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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
汤梦箫

（郑州轻工业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随着河南省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与郑州市动漫产业基地的建立，河南省动漫产业发展
速度显著提高：一是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二是类型日渐丰富。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重视本土资源

的挖掘，产业链开发初具规模。但也存在自主创作积极性不高、艺术水准有待提高的问题。为推动

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应慎用本土文化资源，回归动画本体，针对不同渠道进行文化

定位，培养跨媒介发展的视野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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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于经济发达的省份，河南省的动漫产业虽
起步较晚，但随着２００８年６月位于郑州市高新区的
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河南基地）与２００９年３月
位于郑州市惠济区的郑州市动漫产业基地的建立，

河南省动漫产业发展速度显著加快。据统计，动漫

集聚区成立的６年间，动漫企业数量从个位数增长
到了近９０家［１］，涵盖漫画创作，动画创作、制作，网

络动漫（含手机动漫）创作、制作，动漫软件开发，动

漫衍生产品研发、设计，以及动漫专业培训等众多领

域。其中，郑州小樱桃卡通公司、河南天乐动画影视

发展公司等１１家企业先后通过了国家动漫企业认
定。这表明河南省动漫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动漫产

业链基本形成，这将为河南省动漫产业的未来发展

奠定良好基础。就整个动漫产业而言，国家对电视

动画片的鼓励和扶植力度是最大的，且不断根据产

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做出调整，日益合理化、科学化。

在国家相关政策助推下，近些年我国的电视动画产

业发展迅速，数量、质量都有很大提升，河南省也是

如此。与产业发展的蓬勃态势相适应，地域动漫产

业研究成为动漫文化及产业的研究热点之一，大多

数研究通过总结和透视产业发展现状，来探寻产业

调整和升级的方法和途径。本文拟立足于河南省动

漫产业集聚区建立以来的发展进程，从现状、问题、

策略等方面对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进行综合分析研

究，从政府政策、文化环境、媒介生态、企业规划、作

品呈现等角度，试图勾勒出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的

整体形态。

　　一、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发展现状

由于河南省目前还没有影院动画，新媒体动画

的发展尚处于萌芽期，大量的项目还在研发和试运

行阶段，因而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河南省动画产业的

主体———电视动画产业。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经过

近６年的发展，成绩显著。
１．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
６年来，河南省的电视动画产业取得了相当大

的成绩。从播出数量上看，由２００７年的１部３３８分
钟增长到２０１２年的１４部 ８９９５分钟，连续多年进
入全国前十，稳居中部六省第一［１］；从播出媒介上

看，《少林海宝》《虫虫计划》《小樱桃》《代号１２３４８》
《少年司马光》等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播出，

并有多部动画片在卡酷、金鹰、嘉佳等卡通频道播

出；从质量上看，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先后有《独角乐园》
《小樱桃》《中国戏曲经典原创动画》《雪孩子之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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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少林海宝》《小樱桃（第二部）》《代号１２３４８》
《少年司马光》《虫虫计划》《公路 Ｑ车吧》《二兔等
着瞧》《开心果的绿色家园之哈哈森林》《乐乐熊生

存大冒险》《龙归之龙行天下》《神探包星星（第一

部）》１５部动画片被评为国家广电总局推荐播出的
优秀国产动画片。可以说，河南省动漫产业集聚区

建立以来，河南省的电视动画产业发展速度较快、成

绩显著。

２．题材类型日渐丰富
相对于一般的影视剧和日美等国的动画片而

言，我国动画片的观众主要为青少年，市场相对狭

窄。但由于青少年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的形成期，思维活跃，变动性极强，不同年龄阶段的

青少年的欣赏口味有着极大的差异，因而对他们进

行细分，调查研究每个年龄层观众的喜好，有针对性

地创作出类型多样的动画片，是目前国产动画片创

作的基本原则。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规定：动画电

视剧共有现实、历史、教育、科幻、童话、神话、特殊等

８种题材。［２］近几年，动画电视剧题材比例尽管有所
波动，但总体呈现出统一的趋势：童话、教育、科幻类

题材最多，所占比重最大，现实、神话类题材较少。

河南省的动画片创作情况与全国情况基本保持一

致，几乎各个类型都有所涉及，题材日渐丰富。目前

我国电视动画片仍以４～１４岁的年龄群为主体，因
而童话类题材所占比重最多，如《小樱桃系列》《独

角乐园》《公路Ｑ车吧》等；“寓教于乐”是青少年文
化中最为重要的核心理念，因而教育类题材是国产

动画片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普法教育类《代号

１２３４８》；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为动画片创作提供了
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拥有七朝古都开封和九朝古

都洛阳的河南省更是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因而历

史题材在河南省的动画片类型中所占比重较大，如

《少年司马光》《少林海宝》《红孩儿与大学院》等；

社会现实一直都是影视剧的直接创作源泉，而处于

快速发展变革期的河南省更是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

现象和问题，其中许多与青少年相关，因而近两年也

出现了一些现实题材的动画片，如反映留守儿童生

活的《俺的铁蛋俺的娃》《河南三平精神》等大型系

列动画片；与针对低幼年龄层的童话不同，流传悠久

的神话蕴含着更为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需要观众

更强的理解力和感悟力，因而所占比重较少，但是河

南省的动漫创作者也一直没有放弃在这方面的探

索，如智睿公司计划创作的《山海奇谭》就是以１４～
２２岁的青少年为目标观众群的神话题材动画片。

　　二、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特点

从全国动漫产业基地的发展态势上看，各个地

区的电视动画产业都积极依托区域优势资源，如经

济、文化、旅游资源等，力图扩展区域动漫产业的发

展空间。河南省从一开始也确立起了依托文化和品

牌资源优势的发展策略与方向。

１．重视本土资源挖掘
相较于其他动漫产业聚集区，作为有着千年积

淀的中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河南省古老深厚的历

史成为其无可比拟的文化优势。因而从动漫产业集

聚区建立以来，河南省的动漫企业一直在努力挖掘

本省的历史文化资源，力图创作出具有丰厚人文底

蕴的动画片，在保证故事的生动有趣、曲折动人的同

时，致力于传承传统文化、弘扬中原精神，打造河南

省动漫产业的独特形象。如２０１０年在中央电视台
播出的、此后重播多次的５２集大型励志奇幻功夫动
画片《少林海宝》，是将中国的武文化、禅文化、和文

化与当代时代背景相结合，运用少林功夫这一时尚

文化，以青春、冒险、热血、勇气为贯穿性主题，借助

于世博会的契机，制作出的一部具有较高水准、较大

影响力的动画片。又如由郑州谷晶动漫创艺有限公

司２０１２年推出的大型动画片《名画神剪历险记》，
取材于举世闻名的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讲述了

精灵小谷和小晶与他们的朋友一起为了修复破损的

名画，踏上了寻找画中人、与恶势力斗智斗勇的历

程，主人公在拯救《清明上河图》的同时也完成了性

格的成长和蜕变。另外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的此类

作品还包括《愚公移山》《老子》《少年司马光》《红

孩儿与大学院》《山海奇谭》《太极》等。

２．具有较强的产业链意识
目前河南省动漫产业集聚区内进行电视动画片

创作的动画公司大多具有较强的产业链意识，往往

在片子前期策划的时候，就已经计划进行多角度、全

方位的产业链构想，尽可能实现动画片制造产业间

的联动效应。在这方面，小樱桃动漫集团无疑最具

代表性。作为河南省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实力最为

雄厚的动漫企业，从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其动画片产量连
续３年位居中部省份之首。该集团依托“小樱桃”
这一核心形象，采用动画片和漫画双管齐下的策略，

扩展观众群，至今已经开发出了２０００余种动漫衍
生品，有玩具、食品、日用品、文具、幼教用品等多个

系列，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打下了稳固的根基。索易

动画的主打项目———科幻类题材作品《虫虫计划》，

·４９·



第５期 汤梦箫：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

已经通过品牌授权形式，在图书、音像、玩具、文具、

日用、娱乐设施、游艺设施等多个领域进行产业开

发，尽可能地延伸其产业链。

　　三、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存在的

问题

　　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各个动漫基地所在的省
市，在急剧增长的企业、作品、分钟数的数字背后，电

视动画产业发展的危机和问题也日益显现。目前，

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

１．自主创作的积极性不高
近些年，国家加大对动漫产业的扶植，一方面创

造了中国动漫产业飞速发展、产量急剧提升的“奇

迹”，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许多痼疾和弊端。比如企

业单纯依赖政府补贴，没有经历市场竞争，无法适应

越来越严酷的市场环境，再加上最初形成的在电视

台几乎免费的播放习惯，造成了国内电视动画产业

的制作成本高、风险大、利润回收周期长的种种危

机。在这种局面下，许多动漫企业在制作电视动画

片的时候，习惯性地依赖与地方政府、企业合作，使

其分担前期投入的资金，或者在后期产品推广、营销

上取得一些便利条件，河南省的许多电视动画项目

都是如此。这种做法是企业降低风险、维持生存的

策略性选择，但也容易挫伤创作者主动创作的积极

性，造成创作上的惰性。另外，策划者和创作者必须

立足于市县级政府、企业的资金前提，基于他们发展

地方文化事业、塑造地方文化形象的具体需要进行

选题策划，这对创作者的艺术创作多少会有一定的

限制，极易使其在形象设计、故事构建、主题及情感

倾向上流入平庸，缺少锐气。

２．艺术水准有待提高
就目前国内电视动画的观众而言，“寓教于乐”

是其基本的消费需要，也是政府、社会、学校、家长和

青少年的倾向性选择。“寓教于乐”是艺术的基本

功能和衡量艺术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这条标准对

于处于知识信息爆炸、价值观极为复杂和多元化的

今天尤为重要。“寓教于乐”的“教”与“乐”同样重

要，不可偏废。其中，“教”是目的，教并不是自上而

下的教育，或单纯地传授某一知识，应该以平等的姿

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帮助他们

树立健康的生活态度和理念，使人们内心更为纯净

和强大，更加真诚、坚强地面对生活；而“乐”是手

段，是人们可接受的、喜爱的内容和形式，二者必须

紧密结合，才能创造出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发展力

的文化作品。而河南省的电视动画或者过于强调教

育意义，从而流入刻板的说教，缺乏观赏性；或者过

分追求故事的趣味，欠缺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因此，

河南省的电视动画整体的艺术水准有待进一步

提升。

　　四、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发展策略

目前国产动画片最被人诟病的缺点就是“没文

化”，缺少文化内涵、理念和价值，而关于如何在文

化层面上推进国产动画发展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

无论是创作者还是业界研究者都提出了许多有价值

的建议。就河南省的动画产业而言，要想获得持续

健康发展，可采用以下策略。

１．慎用本土文化资源
运用地域文化资源打造有特色的形象、场景、内

涵，是近些年逐渐被理论化、也被反复实践的动漫创

作理念。“本土”从狭义上讲是各省市的民族、民

俗、民间文化，从广义上讲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由

于黄河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因此相较于

其他动漫集聚区，河南省的文化资源优势明显。目

前许多取材于地方传统文化的动画项目都有地方政

府资金的参与和支持，这是动画公司原始积累期的

特殊选择，也是一种有效、有益的途径。但是这种合

作模式也会造成政府对创作过程进行一定的干预，

希望作品中尽可能多地含有地方文化特色，且表现

方式越直接、越明显越好，因为这样可以被政府直接

用来做后期旅游、形象工程的资源。而这很可能会

影响创作者原有的对形象、场景、故事情节的设计，

使最终的创作成果显得生搬硬套、不伦不类。由于

双方共同的需要，此类项目往往都是上百集的大型

项目，作为内容生产厂商的企业未必有充分的时间、

精力、能力去挖掘地方文化资源的内涵，会有力不从

心之感，而只是用一些比较表面化的所谓“文化特

色”对项目进行包装。

当然还有一些项目地方政府并没有介入，而是

创作者有感而发，从传统文化资源中获取灵感，试图

以此增强观众的熟识感，使其有一种文化认同感，如

谷晶公司的《名画神剪历险记》就是缘起于传世名

画《清明上河图》，将北宋的文化、历史与流行的少

年冒险、热血类动画相结合，可以说有一定的创意，

但对于民族文化的提炼还比较表面化，在制作过程

中又受到技术水平、制作周期的限制，最后的成片离

原初的设想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可以说，在目前国

内的动画产业环境中尤其对占绝对比重的电视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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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创作者们挖掘、提炼、升华民族文化符号、特

色、内涵上的能力还相当有限，即使有好的创意，也

未必有条件将其构造、延伸为动辄上百集的长篇故

事，最后很可能造成对文化资源生硬的表面化处理。

所谓的“本土文化资源”，既包括显而易见的、

具有文化特色的服饰、发型、道具、场景等，还有本地

的历史、文化内涵。“寓教于乐”的最高境界不是直

接告诉观众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文化内涵是什么，而

是启迪观众发问、思考。美国动画一直被当做“寓

教于乐”的典范被研究，在其成功的作品中，并没有

刻意凸显美国的文化传统、符号、内涵，但会散见于

整个系列作品中，不时给观众以新的思考。比如

《猫和老鼠》中《小孤儿》一集，就设定了感恩节这个

传统社会情境，这一集中有２／３的内容都是在表现
Ｊｅｒｒｙ为了让小孤儿吃饱，阴差阳错地受到了很多捉
弄，而他与 Ｔｏｍ的争斗只占到了１／３的内容，故事
主线发生偏移，这与以往的剧情设置是有差别的。

究其原因，是为了突出感恩节这一特定的社会情境，

是为了感谢印第安人，展现他们的习俗。通过这一

社会情境的引入，引导教育儿童学会感恩，培养他们

的善良和爱心，同时让他们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传

统，在娱乐中实现教育目的。

在当前国产动画的创作环境下，河南省电视动

画产业要想获得较好发展，必须摒弃前期盲目追求

地方特色、随意使用文化资源和传统的做法，真正将

本土文化资源的核心、内涵研究透彻，对项目的实际

运行情况进行充分预估，看二者是否能完美契合，在

此基础上再将外部符号与文化内涵、社会情境有机

结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２．回归动画本体
美国、日本作为动画强国，一直以来都被作为国

产动画产业研究和借鉴的对象，尤其是他们在创作

过程中都重视动画本体，并将之与媒介发展、社会变

化相结合，更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美国的电视动画沿袭的是《米老鼠和唐老鸭》

《猫和老鼠》的传统，通过情境设定，用幽默、夸张的

动作贯穿极富想象力的小桥段，结构紧凑，让人在应

接不暇的笑料中极度放松，并且将美国的历史、社

会、现实贯穿其中。其电视动画将从美国并不厚重

的历史中提炼出的冒险精神、自我成长、英雄主义等

文化内涵反复强化，通过不断反叛、否定自己来获得

重生，从而彰显美国的价值观。而随着全球化时代

的到来，美国又显示出其超乎寻常的吸纳、转化能

力，将世界各国的文化资源拿来为其所用，但无论表

象如何，其深层次内涵都是贯穿始终的。而日本的

电视动画将结构完整的故事、华丽的动作、夸张的表

情、视觉系的形象设计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忍者精

神、武士道传统、怪物文化、流行文化中的萌、腐、宅

现象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日本电视动画丰富的类型

和独特的风貌。

与日本、美国相比，我国也曾经有过独具特色的

动画传统，从中国美术片的开拓者万氏兄弟肇始，到

１９８０年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时代发挥到极致，水
墨画、装饰画、木偶、剪纸、戏曲文化等都曾成为我国

动漫艺术的标签。如前文所述，传统、地方文化资源

都可以作为电视动画的艺术来源，但必须经过审慎

的论证与坚实的研发过程，才可能形成较好的艺术

效果。而且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我国的动画曾经有

过辉煌时期，但是当时的动画艺术还未产业化，且在

观众的动漫观影经验中尤以日、美为主，价值观、审

美观极度多元，观众对国产动画作品的要求更高，因

而想再重建昔日的美学和艺术传统，几乎是不可能

的。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动画艺术本身，研究动画艺

术之所以被观众喜爱的最核心的文化要素：不可遏

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动作的延伸、变形，夸张的表

情，视觉美感的极致呈现，故事的节奏感，鲜明的主

题与情感内涵，以及动人的音乐，只有具备了这些元

素，动画艺术才可能真正成为跨越民族、文化疆域的

艺术种类。当然，就目前河南省电视动画的制作环

境、能力而言，这些要素不可能在一部作品中同时呈

现，所以动漫企业在研发阶段必须对项目定位、成

本、团队、优势、受众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集中打造

某些核心要素，并将之作为衡量作品质量的重要

指标。

３．针对不同渠道进行文化定位，培养跨媒介发
展的视野与思维

目前河南省的电视动画产业的媒介意识相对薄

弱，电视动画基本仍只针对电视这一单一的媒介平

台进行策划和制作，出现在网络平台上的大部分作

品，也仅仅是止步于将网络作为低廉的推广和传播

平台这种对新媒体最传统的认识上，这已经远远落

后于新媒体环境的发展状态。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大

大拓宽了动漫的传播媒介，也对动漫艺术创作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方面韩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

“一源多用”模式，即“一个创意、跨界产业、多种版

本、不同载体”［３］，对好的创意进行全方位、多角度

的开发。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韩国近些年的

动漫产业尤其是动漫形象和游戏产业才取得了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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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绩。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对每一种媒介的特

性、受众、效果、影响因子进行充分的调研和评估，并

据此对原初的创意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修正，不能固

守原有模式不放。就河南省而言，河南省麦草动漫

科技有限公司在运作“二兔”这一形象时，就提供了

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二兔”最初定位的受众市

场是青少年，通过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进行推广营

销，“二兔”的基本文化特征是反叛、无厘头、怀旧、

幽默，主打８０后的文化环境。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
市场推广后，发现虽然这个形象有一定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但是企业盈利十分微薄。综合各方面条件

考虑，该动漫公司推出了“二兔邮包”这一核心衍生

品，主打低幼市场，并据此对“二兔”的形象和文化

特征进行了重新的修改和定位，以此产品与二兔动

画片、漫画结合形成联动机制，并通过微博、微信等

平台进行延伸和强化。通过对电视、新媒体、漫画渠

道和受众的具体定位，以及对形象、文化内涵进行的

针对性调整，“二兔”最终成为了跨媒介发展的动画

形象。因此，河南省的电视动画产业决不能固守电

视这一单一的传播媒介，必须对新媒体的各种文化、

产业现象，尤其是新媒体动画的发展态势保持高度

关注。一方面，虽然新媒体动画主要诉诸青少年、成

人观众群，其中的许多元素并不适用于电视动画传

播，但其中某些文化理念和表现形式仍然能给电视

动画以启发，如果能对其做适当的调整和转化，就可

能会成为电视动画中较为吸引人的、新鲜的元素，在

提升作品质量的同时，为其跨媒介发展提供基础和

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扩展媒介视野，电视动画产

业可探索整合媒介资源的途径，使电视动画具有更

加多元化的传播途径和方式。同时，企业必须根据

实际运营情况，在电视动画、网络动画、漫画的相互

转换过程中，针对各种媒介调整项目定位和细节设

计，不能期待某一种渠道、某一类产品就可以实现市

场的全面繁荣。

可以预测，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电视动

画仍然在动漫产业结构占据最重要的比重，且随着

电视台、新媒体、影视公司、院线合作的日趋频繁和

紧密，制作出观众定位准确、清晰且具有跨平台发展

可能性的电视动画作品，并使其进入可持续的产业

发展流程，是创作者和研究者共同面对的课题。而

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经历了近６年的快速发展之
后，无论是其管理者、创作者还是其运营者都必须正

视当前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把握新旧媒介整

合的历史机遇，提升质量，打造品牌，使电视动画在

整个动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推动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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