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8)

——原标题：预见2022：《2022年中国动漫产业全景图
谱》(附市场规模、竞争格局、发展前景等)

动漫产业主要上市公司：
奥飞娱乐(002292)、光线传媒(300251)、祥源文化(600576)、汤姆猫(300459)、
哔哩哔哩(BILI.NASDAQ)等

本文核心数据：
动漫产业产值、受众规模、企业数量、进口动画电影数量及票房占比等

行业概况

1、定义

动漫，即动画、漫画的合称，是集合绘画、涂鸦、电影、数字媒体、摄影、音乐、
文学等众多艺术门类而形成的艺术表现形式。

动漫并无标准分类方式，按形式分可以分为动画和漫画等;按受众年龄分可分为成人
动漫、少年动漫、儿童动漫等;按剧情分可分为热血、奇幻、校园等。

2、产业链剖析：下游衍生变现环节利润最高

动漫产业不仅包括漫画、动画还包括下游衍生的游戏、服装、文具、玩具等周边、
二次元社交平台及内容交流社区等，完整的动漫行业产业链可分为内容生产、内容
传播和衍生变现三个环节。

上游内容生产主要参与者包括漫画作者、动画工作室、动画制作公司;中游内容传播
环节包括电影院线、电视台、在线漫画平台和在线视频平台四个渠道;下游衍生变现
环节则可分为实物衍生品开发及销售、泛娱乐内容开发和运营两部分。

整体来看动漫产业链条并不长，且各环节交叉较多，下游衍生变现为产业链中利润
最高的环节，因此动漫企业大多在主要业务的基础进行了产业链的延伸，尤其是将
上游的内容生产和下游的衍生变现环节相结合，通过“IP+产业”的闭环实现盈利
。中游内容传播则需借助平台实现，企业也可通过这一环节向动漫产业上下游延伸
，借助自有平台优势快速进入动漫市场，典型案例如腾讯控股、哔哩哔哩、阅文集
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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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历程：互联网推动动漫产业快速发展

中国动漫的发展起步较早，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制作动画，1926年万氏兄弟拍摄
的第一部无声动画片《大闹画室》和1941年的亚洲第一部动漫长篇《铁扇公主》对
我国早期的动漫电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由于文革十年的停滞以及改革开放后
受到国外动画作品的冲击，中国原创动画走向衰落。进入21世纪，国家出台政策对
中国动漫产业大力扶持，加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化传播途径增加，大量资本涌
入动漫产业，国产动漫重新兴盛起来，并持续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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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现状

1、动漫产业市场规模：产值稳步扩大

近年来，我国动漫产业快速发展，产值从“十五”期末不足100亿元，增长到“十
一五”期末(2010年)的470.84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30%。2014年以来，我国动
漫内容生产实力进一步提升，类型和题材日趋多元化，在国家政策、资金、基地建
设扶持以及互联网发展的大背景下，动漫生产集群初现端倪，动漫展会和交易气氛
活跃，动漫生产与移动终端和互联网结合日益紧密，市场规模稳步扩大。根据艾瑞
咨询数据，2020年我国动漫产业总产值达2212亿元。

3、动漫企业发展情况：动画创作、制作领域竞争激烈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税务总局2009年联合发布《动漫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试行)》。2009-2021年，累计通过认定的动漫企业数量达1000家左右，每年新认
定动漫企业数量在2010年达到高峰，随后逐渐下降，2021年新认定动漫企业有5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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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截至2021年12月，《2021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暂未发布，图中为
《2020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数据。

4、动漫产业进口情况：国产动漫逐渐替代进口

我国动漫市场长期以来被国外作品占据，但随着国家政策对国产动漫支持力度的不
断加大，2015-2020年，我国进口动画电影数量占比整体虽仍在上升，但票房占比
却呈下降趋势。可见需求层面，国产动漫正在逐渐替代进口，国漫发展势头正盛。

根据《文化贸易蓝皮书》数据，疫情影响下，2020年我国共上映动画电影33部，
总票房30.38亿元，其中进口动画电影数量占比45.45%，票房占比43.15%，进口
票房占比相比2016年的81.26%已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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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企业较多的省份包括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仍然位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
区，文化消费环境较佳，居民文化消费意愿较强，且政策利好程度较优。

2、企业竞争：衍生变现业务成为重点方向

我国动漫产业竞争大体上可以按企业最主要参与的产业链环节分为内容生产、内容
传播、衍生变现三个派系。

内容生产代表企业有光线传媒、奥飞娱乐、祥源文化、汤姆猫等，大部分企业在着
力打造自有IP的同时也布局衍生变现业务;内容传播代表企业有哔哩哔哩、腾讯控股
、阅文集团、爱奇艺等，其中哔哩哔哩、腾讯和爱奇艺均为国内头部视频网站，阅
文集团则拥有QQ阅读、起点中文网等知名文字阅读品牌;衍生变现环节代表企业有
美盛文化、泡泡马特、华强方特、凯撒文化等，美盛文化是动漫衍生品全球龙头，
泡泡马特是国内领先潮流文化娱乐公司，华强方特则是全球前五大主题公园集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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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业发展前景及趋势预测

1、产业链进一步整合，国产IP特色化趋势加剧

目前我国动漫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产业链上下游融合、全年龄向发展以及IP
国产特色化成为这一阶段发展趋势。

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对标美国好莱坞，出现像迪士尼、NBC环球这样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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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产业上中下游，实现业务多元化发展的巨头型企业。因此越来越多的头部企业和
明星企业不满足于只涉足单一领域，开始将业务触角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而成人
的消费能力显然大于低龄群体，随着下游衍生品领域的不断开发，我国动漫产业向
全年龄方向发展也成为必然趋势。

内容趋势方面，近年来富有国产特色的IP在中国动漫中出现的频次正在提高，特别
是神话传说类题材深受市场欢迎。根据三文娱统计数据，2015~2020年共有119部
备案动画电影讲的是中国经典神话人物的故事。在这119部作品中，有24部作品以
孙悟空为中心展开，其次是哪吒和二郎神，涉及作品分别为11部和8部，国产IP特
色化趋势正在加剧。

以上数据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
中国动漫产业发展前景预测与
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同时前瞻产业研究院还提供产业大数据、产业研究、政策研究、产业链咨询、
产业图谱、产业规划、园区规划、产业招商引资、IPO募投可研、IPO业务与技术撰
写、IPO工作底稿咨询等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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