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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内动漫业的精英化内容需求与

大众化形式消费①

何威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０１）

摘　要：在“内容至上”理念指导下，国内动漫的发展战略也由追求规模数量偏向注重质量效益。然而在受众精英
化内容需求的影响下，国内动漫又形成了说教的倾向，忽视了动漫的产业属性，消弱了国内动漫的竞争力。受众精英化

内容需求与大众化形式消费的互动对国内动漫产业化、类型化具有重要意义。精英化内容需求具有净化大众化形式消

费、决定大众化消费的情感态度、制约模式化的功能，大众化形式消费能够对精英化内容需求进行个性化演绎与产业化

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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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国内动漫的发展现状
国内动漫有资金、人才、技术、政策的支持，并

且也有相当的产能。国内动漫产业的竞争力逐年

提高，但至２０１７年底其发展较动漫产业发达的国
家而言还有相当差距，中国动漫市场的大部分份

额仍被外国动漫霸占，其情形从表１中可见一斑。
表１　部分动漫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影片名 累计票房／万元 产地

《寻梦环游记》 １１０２９５．５ 美国

《神偷奶爸３》 １０３７８０．３ 美国

《熊出没之奇幻空间》 ５２２４８．２ 中国

《欢乐好声音》 ２１６２０．６ 美国

《蓝精灵：寻找神秘村》 １７３９２．８ 美国

《哆啦Ａ梦：大雄的南极冰冰凉大冒险》 １４８８９．６ 日本

《赛车总动员３：极速挑战》 １３７０４．６ 美国

《十万个冷笑话２》 １３３６３．７ 中国

《大卫贝肯之倒霉特工熊》 １２６３５．９ 中国

《赛尔号大电影６：圣者无敌》 １０３２９．１ 中国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动漫产业网（ｗｗｗ，ｃｎａｃｉ．ｃｏｍ．ｃｎ）

在２０１７年的１０部过亿的动漫中，只有４部
是国内动漫，分别是《熊出没之奇幻空间》《十万

个冷笑话２》《大卫贝肯之倒霉特工熊》和《赛尔
号大电影６：圣者无敌》，而另外 ６部均是进口动

漫。一部美国的《寻梦环游记》１１亿元的票房就
超过了四部过亿国内动漫票房的总和。而 ２０１７
年上映的其他动漫电影，有一半票房在２０万元以
下，有的只有几千元。

二　内容至上：精英化内容需求
文化内涵是动漫产业的灵魂，“内容至上”是

动漫产业的发展规律。因此，国内动漫开始狂补

“文化课”。然而，在政府与消费者的双重影响

下，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精英文化内容

需求影响下的空洞说教成为国内动漫产业化进程

中的片面倾向。

（一）精英化需求：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的

转变

消费决定生产，外国动漫在中国斩获颇多，证

明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消费需求。２０１１年国内动
漫产量２６．１万 ｍｉｎ，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动漫制
作企业与动漫产量的增加根本上是资本觊觎中国

动漫消费市场的结果；大量的资本进军中国动漫

产业正是看到了动漫产业消费市场的营利潜力。

但是从电影票房与产值来看，国内动漫远未打开

中国市场。在动漫消费需求的刺激下，消费者转

而购买外国动漫产品，出现了“引狼入室”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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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外国动漫产品在中国赚得钵溢盆满，国内动漫

却经营惨淡。国内动漫竞争力弱，无法与外国动

漫相抗衡，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也

间接威胁到了国家文化安全。

在我国动漫产量达到世界第一时，政府部门

依靠政策与监查手段，加强了对国内动漫质量的

监管。经过几年时间的整改，国内动漫的质量获

得了进一步的提高，以低俗内容吸引消费者，进而

赚取广告费用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得到了遏

制。２０１７年国内动漫产量已经降至８．３５万 ｍｉｎ，
较２０１６年降幅达到３０．２％，“这显示出，在市场作
用和政策引导的双重作用下，大量从原来依赖政

府补贴以量取胜的增长模式已转变为以优质内容

为核心的追求质量的模式上来”①。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２日上映的《大世界》获得第５４
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动漫长片，成为继宫崎骏

《千与千寻》之后第二部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

单元的动漫片。在技术水平相差无几的情况下，

内容的丰富、深刻便成为国内动漫获奖的重要依

据之一。ＩｎｄｉｅＷｉｒｅ评：“如果昆汀的《低俗小说》
制作成一部发生在中国的动漫片，大概就是《大

世界》的样子，一部关于地下犯罪世界的群戏。

电影将王家卫的梦幻感和昆汀早期的感觉混在一

起，创造了让观众兴奋的‘新内容’。”

（二）受众作用下的“内容至上”误区

动漫作为文化产品，文化差异对其传播产生

重要影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受众在接受异域的

动漫产品时存在着诸多障碍，比如语言障碍，思

维、价值观等。各国动漫消费者都倾向于消费本

国的动漫产品。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受众也有国

内动漫情结。

中国动漫的付费者主要是成人，因为幼儿基

本上没有经济能力与判断能力，幼儿所观看的动

漫都是由家长选择的，幼儿所观看的动漫产品基

本上是由成人把关选择消费的，动漫产品的主要

功能在于满足其精神需要，即动漫产品包含的思

想文化、价值观念等。因此，家长对幼儿观看的动

漫片内容十分敏感。国内动漫《喜羊羊与灰太

狼》被禁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部分儿童模仿动漫

中的故事情节受到伤害，遭到部分家长的抵制。

成人是否认同动漫产品的精神价值，成为其

是否购买产品的关键。“即在媒介产品制作之

初，都会考虑其潜在的接受者（受众），至少是为

谁而制作的问题，媒介机构使用的制作要素，也可

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暗示某些受众的类型”②。

面临政府职能部门与消费者的监督，动漫生产商

在策划之初便假设了受众的年龄、层次，尤其是注

意动漫片的精神文化内涵。以《蓝猫淘气三千

问》代表的系列动漫走精英化内容需求路线，“故

事＋知识”的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大获成功。这种
直接在动漫片中插入知识讲解的模式启发了国内

动漫行业，《郑成功》《少年王阳明》等动漫片直接

取材于历史故事，风格类似于历史纪录片、科教

片，《三国演义》《孙子兵法》直接将典籍内容转化

为影视，几乎未进行内容上的动漫化，内容艰涩难

懂，说教色彩过于深厚，市场反响平平。以产业化

较为成功的《熊出没》为例，第一部的主题也是熊

与人之间的尖锐对立斗争，剧中展现了大量暴力

情节，几乎每集都会出现两只熊暴打“光头强”的

画面。在接受消费者的反馈后，继而出品的系列

故事理念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人与动物的激烈斗

争，取而代之地是熊与人相互帮助，相互谅解的情

节。暴力对抗因素大为减少，更多地展现亲情、友

情等主题。

精英化的生产内容与大众化形式消费是受众

需求的体现，也是资本的增值点。精英化的生产

内容是受众对国内动漫的主题选择、思维方式、价

值观念的消费需求。为了赢得日渐成熟的消费群

体，同时应对国家的监管，国内动漫再次将目光瞄

准精英文化，大有以“教育家”自居的趋势，以《熊

出没》《大圣归来》等动漫的成功让众多生产商迅

速跟进。精英化内容需求生产成为潮流，甚至照

搬历史文献，以此代替内容的创新。作为动漫艺

术这种“唯内容”的表达无可厚非，但作为一种产

业受众的消费习惯必须被纳入内容生产之中。

三　产业属性：大众化形式消费的限定
在“内容至上”思路的引导下，出现了一批

“内涵”动漫，这些动漫作品秉承精英文化立场，

以现实主义手法展现社会的黑暗面，探讨宏大严

肃的形而上哲学命题。但是不少影片具有精英化

内容需求的影片，并未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

“魁拔”系列动漫第二部的票房达到２２２０万元，
在受到观众好评的情况下，推出的第三部只有

２１９０万，第三部的口碑比第二部有过之而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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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但是其票房却不增反减。备受瞩目的《大世

界》《大护法》都是如此，投资方基于其高人气而

进行产业化运作，但是其经济收益却异常惨淡。

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诞生的法兰克福学派就
提出了“文化工业”对艺术作品艺术性的消解问

题，这成为文化产业产品商业性与艺术性经典命

题的源头①。影视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是动漫、真

人影视、网络小说产业化共同的问题。在文化产

业领域具体表现为资本的逐利性与作品艺术个性

追求之间的矛盾。商业资本为了降低运营风险，

总是青睐于经过市场检验的成功、成熟的产品风

格，扼杀了艺术个性创造；商业资本为了营利，一

味迎合受众的某些低俗品味，过多的商业元素侵

蚀了艺术性。

“综观动漫百年历史，动漫艺术的发展，受到

诸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取决于人们的观念和社

会需求，另一方面取决于动漫自身的特性和规

律”②，动漫的产业化在资本的作用下，正在提高

受众在动漫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力，而抑制动漫艺

术自身的发展诉求。

但大众化、娱乐化未必导致精英化内容需求

的失真，而且有可能让其广为传播，赋予精英化内

容需求强大的生命力。就动漫的生产而言，动漫

的生产成本较高，个人、甚至小团体无力承担巨额

的生产成本。只有借助商业资本，动漫也得以被

生产。就动漫文化的传播而言，文化的产业化正

是利用商业资本的扩张性，增强文化的传播力，实

现文化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国内动漫要借助资本

获得广泛的艺术影响力必然需要产业化，而国内

动漫要进行产业化就必须以受众为中心。

大众被媒介所左右，甚至成为媒介的有机组

成部分，“在商业社会的冲击与物质崇拜的升级

状况下，媒介不但异化了人的生活，反过来，人的

生活也在越来越多地异化为看起来似乎生活得越

来越好的媒介”③。媒介与资本联姻造就了大众

化的消费形式，受众已被纳入以资本为中心的产

业体系之内。

大众化的消费方式指受众对语言表达、叙事

模式、娱乐风格、营利模式的消费需求。大众化形

式消费成为国内动漫的产业化语境。个性过于明

显的艺术性不利于艺术的广泛传播与接受，尤其

是习惯于大众化形式消费的受众，更倾向于接受

具有娱乐性、表达风格浅显明快的文化产品。当

动漫的艺术性严重挤压其商业性，动漫片沦落为

探讨人社会、人生等哲学命题的工具时，习惯于大

众化形式消费的受众只能对其敬而远之。

纵观好莱坞动漫，幽默元素是其不可或缺的

重要元素之一，米老鼠、唐老鸭的滑稽动作与声音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好莱坞旗下米高梅公司

出品的《猫和老鼠》以其夸张、搞笑的风格风靡全

球。反观国内动漫《大世界》《魁拔》《三字经》

等，用现实主义取代动漫一贯的超现实主义，在中

国贫富差距问题、道德感淡化的现实背景下，站在

人性的批判现实，影片严肃刻板，展现方式过于直

白，甚至是粗暴，内容给人以压抑晦暗之感，缺乏

娱乐性。过于严肃的主题与沉重的思考，与受众

的大众化的消费习惯相去甚远。

忽视消费者的大众化形式消费而将动漫作为

教科书，是国内动漫产业化过程中值得警惕的误

区。但是一味迎合受众娱乐需求的动漫同样面临

发展困境。《十万个冷笑话》内容空洞，意义贫

乏。尤其是动漫中女性人物着装暴露，有大量的

性暗示，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虽然最后《十万

个冷笑话２》的票房与《十万个冷笑话 １》基本持
平，但第二部上线时，其热度远不及第一部，场均

人次只有２０人。这类动漫是典型的精神麻醉剂，
缺乏个性与文化内涵，其核心竞争力更无从谈起。

因此，国内动漫需要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

上，面向消费者“讲好中国故事”，达到寓教于乐

的效果，实现国内动漫艺术上与商业上的双赢。

四　动漫发展：精英化内容需求与大
众化形式消费的互动

精英化内容需求与大众化形式是相互依赖的

关系，二者都是受众对国内动漫的消费需求。国

内动漫的产业化正是在对受众精英化内容需求与

大众化形式消费动态需求的满足中形成的。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有层级性，精英化的生

产内容属于消费者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动漫属

于精神商品，其精神内容是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

源泉，因此，精英化内容需求决定了大众化消费方

式的发展方向。而大众化的消费方式则塑造了精

英化内容需求的具体动漫形态。这种形态使动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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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田世彬：《安徽动漫人才队伍分层建设研究》，《江淮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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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内容区别于其他文化产业门类，也是国内

动漫文化形成的基础。

（一）精英化内容需求的统率作用

精英化内容需求对大众化形式消费的净化作

用。所有的文化形态都会将自身的内容精英化，

以求得其生存的合法性，一旦其内容被定义为异

类，这种文化形态则会受到政府、各类文化形态的

讨伐。国内动漫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内容必须

精英化，以融入主流文化中，进而取得存在、发展

的合法性。而大众为了强化业已形成的文化身份

认同，也倾向于接受精英化的内容。

精英化价值观念决定大众化形式消费的情感

态度。中国是一个历史感异常深厚的国家，历史

情感严肃而深沉，这种情感态度决定了国内动漫

的大众化娱乐必须尊重历史。国内动漫可以进行

适度的幽默与夸张，对于血腥与暴力画面可以利

用动漫特有的处理方式予以超现实化处理，但是

不能篡改、抹黑历史，侮辱历史中的英雄人物。

“慰安妇”表情包事件亵渎了受众对抗日战争的

情感，将中国妇女做成各种淫秽的慰安妇动漫形

象，用于手机、电脑聊天软件中，结果产生了恶劣

影响，生产商也因此受到了相关部门的制裁。

中华文化讲究“父慈子孝”，如果仔细研究，

任何一部国内动漫都可以找到对中国式亲情、友

情进行不同方式的展现。受众对于亲情、友情的

价值观念也促进了国内动漫类型的形成，“合家

欢”“亲子”类型动漫片是大众化形式消费的一

种。国内动漫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东北一

家人》《可可可心一家人》均获得了相当影响力。

“文以载道”思维方式对国内动漫叙事模式

的决定作用。“文以载道”的传统使消费者在消

费动漫艺术时有明显的教育期待，而不习惯于过

度娱乐化的消费。花椒、映客、抖音等视频平台作

为新兴的文化产业门类，之所以生存困难，重要原

因之一是其视频内容低俗，意义贫乏，主要靠帅哥

美女直播来吸引观众。同样动漫片的精神内涵一

直是受众评价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尤其是中国

受众还存在着动漫片就是给孩子观看的这一偏

见，对动漫片的知识内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日

本动漫《蜡笔小新》因其主人公小新经常露屁股

的不雅行为，将女性内衣作玩具的情节引起部分

家长的反感。

除此之外，富有中国特色的情感表达方式、世

界观等共同构成精英化内容需求的统率功能，不

同程度地决定着大众化形式消费。但是值得一提

的是，国内动漫的精英化内容需求既是国内动漫

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

内动漫风格、叙事、题材的多元化，导致一系列颇

具创新性的国内动漫举步维艰。

（二）大众化形式消费的塑形功能

受众通过消费来表达对动漫内容主题、价值

观念的消费诉求。传播学中的“一致论”认为“所

谓一致，是说人们在言谈举止各个方面都力求和

谐一致，否则就会造成心理紧张而感到十分别

扭”①。受众并不消费自身不感兴趣的动漫商品，

并刻意排斥与自身价值认知不一致的动漫，这也

是内容过于消极的国内动漫未能有效打开市场的

重要原因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消费选择，动漫

生产商迫于生存压力，便会屈从于受众的消费

需求。

“魔弹论”“议程安排”等理论强调了媒体的

威力，但是“自助餐厅论”“信息寻求论”等理论也

强调了受众的能动性。受众在消费动漫产品的时

候，其非理性消费让人担忧，但是受众的主观能动

性也不容置疑。“在文化市场……文化产业反复

出现的特征，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权力集中，这一切

建立在发行（将文化产品送达观众的过程）占据

核心地位，人类的创造性不得不迎合商业需求的

基础上”②。受众是国内动漫生产内容的选择主

体之一，是商业资本增值能否实现的直接决定者。

精英化内容需求是文化产业共同表现的内容，而

大众化形式消费直接促成了不同种类的文化产业

发展业态。大众化形式消费是受众对国内动漫的

动态诉求，是国内动漫类型片、产业化的直接影响

因素。

大众化形式消费是动漫学科属性、产业属性、

中华文化传统、媒体共同作用的产物。相应地其

内涵也比较丰富，表现为国内动漫的营利模式、叙

事模式、产业形态等。其对国内动漫的塑形功能

表现为对精英化动漫精英化内容需求的个性叙

事，并通过受众的选择性消费，塑造国内动漫精英

化生产内容的具体产业形态。大众化形式消费对

精英化内容需求的塑形作用一方面表现为对其精

英化内容需求的个性化叙事，另一方面是对国内

动漫的产业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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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５９页。
（英）大卫·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张菲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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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化内容需求的个性化叙事。精英化内容

需求是抽象的主题、思维方式，需要具体的故事演

绎。不同群体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人生经验，因此

对动漫故事也有不同的消费诉求，需要动漫生产

商生产出多种多样的动漫角色、故事内容、叙事风

格来演绎同一个主题。《聪明的顺溜》是一部国

产军事题材动漫片，通过讲述军人角色展现少年

自强不息的精神；在２０１７年具有 ３２亿播放量的
国内动漫《镇魂街》则通过小人物的视角故事来

展现普通少年群体对人生梦想的追求。同时，动

漫具有假定性，可以超越时空表现现实中存在或

不存在的事物。以更加个性的情节、运作与人物

造型表现精英化的内容。

对精英化内容需求的产业化改造。受众早已

被其他文化产业纳入产业中，成为产业中的重要

环节，受众的审美、消费习惯、思维、生活方式都与

商业化的生产模式相适应。受众对动漫内容付费

观看消费模式的接受，版权意识的增强等，都会反

作用于国内动漫产业。受众习惯于娱乐化、快餐

化的表达方式，相应地对国内动漫的语言、人物角

色、情节、画面等的细节都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受众作为文化产业链中的一环，在其要求下生产

出的国内动漫无论是营利模式，还是动漫元素都

打上了产业化的烙印。伊丽莎白·格路斯认为

“身体所穿戴的装饰品，使用的道具都会注入身

体的形象之中”①，动漫中的人物服装、音乐在制

作之初就考虑到了受众的大众化消费习惯，这些

元素都是对精英化内容需求的创造性表现，也是

大众化形式消费对精英化内容需求的产业化

改造。

精英化的意义在于赋予国内动漫叙事的合法

性，并在情感、思维等方面强化受众的民族认同

感，迎合受众的身份认同需求。而真正形成国内

动漫叙事个性、产业形态的则是大众化的消费形

式。二者的互动将形成一系列类型片，而类型片

也会成为显现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国内

动漫需要坚持内容的精英化，讲中国故事，表现中

华文化中特的情感、观念，同时要在大众化形式消

费上下功夫，以受众为中心，造就电影动漫、电视

动漫、游戏动漫、ＣＯＳＰＬＡＹ动漫等产业业态等不
同的动漫产业业态，生产出成人动漫、儿童动漫，

老人动漫等不同类型的动漫片。依据不同群体的

人生经历、思想需求而选择相应的叙事风格，因人

而异地创新国内动漫的表达形式，使国内动漫的

风格日益多样，个性更加鲜明，形态愈发丰富，但

同时又具有独特的中国文化思维、情感、观念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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