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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动画《喀斯特神奇之旅第三季》《铜鼓传奇第二季》

仅有一千出头的播放量，《熊猫与小象》的播放量不到

八千。这说明广西动画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其受众

范围有待进一步拓展。

3、产业发展有待深化

尽 管 近 年 的 广 西 动 画 产 业 迅 速 发 展 ， 但 仍 然 面 临

着一些挑战和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发展。部分作品制

作较为粗糙。以《铜鼓传奇第二季》为例，其人物动作

简单，且场景二维与三维风格的结合显得不够自然。同

时，在视觉和音频效果方面也不够精致，导致作品整体

质量不佳。品牌建设未达到理想状态。尽管有《铜鼓传

奇》和《喀斯特神奇之旅》等在区内有一定知名度的作

品，但目前缺乏具备全国知名度的大型IP或爆款作品。此

外，产业链条上下游环节之间的协同发展不够完善，特

别是在后期衍生品开发方面缺乏有效整合与合作。多数

作品在衍生品开发方面的尝试相对较少，仅有《海豚帮

帮号》等少数作品通过玩具开发等实现了一定的后期变

现。在衍生品开发方面的尝试相对较少，限制了广西动

画产业的影响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二）广西动画发展困境的成因

1、快节奏的市场竞争压力

2000年后，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广西为了

适应社会经济的急剧发展，缩短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满

足人们不断提升的物质需求一心发展经济，忽视了对文

化的发展建设。在现今快节奏的时代下，人们的生活节

奏加快，追求快速获取信息和享受娱乐。这种快节奏的

生活方式也影响了动画产业，动画制作公司可能会倾向

于追求快速推出作品以抢占市场，而忽视了作品的细节

和质量。如《海豚帮帮号》的第五、六季（共26集）于

2020年获得备案，2021年就完成了第五、六、七、八季

（共52集）的制作，如此快的制作速度让制作团队没有

投入充分的精力和时间去打磨作品，导致作品在剧情、

角色塑造、视效等方面存在瑕疵，影响了作品的整体质

量和观赏体验。虽然该动画定位为儿童向，但这并不是

忽视质量的借口，这种快节奏的制作模式在短期内可能

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长期来看，却可能损害广西动

画产业的品牌形象和市场信誉。广受好评的《中国唱诗

班》则沉住气来精心打磨作品，每集的更新间隔有六到

十二个月。《风灵玉秀》最开始保持着一年一集的更新

频率，制作之精良获得广泛好评。快节奏的市场竞争压

力下，个别广西动画公司可能倾向于追求量而非质，导

致作品的质量下降，无法与其他静下心来好好打磨作品

的动画公司之产品相媲美。

2、受动画低幼化倾向的影响

广 西 动 画 全 年 龄 段 定 位 意 识 的 缺 失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受到国产动画片长期以来低幼化倾向的影响。早在五十

年代，文化部就提出了“美术片要为儿童服务”的指导

思想，这导致了许多国产动画作品以教育儿童为主要目

标。[3]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低幼化倾向在国产动画产业

中根深蒂固，许多人的心中也秉持着“动画就是给小孩

看”的观点，动画作品的定位便逐渐固化为儿童向，忽

视了其他年龄段观众的需求和兴趣。受到低幼化倾向的

影响，广西动画作品的定位相对单一，主题和情节大多

围绕着童话故事展开，如《音乐公主爱美莉》《喀斯特

神奇之旅》《海豚帮帮号》《橙皮兔》等系列动画。这

些作品在广西具有一定知名度，但其定位均为儿童向，

无法满足其他年龄段观众对故事深度和复杂性的需求，

限制了广西动画的市场影响力，使得作品难以在更广泛

的观众群体中获得认可和共鸣。《熊出没》系列动画近

年发展势头强劲，该系列动画最初定位于儿童市场，但

随着系列的发展，通过不断丰富剧情内容、增加成人向

的幽默元素和深入探讨家庭与友情等主题，成功吸引了

包括成人在内的更广泛观众群体。这种全龄段定位策略

使得《熊出没》不仅在儿童中广受欢迎，也获得了成年

观 众 的 认 可 ， 显 著 提 升 了 品 牌 的 市 场 影 响 力 。 不 难 看

出，只有面向全年龄段的受众，才能让广西动画获得更

大的发展空间。

3、产业起步晚且人才匮乏

广西动画产业的起步相对较晚，与东部发达地区如

珠三角、江浙沪相比，其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这种晚启

动的现象可能源于多方面因素，包括地理位置、经济基

础、政策扶持等方面的限制。起步晚意味着错过了中国

动画产业发展的初期红利，同时也意味着在技术积累、

市场开拓、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差距。上文已提到，广

西于2013年才实现自主生产动画零的突破，而上海美影

厂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内就推出多部经典作品如《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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