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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文化部日前在北京召开2012年国家动漫企
业认定工作座谈会，公布了2012年通过认定的
110家动漫企业、31个重点动漫产品、16家重点
动漫企业以及获得进口动漫开发生产用品免税
资格的12家动漫企业名单。其中，青岛广电动
画有限公司通过国家级动漫企业认定，也是山
东在2012年度唯一一家通过认定的企业。

企业获优惠扶持———

须跨过“国家级”门槛
截至目前，国家级动漫企业认定共公布四

批500家，山东一共有6家企业入选。
除今年入选的一家企业外，济南海水科技

有限公司、潍坊太阳风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家
企业通过了2010年度的认定，山东中动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山东美猴动漫文化艺术传媒有限
公司、济宁豆神动漫有限公司共3家企业通过
了2011年度的认定。

文化部从2009年正式公布第一批通过认定
的动漫企业名单至今，共认定国家级动漫企业
四批500家，国家级重点动漫产品66个，国家级重
点动漫企业34家，获认定的进口动漫开发生产
用品免税资格企业共两批22家，这些企业已成
为我国动漫产业的主力军和骨干，其中产值过
亿元的有13家。

据了解，2008年，文化部、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动漫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试行)》，规范享受国家规定优惠政策动漫企
业的认定事项。按照相关规定，2009年起，通
过认定的动漫企业(包括电子游戏)自主开发、
生产动漫产品，可申请享受国家现行鼓励软件
产业发展的有关增值税、所得税优惠政策。

这些优惠和扶持政策，有力推动了我国动
漫产业的发展。文化部副部长王仲伟表示，
《动漫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及配套税收
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了动漫产业政策体系，认
定工作的实施大大减轻了动漫企业税收负担，
积极探索了财税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方
式，培育了一批骨干龙头企业，建立了良好的
沟通机制。“今年我国动漫产业增速已经达到
日本的10倍，美国的8倍，居世界第一。”

北京其欣然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今年被
确定为国家级动漫企业，董事长袁梅说，近年
来，我国动漫企业最期待的就是国家对营业税
的减免，“通过国家认定后，动漫企业在税收
方面享受到国家优惠和扶持政策，营业税收取
比例从5 . 5%降低到了3%，为企业节省了大笔开
支，也为企业未来发展创造出更大空间。”

目前，文化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等将考虑适时修订完善《动漫企业认
定管理办法(试行)》，并将积极研究制定和完
善动漫企业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进口关
税、进口环节增值税等税收优惠政策。

“羊”和“猫”也能成就大产业———

品牌化为市场高度认可
跨过“国家级”认定这一门槛的动漫企业

数量，直观体现着动漫企业的实力，也直接体
现着一个地区动漫产业发展的整体实力。

2009年公布的第一批认定名单，共有100家
企业上榜，山东未有一家入选。而北京通过认
定的企业，如果加上央视动画有限公司在内，
达26家。江苏省有16家，其中15家位于常州的
产业园。湖南省也有宏梦卡通传播有限公司等
10家通过认定。

2010年通过认定的动漫企业多达169家，山
东省仅有2家。江苏省有包括广电影视动漫传
媒有限责任公司在内的29家企业入围，广东省
有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21家通过
认定，辽宁省也有17家。

2011年通过的121家认定企业，山东3家，
广东、江苏都超过了20家。今年通过的110家认

定企业中，山东入选一家，北京、广东、江苏
都超过10家。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安徽8
家、福建7家企业通过认定，湖北、湖南则各
占5家。

尤其是重点动漫企业、重点动漫产品的认
定，与企业的整体实力直接关联。例如，申请
为重点动漫企业条件之一，是动漫企业年营业
收入500万元以上，且连续2年没有出现亏损。
申请为重点动漫产品，则需符合相应标准，漫
画产品销售年收入在100万元(报刊300万元)以上
或年销售l0万册(报纸1000万份、期刊100万册)
以上，动画产品销售年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
网络动漫(含手机动漫)产品销售年收入在100万
元以上，动漫舞台剧(节)目演出年收入在100万
元以上或年演出场次50场以上。

据了解，按照新口径测算统计，2011年全
省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2300亿元，增长
16%。动漫产业发展则正在成为全省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目前山东已建成3个
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已有近500家动漫企业
落户。此外，多个市级文化产业园区内，大都
有一定实力、拥有很大潜力的动漫企业进驻，
并开始崭露头角。

在商务部公布的2011—2012年国家文化出

口重点企业名单中，潍坊科苑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名列其中。面对竞争激烈的动漫产业发展形
势，科苑公司一位负责人分析说，山东动漫企
业除要注重技术、人才方面的提升外，最关键
之处还是要找准切入点，打造出有吸引力、有
市场号召力的动漫品牌，才能给企业带来飞跃
性发展。“像今年认定的重点动漫产品，大多
都有自己的品牌。有发‘羊’财的，上海炫动
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联合推出的动画《喜羊羊与灰太狼之虎
虎生威》、《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
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的动画
《喜羊羊与灰太狼》、动漫舞台剧《喜羊羊与
灰太狼之记忆大盗》，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成
绩。也有发‘猫’财的，湖南宏梦卡通传播有
限公司的《虹猫蓝兔光明剑》、《虹猫蓝兔火
凤凰》，以及湖南蓝猫动漫传媒有限公司的
《蓝猫西行记》，同样很受市场青睐。这只
‘羊’和‘猫’，都已经为市场高度认可。”

目前，我省在发展重点文化产业的布局
中，加快发展动漫产业是重要内容之一，其中
加强动漫品牌建设是着力点之一。省文化厅相
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我省除对动漫产业发展作
出清晰的长期规划外，还在金融、税收等方面
搭建起多种平台，“推进文化产业投融资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建立起便捷的文化产业融资通
道，同时，根据相关规定，在税收等方面给予
动漫企业以优惠和扶持，加快推动文化产业成
为我省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现代营销提升演艺市场化运作能力

●中国的演艺企业适时求变，通过联合创
作、合资公司、购买剧场等方式，积极向海外拓
展。2009年12月，中国天创国际演艺制作交流有
限公司正式收购了美国密苏里州布兰森市的白宫
剧院，并从2010年起将自主制作的功夫剧《功夫
传奇》带入白宫剧院驻演;《少林武魂》在由东
上海国际文化影视集团收购的美国大雾山旅游区
东上海剧院成功驻演，保证了中国演出产品在国
际市场“落地生根”。

——— 2011年，中国共有126项演艺产品(项目)
出国(境)进行商业演出，演出场次为8090场，出口
总收入约为3171 . 9万美元。而2010年演出总场次为
25908场，出口总收入约为2765 . 6万美元；在演出场
次减少的情况下，2011年出口总收入却在稳步提
升，说明我国演艺产业优秀剧目的市场价值获得
了海外观众的认可，中国演艺企业运用现代营销
手段促进演艺产品市场化运作的能力逐步提升。

◇歌剧发展应关注现实大众

●“歌剧应抓现实题材，因现实生活与百姓
息息相关，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在作曲方面，
国外作曲家的初衷都是希望作品尽量大众化，以
写现实生活为主。他们很敏锐，也不回避政治，
如反战题材、反种族歧视题材等等，甚至毛泽东
与尼克松1972年的会见也写出一部歌剧来。而国
内所有现代作曲家写的歌剧还不够大众化。新创
歌剧剧目中有的主题先行，从概念出发编戏；有
的题材本是乡土的，却热衷模仿美国音乐剧，搞
得很花哨，反而弄巧成拙；有的在音乐方面不重
旋律，单靠炫耀技法，听着十分别扭。当下的中
国歌剧界人士还是应去思考最基本的几个问题，
中国歌剧为何走入困境，未来又该走向何方？

——— 中国歌剧有一个好的传统，便是关注现
实，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至今，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歌剧总的状况
是：剧目数量成倍增长，但剧场观众大量流失；
艺术手法，尤其是音乐技法方面推陈出新，但让
群众耳熟能详的作品寥寥无几。

◇网络文化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现“短板”

●网络文化产品的侵权事件虽然屡屡发生，
但却一直难以得到很好地解决。从小到140个字
的微博，大到各种流行的网络文化产品，被侵权
的领域越来越广，而那些有心致力于产品创新的
企业的烦恼也越来越多。“在目前的市场环境
中，创新是一种很有风险的事情，投入大，产出
效果也未必好。尤其是对于被‘山寨’方来说，
向‘山寨’者维权则更是一件费力费时且未必有
多大‘疗效’的事情。”譬如，一个热门的网络
文化产品，按照网络快餐文化的特征，其流行时
间非常有限，而被抄袭的速度却又非常之快，如
果通过司法手段进行维权，则必然旷日持久，且
只能选取其中几个侵权行为特别严重的进行维
权。即使维权成功，这股流行风潮也早已过去，
那时候或许能够获得少许赔偿，但营销的黄金时
期已经过去，为数众多的“山寨”者却已经获得
了他们想要的商业利益，这令创新者备感失落。

——— 在过去，关于传统文化产品遭遇网络盗
版的事情比比皆是，如近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
国作家莫言，其网上电子书就大多为盗版。但与
此同时，萌生于互联网的很多文化产品也正在被
各种形式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所困扰。

□记者 吴允波
通讯员 戚文波 闫秋芹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济南市历下区法院一次
判决了四个知识产权案件，全部驳回原告诉讼
请求。这四起案件的原告都是北京优朋普乐科
技有限公司，被告则都是济南一家旅行社。此
类“批量”诉讼被称为“经营性”诉讼，日渐
演变成为一个引发争议的文化现象。

据悉，原告北京公司称，经版权公司授
权，原告享有《意外》、《整蛊专家》、《单
身男女》、《唐伯虎点秋香》等电影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除外)的
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今年2月份，原告发
现被告旅行社未经许可，擅自在其经营的网站
上向社会公众传播上述影片，原告认为旅行社
的行为侵犯了原告对该部电影享有的信息网络
传播权，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北京公
司分别就每一部影片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
被告旅行社停止侵权，每个案件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5万元，并承担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的合

理开支公证费500元和诉讼费。
法庭经审理发现，涉案网站曾经为被告旅

行社所有，但后来被告旅行社放弃使用这一网
站，网址已经被其他人使用。在涉案网站属于
被告旅行社注册使用期间，被告没有播放过涉
案影片。因此，法院一审驳回原告北京公司的
诉讼请求。

据介绍，近年来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的加大，开始出现了以起诉盗版者为业的企
业或个人。他们先是通过合同买断版权，然后
搜集侵权对象，批量向人民法院起诉。有的甚
至不缴纳律师费、诉讼费，而把诉讼“承包”
给律师事务所，让律师“垫资施工”，待胜诉
后，实行利润分成。如北京网尚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北京视渠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在山东省针
对网吧分别提起了106起和53起著作权侵权纠
纷，广东中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也在山东省提
起63起著作权侵权纠纷。

根据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自2004
年取得知识产权审判权以来，共审结知识产权

实体案件200多件，其中“经营性”知识产权
诉讼案件占37 . 5%，且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
势。济南中院每年就能审理此类案件200多
件。日照中院工作人员张宝华认为，“经营
性”知识产权诉讼之所以大幅增加，原因一是
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不断增多。二是知识产权侵
权诉讼赔偿数额加大，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
节在50万元内确定赔偿数额，使得“经营性”
诉讼有利可图。

张宝华认为，“经营性”知识产权诉讼的
突然增加，客观上能起到遏制知识产权侵权的
效果。但这类诉讼猛增，也是一个值得警惕的
现象。大量此类诉讼的出现，使法定赔偿变异
为惩罚性赔偿，不利于知识产权市场的培育和
文化的繁荣。特别是个别地方出现了“引诱侵
权”的现象，耗费大量的诉讼资源，恶化知识
产权拥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北京一家专门经营版权的公司则称，“公
司敢为天下盗版者敌”。该公司认为，作者通
过合法劳动和资金投入创造文化产品满足市场

需求，促进文明、创新与进步，应当获得应有
的回报和利润。但盗版者巧取豪夺、投机钻
营、偷税漏税、无偿侵吞他人的创造性劳动成
果攫取暴利，为人类文明社会所不齿。有些人
和公司敢于站出来和盗版者斗争，而且完全依
法维权，是值得大力倡导的。省城律师从业者
高敏也认为，现在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禁止这种
追责行为，从正义角度，该行为有利于保护知
识产权，打击侵权行为，故有其合理性。正如
职业打假行为一样，虽各地声音不同，但整体
上从司法层面看并不禁止。

有些人认为“经营性”诉讼是投机取巧，
是文化领域的“知假买假”，是文化“碰
瓷”；也有人认为，这些企业和个人是文化界
的“大侠”，行侠仗义，对于“清洁”文化市
场、打击盗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营性”
诉讼何去何从？是随着行政机关执法力度的加
大逐渐消失，还是会在相互示范学习下日渐兴
盛？这需要时间来给出答案。

今年动漫产品中的“羊”“猫”因品牌化为市场高度认可成就了大产业———

山东动漫：期待品牌凝聚人气
◆我国动漫企业近年来最期待的就是在税收方面享受到国家优惠和

扶持政策，为企业未来发展创造出更大空间。
◆山东动漫企业最关键是要找准切入点，打造出有吸引力、有市场

号召力的动漫品牌，才能给企业带来飞跃性发展。

■ 文化前沿

著作权“经营性”诉讼引争议

是文化“碰瓷”，还是“行侠仗义”？

□ 责任编辑 梁利杰
大众文化QQ群：１１３９７９１８９

11月30日，东营市东营
区胜园街道的南田村的明星
艺术团正在排练扇子舞。今
年该街道引导文化带头人注
册成立了5个“草根剧团”，让
农民成为农村文化舞台上的
主角，带火了乡村文化。

□逯玲玲 高桦 报道

今年74岁的李仑绩是
山东省农业机械管理局退
休职工，1985年开始收藏
瓷盘，目前已收藏了40多
个国家的艺术瓷盘3600多
个，先后出版了 3本著
作，被收藏界誉为“盘子
大王”。 □新华社发

“盘子大王”
的艺术收藏情

“草根剧团”
带火乡村文化 近日，平阴县

老干部艺术团应邀
来到东阿镇少岱山
文化广场，为当地
群众带来了大型古
装 戏《 穆 桂 英 挂
帅》、《阴阳坟》、《墙
头记》等剧目。
□王化琦 报道

少岱山听戏

11月28日，江苏
华西村重要文化工程

“华西村博物馆”建成
开馆。博物馆由1比1
复制的故宫太和殿、
乾清宫等仿古建筑组
成，总建筑面积1万平
方米。 □新华社发

华西村博物馆
建成开馆

11月23日，莱西木偶戏艺
人表演《梁祝》片段(见图）。

当日，青岛非物质文化遗
产探寻之旅在青岛华润中心启
动。活动开展期间将对胶东大
鼓、胶州秧歌、宗家庄木版年
画、莱西雕刻葫芦、莱西木偶
戏、泥塑等青岛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行深入寻访、系统整理，
并集结成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宝贵资料。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青岛启动
非遗探寻之旅

“宁可荒了地，不舍东昌弦子戏”

公共文化·14版

群众文艺比创意，更要“接地气”

十艺节·15版

◆即日起，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开始面

向社会公开征集十艺节宣传口号、宣传画。

详见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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