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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动画年鉴2010》以翔实准确的图文数据资料，客观记录了中国动画在产业政策、产业发展
概况、备案公示、精品推荐、动漫教育、理论研究、节展奖项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相关数据，是各级
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动画制作和播出单位进行运营管理以及动画教学研究机构从事理论研究的重要参
考工具。
一、 本年鉴创刊于2006年，主体记录和反映了中国动画业在国家广电总局的引领下，快速发展的历史
轨迹和丰硕成果。
每年编印一卷，尽可能实现“客观记录中国动画产业政策、全面透视中国动画教育现状、见证中国动
画产业发展足迹、提供全球动画产业全年资讯、搭建国家动画权威数据平台、引领中国动画产业健康
发展”的目标。
2010年刊为第五卷。
三、2010年度《中国动画年鉴2010》由特载、文件与法规、产业概况、动漫基地、影视作品、动漫教
育、理论研究、特约文章、港台及国际动画产业与动画教育、节展奖项和大事记十一部分内容组成。
特载、文件与法规部分由《中国动画年鉴2010》编辑部收集整理而成；产业概况部分由《中国动画年
鉴2010》编辑部与相关主管部门、科研机构通力合作，邀请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及相关动漫研究机构
的研究人员经过翔实的调研后撰写而成；动漫基地部分由《中国动画年鉴2010》编辑部根据全国各动
漫基地提供的资料汇编而成；影视作品的备案公示及优秀作品推荐部分由《中国动画年鉴2010》编辑
部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相关信息整理而成；动漫教育、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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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特载 第二部分文件与法规 第三部分产业概况 第四部分动漫基地 第五部分影视作品 第六部分
动漫教育 第七部分理论研究 第八部分特约文章 第九部分港台及国际动画产业与动画教育 第十部分节
展奖项 第十一部分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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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整体实力较弱，面临竞争格局加剧。
 总体而言，我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实力不强。
2009年全区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为50.2亿，占全区GDP的4.8％左右，而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
值占全市GDP的比重超过了12.6％；我区全年GDP占全市GDP的比重达到了20.5％左右，而全区文化创
意产业增加值只占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的7.8％左右，文化创意产业所占比重明显偏低，与我区的
经济地位明显不相称；与杭州其他城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2009年杭州西湖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
达到102.2亿元，是我区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的两倍多。
在一体化竞争的时代，各种资源向优势区域集聚的特征明显，我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面临竞争态势进
一步加剧的挑战。
 3.内部结构不平衡，文化服务业比重偏低。
 全区文化创意产业结构不合理，文化制造业所占比例过大，文化服务业比重则明显偏低。
限额以上文化企业大多从事文化制造业，处于文化创意产业链的中低端，存在明显的高端原创不足，
产品附加值不高的问题，信息服务业、动漫游戏业等文化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
对传统产业的服务能力不足、贡献不大。
信息软件、动漫、游戏、影视、出版、设计等文化服务业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核心内容，我区的总体发
展水平较低，是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短板，尚不能承担起经济发展“领头羊”的重任，内部结构调整的
任务艰巨。
 4.产业聚集度不高，产业园区实力有待提升。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壮大成熟的一个标志是出现相对集中的产业集聚区块。
地理位置上的相对集中，促进文化要素的集中和文化生产消费的一体化，继而形成文化产业集群，增
强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我区已有一些粗具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雏形的园区，但产业聚集度不高，园区内聚集的企业数量少、
规模小，只是具有空间上的聚合，没有产业要素的融合和产业链的延伸，在形成集聚优势、塑造集聚
品牌、打造集聚竞争力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5.产业链尚未形成，产业竞争力难以发挥。
 我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尚没有形成以创意为龙头、以内容为核心，驱动产品的创造，创新产品的营销，
并通过后续衍生产品的开发，形成上下联动、左右衔接、一次投入、多次产出的完整产业链，大部分
企业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制造环节，原创性不足，在上下游产业链整合等方面与国内先进发达地区差距
较大，众多原创企业无法通过合作开发、专利技术或者版权转让等形式，把创意的核心价值扩散到周
边关联产业中，形成长线生产能力，从而扩大产业的规模，无法通过创意的“价值扩散”来实现效益
最大化。
 6.企业“小、弱”特征明显，品牌竞争力亟待提升。
 我区现有的文化创意企业规模小，散布于区内，大多数企业经营层次低，效益相对较差，自主创新能
力弱，竞争力不强，缺少带动性强的龙头产业和企业；在文化产品品牌建设上，缺少具有国际、国内
影响力的文化大品牌，造成了我区文化产品市场占有率当中的品牌贡献率较低；在文化创意产业项目
上，“萧山文化”和“萧山创意”的国际、国内知名度也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自然也就无法将文化
创意项目打上浓重的萧山烙印。
 7.优秀创意人才短缺，人才机制不够完善。
 优秀创意人才是我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前提和保障，目前我区相关部门中能够担负起指导引导、统
筹协调、科学管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专业人才不足，同时文化创意产业链中的创意、技术、营销等
人才也相对短缺，加之高校和科研机构较少，制约了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和集聚；另一方面，创
意人才的引进、培养机制还远远落后于发展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区文化创意产业整体水平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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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动画年鉴(2010)》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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