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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动漫产业“冰点”现象特指阻碍动漫产业健康发展的最为不利的因素，如动漫产业融资渠道不畅、动漫教育与动漫
产业的实际需求相脱节等。倘若“冰点”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势必将影响中国动漫产业的前进步伐，甚至会将“中国动漫

梦”的伟大构想化为泡影。根据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现状，针对当前中国动漫产业最为凸显的两大“冰点”问题，应采取“穿

冰鞋滑冰”和“冰上双人舞”方式的“融冰”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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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动漫产业“促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
之下，为了早日实现从动漫大国向动漫强国跨越的

“中国动漫梦”，中国动漫已经开启了对国产动漫精

品的攻坚与发展之路。中国动漫产业经过近些年

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了如《喜羊羊与灰太狼》《秦时

明月》《梦回金沙城》《葫芦娃》《小鲤鱼历险记》

《猪猪侠》《熊出没》等一大批优秀的动漫产品。这

些动漫产品制作精美、内容精彩、画面细腻，充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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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中国原创动漫在世界动漫市场上日渐崛起的

价值与地位［１］。然而，在中国动漫产业繁荣的背

后，已渐显了令人堪忧的“冰点”现象，如果“冰点”

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将影响中国动漫产业的

前进步伐。据此，本文将针对中国动漫“冰点”现

象，提出相应的“融冰”对策。

　　一　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现状

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持和推

动下，中国动漫产业蓬勃发展，国产动漫精品的发

展之路已经开启，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初步建成，

产业结构逐渐完善，在文化品质、产业规模、科研教

育、技术应用、社会影响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

中国动漫产业继续保持较快较好的发展局面

和势头，并逐步由注重产量、规模向注重质量、效益

方向转变。如２０１１年中国全年创作电视动画片共
４３５部２６１２２４分钟，较２０１０年同比增长１８．５％；全
年完成创作动画影片２４部，票房收入合计约３．２１
亿元；出版发行动漫报刊１．８亿册（份）、图书１．１
亿册，合计发行总码洋２４．５亿元。文化部第一次
全国动漫产业专项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中国动漫
产业总产值高达４７０．８４亿元，较２００９年同比增长
２７．８％；国家广电总局《关于２０１２年度全国电视动
画片制作发行情况的通告》（通告〔２０１３〕３号）中的
统计数据：２０１２年全国制作完成的国产电视动画片
共３９５部２２２９３８分钟，制作质量和效益较２０１１年
有明显提高，２０１２年共完成创作动画影片３３部，比
２０１１年增加９部，创历史新高。《文化部“十二五”
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中提出：到２０１５年，力争
动漫业增加值超过３００亿元；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
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预计到“十二五”（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末，中国动漫产业总产值要达到１０００亿
元，比２０１０年的总产值至少翻一番，并形成现代动
漫产业体系［２］。

中国动漫企业的规模逐步壮大。２０１０年，全国
从事动漫生产经营的企业已达８３００多家，年产值
在３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已有２４家，年产值超过亿
元的大型企业已有１３家；涌现出湖南拓维信息、广
东奥飞动漫等成功上市的大型动漫企业，动漫企业

集团化发展趋势也明显加强。２０１２年，又有１１０家
动漫企业通过文化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认

定，加上２００９年的１００家、２０１０年的１６９家与２０１１
年的１２１家［２］，累计通过认定的动漫企业已达到

５００家。这些企业通过引领示范效应带动了整个

行业的发展，促进了动漫市场的扩容。如今，动漫

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应用更加广泛，新媒体动

漫、动漫演出、应用动漫等发展迅速，动漫在推动文

化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凸显了

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中国动漫产业骄人的发展成绩背后，

却存在着令人堪忧的“冰点”现象及问题。这些

“冰点”现象直接表现为中国动漫产业的商业模式

十分单一，企业规模普遍不大，实力普遍不强，产品

质量参差不齐，整体效率和效益偏低。［３－４］“冰点”

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动漫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

会将“中国动漫梦”的伟大构想化为泡影。

　　二　中国动漫产业“冰点”现象释义

冰点（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ｐｏｉｎｔ）在物理学中指液态水转变
成固态冰时的温度。动漫产业“冰点”现象特指阻

碍动漫产业健康发展的最为不利的因素，如动漫产

业融资渠道不畅、动漫教育与动漫产业的实际需求

相脱节等。

目前，中国动漫产业的素质性问题和结构性矛

盾依旧较为突出，动漫产业融资的渠道不畅、动漫

教育与动漫产业脱节等“冰点”问题更加凸显。

（一）动漫产业融资的渠道不畅

动漫产业链的运营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动漫

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便是资金的短缺。当前，中国

大多数动漫企业仍然处于亏损状态，投资者的投资

热情度依然不高，融资困难是制约动漫产业发展的

瓶颈［５］。该现实情形正如“香港漫画之父”黄玉郎

先生所言：“中国动漫产业‘从小学读到中学’仅用

了３年时间，若想成为‘大学生’，还得要走很长的
路”。

动漫企业开发一部动画影片投入的成本比较

高，可是动画影片在电视台播映的收入往往只有投

入成本的１／３左右，其它投入成本要靠动画片的衍
生产品赢利来回收，“运营周期较长”“投资风险较

大”成为了动漫行业运营中的两个最突出的特点。

以２００９年由意马国际与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联
合出品的《阿童木》为例，据称投资金额为４．４亿元
人民币，然而其全球票房仅有１．２亿元人民币，亏
损严重，并导致了意马国际股价暴跌，香港意马动

画工作室被迫清盘。正是由于大多数投资者对动

漫企业的望而却步，使得动漫企业融资渠道较窄，

只能靠出售版权／提前预售、银行贷款、政府投资和
补贴、风险投资等模式融资。据调研，有些动漫企

业因为融资困难而面临生存危机；有些动漫企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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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融资困难而降低动画片制作的等级标准；有些动

漫企业因为融资困难而依靠其它副业的收入来维

生；甚至也有少数动漫企业因为融资困难而“钻政

府的空子”：即借着政府对动漫产业大力扶持的东

风，以开发动画片为“幌子”，买廉价的土地圈厂房，

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谋取暴利这种“挂羊头卖狗

肉”的非正当模式运营。由此可见，融资渠道窄的

问题大大制约了动漫企业的发展。

（二）动漫教育与动漫产业脱节

动漫产业的快速发展必将带动动漫教育规模

的扩大和发展。可是现实的情形却是：中国动漫教

育与动漫产业的实际需求相脱节，动漫教育的规模

与动漫人才培养质量明显失衡，全国范围内开设动

漫相关专业的高校更是出现了平稳饱和的发展趋

势。中国大多数院校的动漫教育还只是停留在以

技术为首要人才培养目标的层面，只重视动漫本体

教育，而忽视动漫产业教育，导致了动漫教育与动

漫复合型人才需求的失衡。

动漫产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需要技术、艺

术、策划、创意、运营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专门

人才。无论是高校动漫教师还是一些业内人士，当

提及“动漫人才”便首先将“创意”“技术”等词挂在

嘴角上言说，致使“原创人才”被抬起在一个较高的

层面。可是，此观点或许会创造出一种十分尴尬的

情形，即动漫专业人才被狭义地定位为创作、制作

型，针对动漫企业的实际人才需求，却很难被满足。

中国动漫专业高等教育的发展虽然在稳步前

进，但是动漫就业率为何始终在“冰点”徘徊？谁为

没有就业的动漫毕业生买单？一些业内人士认为，

中国动漫行业在“人才观”上进入了一个误区。从

近几年中国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来看，逐步加强了

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在文化产业大繁荣的环

境背景下，当前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便是动漫行

业。据此，有很多关注动漫行业的人士都有一个相

同的观点———时下的动漫行业很火、很缺人（好就

业）！可是从中国社科院发布的《２０１２年中国大学
生就业报告》中获悉，２０１１届动画本科专业毕业生
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仅为８７．１％，动漫专业的就业
警钟再次敲响，就业率又被亮起了“红牌”，给那些

动漫“粉丝”或准从业者泼了一盆冷水［６］。

一方是行业“动漫人才饥渴”的礮境，而另一方

是“动漫就业警钟”常鸣，这两方之间矛盾的根源究

竟是什么？华漫兄弟（天津）互动娱乐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谈到：“动漫企业若想树立自

己的品牌，精良的原创队伍虽然很重要，但是也离

不开像营销、管理、策划、运营等相关专业领域人才

的支持，动漫企业中需要的‘真正人才’并不是单指

创作和制作类的”［６］。我国动漫领域的教育专家廖

祥忠表示：“中国尚没有将动漫‘复合型’人才培养

机制与动漫产业对接，培养复合型人才是当务之

急”！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范周教授

认为：“中国动漫教育仍停留在动漫产业链的前端，

有很多高校均是将动漫制作人才的培养作为首要

目标，忽视了动漫产业创意、管理、营销等方面人才

的培养，导致了动漫行业某些环节的专业人才过

剩、而其它环节的专业人员却急缺的现状”。北京

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孙立军教授则认为：“文化

的培养和熏陶是形成创意人才的必要条件，动漫高

等教育是整个中国动漫产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

性因素，动漫高等教育的根本目标应该把培养创造

核心文化价值的人才放在首位，而不是一味迎合低

端制作加工的市场环境”。《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

告２０１２（动漫蓝皮书）》主编郑玉明的观点是：“中
国的动漫企业内部缺乏产业多元化扩展的经营人

才，市场调研、项目营销及产品研发人员不足”。由

此可见，在具备“动漫专业化”素养的前提下，迎合

动漫行业的特殊需求，兼具整合能力的动漫“复合

型”人才便成了时下动漫企业真正所需的“香饽

饽”。

　　三　“融冰”对策

“融冰”一词顾名思义是融化冰冻的意思，在物

理学中指在一定的温度下，固态的冰将转变为液态

的水。本文中的“融冰”特指运用一些科学化的策

略，消除那些阻碍动漫产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即“冰

点”问题），使得动漫产业重新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

之中。

（一）以“穿冰鞋滑冰”的方式畅通动漫产业的

融资渠道

“穿冰鞋滑冰”在冰雪运动中是指滑冰人穿着

冰鞋在冰上快速滑行，此处意指中国动漫产业需要

靠“冰鞋”的辅助（外部融资方式），才能快速的“在

冰上前行”（健康发展）。目前中国大部分动漫企

业尚处于努力实现收支平衡的生存阶段，可以实现

赢利并通过主营动漫业务得到发展的很少。动漫

企业内部融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现实、不可行的，

主要得靠“穿冰鞋滑冰”的外部融资方式以扩宽融

资渠道。

为了畅通并扩宽动漫产业的融资渠道，一方

面，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动漫行业的财政补贴力度，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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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更加优惠的动漫专项建设资助和奖励政策、信

贷政策和税收政策，建立动漫产业发展基金，大力

扶持原创动漫产品的开发。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

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和非公资本介入动漫行业，适

时而有效地扩大投资规模。政府部门应积极扶持

动漫企业（公司）上市，依靠庞大的股票市场融资。

另一方面，应建立和完善市场化的中国动漫产业投

融资机制，构建以政策为导向、“政、金、产、学、研、

介”一体化的政府监／调控体系，引导并严格规范动
漫市场的运营模式，吸引和推动中外合资、中外合

作经营动漫企业［７－８］，通过“穿冰鞋滑冰”的方法，

妥善解决“冰中前行”的困难。同时，动漫企业应积

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内力与核心竞争力，吸

引来自民间的、国际的风险投资，可以根据具体状

况对融资模式进行适当创新。２００４年，上海今日动
画公司通过制作《中华小子》样片，以提前预售的融

资方式成功地获取了４０００万元的融资资金，此举
在动漫业界的影响很大，是预售融资方式的典范。

（二）以“冰上双人舞”的方式对接动漫教育与

动漫产业

动漫企业的艺术总监、编剧、导演等虽然值得

我们敬仰，但是动漫精英毕竟是少数，中国动漫教

育的任务是培养动漫产业链各环节所需的更多的

动漫人才，应巧妙对接动漫教育与动漫“复合型”人

才需求，使得动漫教育成为动漫产业发展的助推

器。“冰上双人舞”在冰雪运动中是指一对男女伴

随着音乐的节奏在冰上进行一些舞蹈步法和舞姿

滑行的表演，此处将动漫教育与动漫产业的对接比

喻成“冰上双人舞”，意在强调两者间的同步性、协

调性，如果有一方“跟不上节奏”和“表演失误”，将

直接影响对接的成功率和效果。

为了实现动漫教育对接动漫产业人才需求的

目标，一方面，按照动漫人才市场需求和动漫产业

发展趋势，高校应明确动漫人才培养目标，优化教

学体系，增加教学实践内容；改革原有的、不合理的

动漫人才培养模式，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校

中厂、厂中校”或“院中园、园中院”动漫人才培养

新模式的改革与实践，将动漫企业引进学校，创办

“校中厂”或“院中园”，将学校的课堂搬进动漫企

业，创办“厂中校”或“园中院”［９－１０］；高校应引入高

水平师资，注意梯队建设；逐步完善动漫人才培养

机制，培养出动漫产业链各环节所需的高素质、“复

合型”的动漫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在制定动漫产

业发展政策时，不应把产业发展规模当作硬指标，

应关注动漫人才的真正需求，以“复合型”人才为

本，经常深入动漫行业基层、受众阶层中开展调研

活动，把他们的需求作为制定动漫产业新政策的参

考依据。鼓励动漫企业通过“订单培养”的方式，促

进动漫校企之间的深度融合，两者携手跳完一曲优

美的“冰上双人舞”。

总而言之，当前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已快速进

入攻坚阶段，面对从世界动漫大国向世界动漫强国

的跨越，早日完成伟大的“中国动漫梦”的历史重

任，中国的政府部门、动漫企业、动漫高校以及所有

“动漫人”应该共同努力，拧成一股绳，运用更加科

学的“融冰”策略，共同解决中国动漫产业融资的渠

道不畅、动漫教育与动漫产业脱节这两个最为凸显

的“冰点”问题，使中国动漫产业进入健康、快速发

展的轨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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