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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动漫数字衍生品的开发现状分析

1.1动漫数字衍生品产业消费激增
随着国家出台了大量推动动漫产业发展的利好政策，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成功研发，直播、网红、表情

包等元素的快速兴起以及流媒体的广泛使用，动漫用户的受众群
体边界不断拓宽，受众用户的消费潜力逐步释放，我国动漫产

业的发展环境呈现向好趋势。根据艾媒数据中心报告显示，近

十年来中国市场动漫投资数量与日俱增（图1-1）。近五年来二
次元用户规模也在逐年攀登（图1-2），以上都指示出愈来愈多

的动漫数字衍生品的商业性行为将要出现。动漫数字衍生品行业

发展的红利期即将到来。

图1-1，2001-2020年中国市场动漫投资数量

图1-2，2015-2021年中国二次元用户规模及预测数据

1.2动漫数字衍生品开发渠道拓宽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我国手机上网人数已到达9.86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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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此可见，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动漫数字衍生品辐射范围变得

更为宽泛。在互联网时代的渗透下，数字衍生品的开发渠道也呈
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电商、短视频、直播、大数据等领域的发展

都推动了动漫数字衍生品的开发与传播力度。例如借助于大数据

技术，动漫开发者可针对用户的关注、喜好反馈数据库进行数字
化分析，对用户的行为和需求进行精准的数字衍生品推送。再如

90后网红“王蓝莓”通过抖音平台推送了一条动画短视频，该视

频达到3300多万播放量，且一夜圈粉40万。“王蓝莓”IP迅速引
爆网络，目前在抖音平台上有超过1260 万人关注该原创动漫账

号。随后手机APP上也相继推出了《王蓝莓要逃学》、《王蓝莓的

幸福生活》等手游类动漫数字衍生品。
1.3动漫数字衍生品版权保护问题突出

融媒体时代一边在给人类带来传播便捷的同时，数字版权保

护的问题在另一边也愈演愈烈。例如自媒体行业“洗稿”现象屡
禁不止，动漫原创者的作品很容易被他人进行结构重塑、篡改加

工后包装为侵权数字衍生品。再如国产动漫《画江湖之不良人》爆

火后，在网页上搜索引擎关键词“不良人”后会发现未经授权以
及破解版的动漫数字衍生手游泛滥成灾。获"年度十大最具商业

价值动漫IP"奖项的《猪猪侠》也陷入过维权风波，“猪猪侠”形

象走红后，曾被河南某饲料企业盗用注册为猪饲料商标，而根据
该动漫衍生出的一款叫做《猪猪侠超星小英雄》的游戏，也被曝

出有各种侵权行为，例如游戏中怪物死亡的声音被指出是抄袭了

《保卫萝卜》，游戏中战神机甲的氪金装备也有抄袭《变形金
刚》的成分。

2　版权保护对动漫数字衍生品开发的关键性

2.1优化动漫数字衍生品开发环境
动漫产业的繁荣不仅需要技艺上的提升，更脱离不了良好的

创作环境去发展。数字内容进行传播时的开放性为动漫从业者敲

响了警钟，而版权保护可以有效健全数字化动漫衍生品开发环
境。树立全民版权保护意识，只有在完善的法律法规、有效的

版权管理机制、科学的数字维权技术环境下，才能让盗版侵权

行为无处遁形，为动漫数字衍生品的开发料理好沃腴的土壤。
2.2激发动漫衍生品开发者创作热情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动漫数字衍生品开发者的创作热情。

经过苦心孤诣研究取得的成果，不应当被不劳而获者以模仿名义
照搬照抄，保护知识版权是对动漫原创者劳动成果的尊重。必须

尊重原创，动漫从业者的创造热情才会愈加蓬勃，扫清了侵权

问题的阻碍，才能切实保障动漫创作者的利益，这是推进动漫
数字衍生品原创、激发开发者创作热情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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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促进动漫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目前世界动漫大格局仍旧是以美国、日本为主导，在国际

市场上的动漫数字衍生品占比也是最高的，相较于背后的深层次
原因也在于其版权起步较早，大众版权保护意识强，动漫创作

者的权益处于被重视的状态。当下动漫产业已经迈入了融媒体语

境下的新发展阶段，在促进我国动漫数字衍生品版权正版化的进
程中，必须做好版权保护工作来推进整个行业的持续健康运行。

3　针对动漫数字衍生品开发版权保护的完善举措

3.1 加大版权宣传力度，增强全民版权意识
相较于世界动漫产业发达国家来看，我国在动漫版权保护意

识上还存在不足之处。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动漫数字衍生品是有

版权的，动漫衍生品的作者享有绝对著作权。只有全社会的民
众都能够认识到动漫衍生品版权的问题，才能使得动漫数字衍生

品的版权保护得到改善。增强全民版权意识，是目前提升版权

保护力度的有效途径之一。为解决民众的版权保护意识问题，
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大资金的扶持力度和执法力度，积极的去维护

良好的市场氛围，同时应加大对动漫版权保护的宣传力度。牢

固树立维护正版，坚决抵制盗版的意识，为创造出良好的社会
舆论环境，可以对动漫创作者在研发过程中的事例进行媒体宣

传，让全民深入了解动漫行业创作的过程，增强全民对版权保

护的认同感，进一步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
3.2动漫创作者自身要加强版权的保护意识

动漫数字衍生品盗版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动漫创作者的版

权意识相对欠缺。目前，我国的动漫企业版权管理机制不够完
善，动漫创作人运用法律维权能力不足。因此，动漫数字衍生

品的开发者要提升自身的法律意识，自觉学习相关法律，了解

并掌握我国法律对动漫产业的开发过程保护及其衍生产品的保

护，擅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动漫创作者自己要敢

于捍卫自身的利益，主动与各种盗版势力作斗争，积极参与到

打击动漫数字衍生品盗版侵权的事件中去。与此同时，动漫从
业者在创作时也要注重衍生产品的防伪设计和防盗版的技术加

入，从源头上有效治理盗版问题严重的现象。

3.3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
动漫数字衍生产品开发的版权保护关键是对动漫从业者合法

利益和创作积极性的保护。盗版侵权问题严重地打击了动漫创作

人的合法权益和积极性。因此，针对我国当下动漫数字衍生品开
发时遇到的现实问题，国家应当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普及相关

维权知识，坚决打击盗版行为。从执法层面出发，对于监管部

门和执法部门来讲，要提升监督力度和执法力度。严格规范著
作权的登记制度，针对动漫衍生品的版权、外观设计专利、商

标及其动漫形象等，加大背景调查力度，减少动漫原创作品被

抢注等行为，依法维护创作者权益。
4　结语

融媒体语境下，版权保护对于动漫数字衍生品的开发起着积

极的作用。我国动漫数字衍生品的版权保护机制尚未成熟，营
造健全的版权保护环境是适应数字时代刻不容缓的需求，因此，

要强化版权保护意识，有效规制各种侵权行为，切实维护动漫

数字衍生品开发者的知识版权，为动漫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
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韩卫娟.新媒体对中国动漫产业营销传播的影响及优化策
略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2021.

[2]张进昌.动漫作品著作权保护研究[D].甘肃政法学

院,2019.

-------------------------------------------------------------------------------------------------------------------

以便学生通过网络平台，产生积极的风貌，形成正能量，以此
帮助学生摆脱不良信息干扰。

此外，心理健康教育不仅离不开教师的全面支持，也离不
开家长的促进和推动。对此，要求教师通过家访、微信交流等
方式，和学生家长之间加强沟通，以便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
多向家长反馈学生的在校情况，家校合作，及时发现心理不健
康的苗头，予以及时疏导，将其扼杀在摇篮里，推动学生实现
良好成长。

3.3通过健康的活动为学生减压
中学生沉迷网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学习压力过大，

没有时间开展个人喜爱的课余活动。导致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
希望借助网络来释放。而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求做到减轻
学生学习负担，让其拥有更多时间1 来参与自身感兴趣的活动，
如，各类学校体育项目等，让学生根据自身需要选择不足的运
动类型，如篮球、羽毛球等，通过这些游戏达到压力释放的目
的。而不会过于沉迷网络，进而达到减少其上网时间的目的。

中学生具有丰富的创造力，对此，要求学校针对这一特征
开展相关的艺术类、体育类比赛，以此有效地激发学生活力。
同时，这些活动还能起到促进中学生社交能力提升，形成良好
地团体意识。

3.4 创设心理健康论坛，引导学生参与其中
对于心理健康论坛的创设，要求学校和教师给予更大地支

持，同时，各政府单位、机构亦应积极参与其中。在学生存
在心理健康的疑问时，可运用互联网进行咨询，以免发生“难
以启齿”的问题；亦可通过组织心理活动等方式，激励学生更

多参与，达到自我教育和共同进步的目的。
4  总结
综上所述，中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期心

理方面比较懵懂和迷茫，对于网络的使用，是其和时代接轨、
自我展示的重要阶段。作为一名合格的心理健康教师，其工作
不应该局限在学生的专业知识方面，还应切合时代的发展和学生
本身的个性特点，不断地创新教学方式，引进全新的教学手
段。针对教学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应通过合理的方式予以解
决，以此促进教育质量和效率的共同提升。此外，教师、家
长和社会应加强对学生的关爱和引导，推动他们正确的使用互联
网，分析不同的信息，让这些信息成为自身发展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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