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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杭州高新区获评成

为国家广电总局认定的首批国家

动画产业基地，这也是全国首个

以高科技园区命名的国家动画产

业基地。

20 年来，动漫的种子在这里

生根发芽；20年来，动漫产业在这

里崛起、壮大；20年来，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杭州高新区

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大力推动以动

漫游戏产业为代表的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高标准打造全省文化

产业主阵地，实现跨越式发展。

产业提能 打造“动漫游戏第一区”

自成立以来，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产业

基地重点聚焦动漫游戏、数字内容、影视传

媒等优势行业，涌现了一批动漫游戏行业领

军企业。

在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成立

的前一年，中南卡通诞生了。当时，浙江省

电影和动画作品产量几乎为零，杭州甚至无

法制作一部完整的原创动漫作品。2005年4
月 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首

次到基地企业中南卡通考察，作出“动画不

是用钱来衡量的，它能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的

精神食粮”的重要指示。企业开始意识到

“中国儿童需要有属于自己民族的、具有正

能量的动漫作品”。怀揣着这样的美好愿

景，中南卡通创作了《天眼》《魔幻仙踪》《乐

比悠悠》《郑和下西洋》等国产动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动漫的种子随风起

舞，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杭州玄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喜悦娱乐（杭州）股份有限

公司等动漫游戏企业相继在杭州高新区国

家动画产业基地落地生根。20年来，动漫火

种点燃了杭州高新区（滨江）的文化产业。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首次发

布的“2023年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百强区指

数”显示，杭州高新区（滨江）文化产业综合

发展指数在百强区中排名第二，产业驱动力

分指数30强排名第一。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动漫企业

的集聚推动产业能级持续提升。长期以来，

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的产业规模

和发展增速持续走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前

列，文化产业增加值增幅连续多年超 10%。

2023年，杭州高新区（滨江）实现文化产业增

加值777.8亿元，占GDP比重31%，规模以上

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累计实现营收1831.3亿

元，增速17.1%，其中数字文化企业营收占比

87.4%，年营收超亿元文化企业62家。

动漫产业，IP先行。

中国国际动漫节、中国网络作家村、中

国动漫博物馆等一系列“国字号”平台相继

落地，不断推动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产业基

地打造以动漫 IP为核心的全产业链条。从

动漫制作、文学创作、游戏开发运营、版权运

作、新媒体传播到衍生品设计等各个业态，

这里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动漫产业链。

2020年 6月，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产业

基地创新推出“IP直通车”品牌活动，建立国

内首个以新型文化产业链为主体的 IP路演

机制。通过线上线下各类活动，“IP直通车”

帮助实现 IP有效转化，推动文化全产业链发

展。截至2024年3月底，“IP直通车”活动累

计成交项目80项，成交金额共14.5亿元。

扎根国内市场的同时，杭州高新区国家

动画产业基地积极推动动漫游戏企业扬帆

出海。

网易雷火、电魂网络、中南卡通连续多

年获“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称号，若鸿文

化和趣编网络成为2023年新上榜企业；电魂

网络《梦三国 2》入选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电

子竞技正式比赛项目；中南卡通多部原创动

画片进入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播映系

统；玄机科技与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发

行合作；若鸿文化与腾讯动漫、漫画堂等海

外平台开展合作，成绩稳居前三；中国网络

作家村积极以“网文出海”践行文化交流，加

大网络文学海外译介输出与传播力度……

在世界舞台讲好中国故事，文化出海已成为

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的一张金名

片。

创新提质
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发展

从《秦时明月》《天行九歌》到《斗罗大陆》，玄机科

技成功打造出一批现象级知名动画 IP，受到海内外观

众的喜爱。

从《三国杀》到《自在西游》，杭州游卡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在全球范围甄选优秀文化。2022年，企业推出

了“杭州三部曲”桌游——《良渚文明》《宋韵西湖》《京

杭大运河》，努力创造年轻群体所需要的文化产品。

继动画电影《白素贞》后，杭州流彩动画有限公司

计划深入挖掘城市旅游文化 IP，以当地知名的女性人

物为故事主线，打造中国版“迪士尼公主”系列动画电

影。

……

在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向上向善的精

神力量与文化软实力相结合，孕育了独特的人文经济

学。聚焦内容创新，基地的动漫产量与质量始终位列

第一梯队。这里诞生了《下姜村的绿水青山梦》《舒克

贝塔》等多部优秀动画作品，累计获国家“五个一工

程”、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动漫奖、优秀国产动画片、

“金猴奖”等奖项超300项。

如今，越来越多的动漫游戏企业专注“文化+科

技”融合发展，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新质生

产力，推动产业创新提质增效。

网易创新研发了全球首个运用AI技术的无障碍

游戏交互设计——AI Eyes，让视障人士从“听游戏”

到真正沉浸式玩游戏。AI Eyes会实时感应游戏内环

境、事件、角色动作等情况，如日出日落、系统新弹窗

等。这些实时变化内容一旦被AI Eyes发现，系统就

会主动播报给玩家。如此一来，视障玩家就能够更具

象地在脑海中还原游戏，从而达到沉浸式玩游戏。

同样以科技创新赋能文化发展的还有不鸣科技

（杭州）有限公司。10多年来，企业致力于自主研发混

沌引擎 Chaos 平台和次时代游戏。2019 年，基于

Chaos 引 擎 开 发 的 跨 文 明 古 代 战 争 网 游《战 意

Conqueror's Blade》在全球发行，连接起176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550万名玩家。

在这里，“文化+科技”的创新案例还有很多。如

网易旗下企业建立了网易伏羲、网易互娱AI LAB两

大游戏人工智能实验室，创新打造Messiah 全平台游

戏引擎；喜悦娱乐通过开发UNITY引擎打造全套动

画开发流程，大大缩短动画制作时间；中南卡通、流彩

动画结合原创 IP推出虚拟主持人、虚拟主播等元宇宙

“主角”；电魂网络《梦三国2》、流彩动画《白素贞》推出

数字藏品并公开发行。

通过文化与科技的结合，这些动漫游戏企业实现

了从传统制作向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20年来，依

托杭州高新区的数字经济优势，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

产业基地孵化了一批行业细分领域“小巨人”，培育了

一批具备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创新型文化企

业。截至目前，杭州高新

区国家动画产业基

地已培育上市企

业 7 家、文化类

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108 家、

国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 72
家、省级重点

企业研究院 2
家以及省级研发

中心14家。

回顾 20年来的发展历程，动漫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引优育优的培育生态。

优化培育生态，政策扶持是关键。自 2005年率先

出台《杭州高新区关于鼓励和扶持动画产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后，多年来杭州高新区（滨江）不断优化扶持政策，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2023年，杭州高

新区（滨江）召开区委文化工作会议，出台《杭州高新开

发区（滨江）关于扶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意见》，这也是 2005年以来的第六次迭代升级，更加注

重对企业全生命周期扶持，区委文化工作会议还首次出

台《杭州高新区（滨江）扶持推动文化事业加快发展的实

施意见》和实施细则。文化新政强调“扶优、扶强、扶精

品”的理念，加大了对原创精品佳作培育与优质文化企

业引进的扶持力度，有助于引导不同类型的文化企业实

现全周期、全链条发展。

良好的培育环境使得像流彩动画这样的企业能够

顺利转型，从一个为国内高端动画提供技术支持的小企

业，成长为一家拥有多项原创自主 IP的三维动漫制作

公司。创业路上，杭州高新区（滨江）为流彩动画提供充沛的阳光

雨露。流彩动画品牌总监杨丹记得，10 年前的杭州高新区（滨

江）虽还是个新城，却已聚集了不少动漫游戏企业，形成了独特的

产业集群。“杭州高新区（滨江）是一片拥有动漫基因的热土。选

择这里，因为我们看好这里的发展潜力与政策支持。”

“上下游产业链不断聚集，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动漫产业

生态系统。”若鸿文化总经理吴俊在这里看到了动漫产业的诗与

远方。

用心培育、精细扶持，随着越来越多的助企政策渐次落地，产

业生态得以持续优化。开放创新的营商环境下，不同地域、国家

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在这里展开交流与合作，这种包容性正是

动漫产业发展所需要的。

“在杭州高新区，我与国漫同成长。”这句话道出了所有动漫

企业的心声。在过去的 20年里，这些企业与杭州高新区国家动

画产业基地共同成长，参与并见证动漫产业的蓬勃发展。

20年开放创新，20年勇立潮头。

回首来时路，展望新未来。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将

继续推动以动漫产业为代表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书写动漫产

业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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