞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的效果日渐显现。

动漫产业集聚优势逐渐形成

松山湖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独特
优势、清晰的产业定位、浓厚的产业发
展氛围，吸引了国内一批文化创意产业
领军人士的关注，一批龙头项目竞相进
入松山湖粤港澳文化创意产业实验园
区。尤其是从 2009 年起，借助东莞每
年举办一届的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
保护和贸易博览会（简称“漫博会”），松
山湖文化产业从无到有，文化创意产业
的集聚优势逐渐形成。目前，已引进艾
力达动漫、功夫龙动漫、创造者文化、巨
细科技、东莞水木动画衍生品发展有限
公司、艺文新童话等60多家文化企业，
拥有研达动漫、创造者文化两家国家级
动漫企业。

近年来，松山湖动漫原创能力不断
增强。2012年，松山湖原创电视动画片
生产总量高达 15214 分钟，q 助力东莞
原创电视动画片产量跻身全国第三。
其中，东莞水木动画衍生品发展有限
公司在2012年全国原创电视动画片生
产十大企业名单当中位列榜首；由东
莞市功夫龙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制作的

《功夫龙——小戏班大智慧》获得“2012
年度全国推荐播出优秀动画片”称号。

由于在动画原创制作方面卓有成效，
2012 年 9 月松山湖粤港澳文化产业实
验园区成功挂牌“国家动画产业创意基
地南方动画节目联合制作中心东莞松
山湖基地”，进一步提升广东动漫产业
集聚化发展水平，有力带动东莞动漫产
业的快速发展。

2013年伊始，松山湖在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方面又迈开了新的步伐。3 月
29 日上午，广东华南工业设计院动漫
衍生品设计中心在松山湖生产力大厦
举行揭牌仪式，至此，松山湖发展文化
创意产业又多一处动漫服务创新载
体。该设计中心将整合东莞市版权、设
计、制造、销售等产业资源，与多所院校
动画系工作室合作共建的优势，为动漫
相关企业提供开放设计平台，并进一步
完善发展线上电子商务原创卡通集成
潮流店，为企业提供服务。

4 月的上海，温暖如春，松山湖在
此举行 2013 文化创意产业上海研讨
会。活动邀请到40多位来自上海地区
文化创意产业界的专家和知名企业家
为松山湖创意产业发展建言献策。会
上，松山湖管委会分别与上海兆联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和北京君和天下咨询有
限公司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分别共同建
设“兆联松山湖园区”和“中国动漫作品
版权平台东莞分中心”。

“兆联松山湖园区”项目将依托中
国创新创业领军人物杨秋萍创业运营
团队经验，在松山湖开展载体运营，加
快招商引智，努力建成珠三角地区的文
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基地。“中国动
漫作品版权平台东莞分中心”将依托国
家平台资源，大力推动版权登记、推动
版权登记、版权质押、版权融资贷款、版
权交易和版权维权等服务，有效推动文
化创意与金融资本融合发展。

借助漫博会带动文化创意
企业集聚

2009年落户东莞的漫博会，已成为
松山湖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尤其是动漫

产业的有效载体，成为产业集群最大的
对接平台，全面、有效地促进集群内动
漫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对接合作。

作为广东省实施“文化强省”建设
规划纲要的重点项目，自2009年12月
以来，漫博会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成
为国内知名的动漫产业盛会。

四届漫博会累计参展企业 1613
家，参展面积23.2万平方米，参与人数
超过211万人次，有效整合国内外动漫
产业优秀资源，成功搭建产业对接平
台，有力推动广东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第五届漫博会将于8月22至26日
在东莞市国际会展中心和松山湖展贸
中心举行，安排约2500个展位，参展面
积将超过 70000 平方米。本届展会将
采取“一会三展带一节”的办展模式，
即在主会场以漫博会为主体，同期举办
玩具礼品展、品牌授权展和动漫游戏
展，在松山湖分会场举行动漫文化节。

根据前四届办展经验和“专业化、
国际化、产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办
展思路，本届漫博会定位为“以版权保
护和交易为核心，以产业对接为特色、
以国际合作为优势的国际性动漫产业
交易平台”，致力于将漫博会打造为中
国动漫产业发展的“晴雨表”，成为“国
际动漫产业最佳对接平台、中国最具
影响力的玩具礼品交易平台”，更深
入、更广泛地推动我国动漫产业的繁
荣和发展，推动国内外知名、具实力的
动漫原创企业、品牌授权机构、游戏开
发企业、创意设计企业在东莞松山湖
集聚发展。

在推动动漫企业集聚发展的同时，
松山湖致力于发掘和培养优秀动漫创
意人才，现正启动“松湖杯”原创卡通形
象设计大赛。该大赛作为第五届漫博
会的主体活动之一，面向全国征集优秀
设计作品，大赛优秀作品将在漫博会期
间集中展出。大赛优胜者除了获得丰
厚的奖金以外，还可优先落户松山湖，
符合相关条件可获得企业创业补贴或
人才补贴。

松山湖松山湖：：打造中国动漫产业最佳对接平台打造中国动漫产业最佳对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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