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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路明（中国动画学
会副秘书长、《动漫周刊》总
编辑）：

外国的动画电视片收
益主要来自电视播出版权
和衍生产品，但在中国一部
电视动画片就算是把全中
国能放动画的电视台卖一
遍，也无法收回制作成本。
很多公司生存就只能靠政
府补贴，形成恶性循环。比
如，深圳方块动画公司出品
的《超智能足球》，每分钟成
本将近 3 万，电视台广告费
杯水车薪，即使拿到最高
2000 元每分钟的补贴依旧
是亏本。所以，在《喜羊羊
与灰太狼》票房大卖的激励
下，动画企业纷纷将眼光盯
向大银幕，后者商业模式要
清晰许多。玩动画电影只
要你认真做事，即使亏本也
能博得名气。去年《魁拔》
亏了，但出品方青青树动漫
一下子赢得了投资人的认
可，很多生意找上门来。

●皮三（独立动画导
演，代表作《泡芙小姐》）：

动画片必须在电视台
播出才能拿到补贴，这样一
来一方面，动画片企业会一
味拉长集数，压缩制作成
本；另一方面太多动画片涌
向电视台，会出现制片方求
着电视台免费播出，甚至将
一部分政府补贴返还电视
台。于是你会看到很多动
画片在24点之后播出，电视
台向动画企业交差，动画企
业向政府交差的现象。

去年我做过某动画节的
评委，发现 98%都是垃圾。
前两年可能是创作者能力不
足，但去年看到的作品，完全
没有针对市场，而是针对政
策扶持的充数产品。

●陈廖宇（北京电影学
院动画学院副教授、黑匣子
动画创始人）：

扶持政策并非是坏事，
但没有监督的扶持很难出
好作品。扶持了这么多年，
花了不知道多少亿的钱，没
有看到在市场上取得成功
的例子，《喜羊羊与灰太狼》
系列也不是扶持出来的，是
靠市场竞争出来的。

除去《戚继光英雄传》这
种糊弄事的特例，我对动画
电影相对是乐观的，很多人
都是凭真本事在拼。今年暑
假或许还有国产动画电影败
得很惨，但只要竞争是公平
的，无论多惨，终有一天真正
的胜利者会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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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国务院召开十
部委组成的扶持动漫产业
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并下发

《推动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中央财政以专项发
展基金予以财力支持。截
至 2010 年，全国已成立 40
个动漫产业基地，仅基地出
产国产动画片就超过 13 万
分钟，时间长度上拿到“全
球第一”，但国产动画只求
数量不求质量也受到广泛
质疑。一位从某动画基地
离职的人士告诉记者，为了
拿到补贴求量不求质，动画
企业对制作粗糙或者抄袭
都不管。

余姚选择性回应联名质疑
河姆渡动漫的回应并未让

皮三满意，5 月 28 日，他拉来张
小盒动漫创始人陈格雷，北京
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黑
匣子动画创始人陈廖宇等 13位
业内人士，联名向宁波市政府、
市委宣传部和余姚市政府、市
委宣传部发出公开信，要求了
解以下事实：余姚官方是否参
与投资、制作及出品工作？《戚
继光英雄传》列入宁波市委宣
传部“文艺精品工程项目”是否
属实（2011 年 9 月 30 日中国宁
波网报道指出，还在制作的《戚
继光英雄传》已被列入宁波市
委 宣 传 部“ 文 艺 精 品 工 程 项
目”）？出品方获得多少政府扶
持资金？

皮三表示，他坚持追问是
为了让粗糙的动画作品不再嚣
张，侮辱真心做动画的人，“我
也不是职业搞质疑的，但很不
幸 我 就 看 上 了《戚 继 光 英 雄
传》，我觉得他就是动画界的豆

腐渣工程。就因为做动画不会
死人，所以就没人管了？”

余姚市委宣传部反应也
很快，5 月 29 日下午，相关负
责人就通过浙江在线回应称，
1200 万元的资金是河姆渡动
漫自行发布，余姚各级财政从
未对该作品进行投资。至于
领导署名问题，负责人说：“相
关领导主要是出于重视文化
产业发展，而该公司又是落户
余 姚 市 的 首 家 动 漫 制 作 企
业。该作品主要反映的是明
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余姚临
山卫等地抗击倭寇的故事，是
一部爱国主义题材的作品。”
至于该企业获得了哪些政策
扶持，该负责人只说“与其他
文化企业一样，享受《余姚市
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办
法》规定的政策”，回避了补贴
的具体数额，也没解释为何电
影上映前 9 个月就提前获选宁
波的“文化精品工程”。

6月5日，记者致电《戚继光
英雄传》总导演、出品人之一姚
林询问制作过程，对方以开会为
由拒绝了采访，对记者发去的短
信也未予答复。此前，在接受

《都市快报》采访时，另一位出品
人、执行导演沈丹冶表示，该公
司作为一个大学生创业团队，刚
毕业大学生占 60%-70%，并承
认很多人物画面的复制是因为
制作时间比较紧。

记者再度致电总导演姚林
希望了解补贴数目，对方仍然
没有接电话。之后不到半个小
时，一位自称“宁波媒体同行”
的匿名女士给记者打来电话询
问采访动机，并表示，河姆渡动
漫能得到的补贴并不多，最多
几万块钱。

据《都市快报》报道，宁波
市原有的动画补贴政策是：动
画片上央视播出补贴 2000 元/
分钟，省台 1000 元/分钟，市台
500 元/分钟，但该政策去年年

底已废止。如果按照最高补贴
标准，河姆渡动漫这部 90 分钟
的《戚继光英雄传》能得到18万
元的补贴。

记者在余姚市政府官网“政
务公开”栏目查到，2010年6月，
余姚市商务局出台的《余姚市扶
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办法（意
见征求）》中提到，文化产业园区
入驻企业签约租期达到3年及以
上且签约率50%以上的，将获得
租金补助，即第一年补助100%，
第二年补助 70%，第三年补助
50%。从入驻之年起5年内，文化
企业还按其实现销售（营业）收
入、利润总额形成的地方财政贡
献部分的50%给予奖励。

公开资料显示，河姆渡动
漫于 2011 年 4 月成立，是浙江
省余姚市首家原创动漫公司，
拥有员工 36 名，坐落于余姚市
阳明 188 文化创意园。由于该
公司收入以及租金无法查询，
无从得知补助的具体数额。

政策补贴取决于租金、财政贡献

六一上映，首周末票房不佳
《戚继光英雄传》总导演姚

林在接受浙江媒体采访时，一再
强调“个别网民仅从本片 3 分钟
的预告就认为这是一部‘烂片’，
是非常武断和不负责任的。”他
还曾表示，希望业内专家等待影
片在全国公映，有了票房数据之
后再做客观评论。

6 月 5 日，记者致电浙江时
代院线，负责人伍少康表示，首
周末（6 月 1 日-6 月 3 日），他们
一共为《戚继光英雄传》排映 77
场，总观影人数为205名，票房为
5800 元。他表示：“没有谁规定
必须要放这部电影，但排片场次
还 算 可 以 ，不 过 场 均 不 到 3
人。”据伍少康介绍，浙江时代
院线占到浙江省票房的 40%左
右，推算下来《戚继光英雄传》
六一期间最多能拿到 1.45 万票
房，进行分账之后，片方大概能
分得 6000 元，只有投资额 1200
万的 1/2000。6 月 5 日到 6 月 7
日，记者通过票务网站查询时发

现，目前浙江省主要票仓杭州市
已无该片的排场，而余姚市只有
一家影院一天排两场，按照这个
趋势，仅靠电影院，该片仍旧血
本无归。

《戚继光英雄传》全片质量
到底如何？《钱江晚报》记者参加
影片余姚首映式时在报道中提
到：“虽音效比网络上流传的预
告片好了不少，但是人物形象等
设计，并没有多少差别。”该报道
还提到很多孩子看不懂。

前文提到的主动致电本报
记者的所谓“宁波同行”则称，她
和一同去看的女儿都觉得不错。
当记者报出该片在浙江省的票房
时，她表示，一般主旋律题材电影
的票房都不好。对于记者的连续
追问，她甚至强调：“它就是投资
血本无归，最多就是去跳楼，质疑
它从政府圈钱是没有意义的。它
如何评上文艺精品工程，又不是
从技术标准来评判，一般都是从
立意上来看。”

业内质疑“上映只为走形式”
投资 1200 万的动画片匆

忙上大银幕导致血本无归，一
般观众可能认为只是投资失
败而已，但北京电影学院动画
学院副教授陈廖宇直言，《戚
继光英雄传》是“假上映”，不
是真正市场化性质的上映。

“即使上映一天，也算上映过
了，如此就可申请补贴，参加
评奖。”

陈教授的质疑也得到上
海动画界知情人士悟饭（化
名）的佐证，他告诉记者，《戚
继光英雄传》圈内人一看就
是投机取巧的东西。“片子是
主旋律题材，立项就会得到
政府的相关补贴和支持。从
我多年的从业经验来判断，
该片最多 200 万制作成本，它
估计从未想过上映来赚钱。
为什么选择只做浙江上映，
因为全国上映就要加大宣发
成本嘛。”

悟饭还提到，之前包括

《新地道战》《大唐风云》等动
画电影也有类似情况，在北
京、上海、广州几个地方放几
场就可交差。他说：“这样相
关部门来查时他们可以说，
我们在大城市上映了。被上
级 问 到 票 房 不 好 就 可 辩 称

‘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电影院
不给我们放啊。’”

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
全国已有 2/3 以上的省份出
台 了 专 门 的 动 漫 产 业 扶 持
政策，多数政策仍以播出补
贴制度为主。企业生产的动
画片在不同级别电视台播出
就 可 以 获 得 不 同 程 度 的 奖
励。一般说来，二维电视动
画片在地方台播出可获得每
分 钟 500 元 至 1000 元 的 奖
励，在央视播出则可以获得
不 低 于 每 分 钟 2000 元 的 奖
励 ，三 维 动 画 片 奖 励 加 倍 ，
上 大 银 幕 得 到 的 补 贴 也 是
按分钟计算。

《戚继光英雄传》预告片（左）引发热议后，一部内容相仿，画质却更上乘的3D版本（右）开始在网上热传。该版本由6
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制作，耗时仅为3天，制作经费是泡面一箱，咖啡若干袋，AD钙奶4支，A4纸半包。

（上接C2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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