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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

■记者手记

版权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文化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基石。
它不仅关乎创作者的合法权益，更是
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
素。东莞，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积
极响应国家号召，以实际行动推进版
权建设，在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影视动
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 （以下简称
漫博会） 创新推出“莞银潮玩版权
贷”“金融服务驿站”等版权质押融资
服务，为版权产业与金融资本的深度
融合开辟了新路径。

这些举措不仅有效缓解了版权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促进了
金融资源与版权资源的精准对接，实
现了金融资产与版权资产的系统整
合，为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金融支持。

从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到版权强市
的跨越，东莞的每一步都凝聚着对版
权工作的深刻理解和坚定实践。通过
版权工作，东莞不仅保护了创作者的
合法权益，更激发了企业的创新创造
活力，使原创作品、文化产品及其衍
生商品在版权转化运用中焕发出新的
活力。

据统计，本届漫博会参展参会企
业意向合作项目总金额高达 12.4 亿
元，其中千万以上意向合作项目多达
27个。这一数据不仅彰显了漫博会作
为版权成果展示、版权交易活跃、版
权转化促进的重要平台作用，更反映
了版权在推动文化产业升级、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巨大潜力。

动漫产业作为版权密集型产业的
代表，与版权的关联尤为紧密。每一
部动漫作品，都是创作者智慧与汗水
的结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创
意价值。然而，动漫产业的繁荣发
展，离不开版权的强有力保护。此届
漫博会深刻体现这一点：特别强调

“版权+科技”的融合，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
加强版权保护，提升版权运用效率，
为动漫产业构建安全、高效、便捷的
版权环境。这不仅有效打击了盗版侵
权行为，保护创作者的合法权益，更
促进了动漫作品的广泛传播和深度开
发，推动版权衍生市场规模的进一步
扩大。

东莞市版权局印发的《关于打造
版权强市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
案》，为版权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具
体的行动指南。该方案明确提出“实
施版权常态宣传工程”，通过多种形式
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全社会的版权
意识，营造尊重版权、保护版权的良
好氛围；“实施版权扶持引领工程”，
对优秀版权作品和版权企业进行奖励
和扶持，激发创作热情，推动产业升
级；“实施版权培育支撑工程”，加强
版权人才培养和版权服务体系建设，
为版权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实
施版权全面保护工程”，加大版权执法
力度，完善版权保护机制，为版权产
业的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实施软件正
版化促进工程”，推动软件正版化进
程，提升版权保护水平，为文化产业
的数字化转型奠定坚实基础。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在版权的激励推动下，动漫产业正以
其独特的魅力成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的重要力量。未来，我们应继续深
化版权改革，加强版权保护，促进
版权转化运用，推动文化创意产业
进一步繁荣发展，为文化强国建设
贡献版权力量。

版权创新引领
动漫产业快步前行
□徐平

据记者观察，东莞潮玩产业蓬勃
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2009 年落
户于此的漫博会。这也充分展示出了
展会即机遇、展会即发展之桥。

这一展会有效
推动了东莞

传 统 制
造 业

与各类影视动漫机构推出的 IP 相融
合。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该市一些
玩具制造企业对市场进行研判，主动
开始进行转型升级，推出自有的原创
IP，形成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版权资
产。与此同时，这些玩具企业也从一
般的加工制造企业蝶变为更具文化内
涵、竞争优势的潮玩企业。

城仕（东莞）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郑波对记者说：“借助原创潮
流 IP 成功出圈后，企业还可以开发
出潮玩产品以外更多的衍生品和生活
日用品。只有尊重版权、运用版权、
开发版权，才能赋予东莞制造业以力
量、才能实现制造企业的转型。”

东莞作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一
直以来高度重视版权保护和转化运
用，以“版权+”赋能相关产业高
质量发展。2024 年 4 月，东莞市版
权局印发 《关于打造版权强市赋能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进一
步深化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后续建

设，聚焦建设版权强市这一核心，
实施版权常态宣传、扶持引领、培
育支撑、全面保护和软件正版化促
进五大工程。

其中，明确提出推动版权金融创
新，提供版权质押贷款、版权融资租
赁等服务，为版权产业和企业发展提
供金融支持。此次相关单位合作推出
的“莞银潮玩版权贷”，正是贯彻落
实上述工作部署的具体举措。本届漫
博会上专设“金融服务驿站”，东莞
银行等机构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融资
咨询、版权质押等服务。

结合东莞的产业实际，东莞市版
权局策划开展“版权+”产业赋能系
列活动，通过“版权+潮玩”“版
权+毛纺”“版权+服装”等宣讲交
流活动，组织企业负责人、版权从
业者分享运营经验，剖析典型案
例，进一步推动企业版权保护和创
新创造，不断提升相关产业和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

聚焦建设版权强市：制造企业持续转型升级

在漫博会的“中国潮玩之都·潮
玩中心”专场对接会上，正式发布东
莞首个版权质押融资产品“莞银潮玩
版权贷”，并举行集中授信仪式。首
批3家潮玩企业获得银行授信5500万
元，使版权这一“无形资产”变成

“真金白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东莞市版

权局近年来针对许多与版权相关联的
企业存在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的
问题，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中
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东莞银行一
起深入调研、多方沟通，结合东莞是

“中国潮玩之都”的定位，以及诸多
潮玩企业同时也是版权企业的产业特
色，探索推出版权质押融资产品

“莞银潮玩版权贷”，充分发挥高价
值版权作品在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的作用，通
过版权质押担保的方式，将潮玩企
业的版权“软实力”转化为可融资
的“硬通货”。

“莞银潮玩版权贷”是东莞银行
为东莞市潮玩文创企业量身打造的
特色信贷业务，以潮玩企业的知识
产权 （包括但不限于版权、专利
权、商标） 向东莞银行出质，基于
借款人实际经营及纳税情况，东莞银
行给予借款人一定的经营周转额度的
专项产品。

在对接会上，3家东莞潮玩企业
以及东莞市茶山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与东莞银行进行现场集体授信。其
中，广东狼博旺实业有限公司获得授

信 2000 万元，东莞市玩乐童话婴儿
用品有限公司获得授信 2000 万元，
城仕 （东莞） 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获
得授信 1500 万元，而东莞市茶山玩
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则获得整体授信
10 亿元，有力支持相关产业和企业
的发展。

东莞市有关部门围绕版权优势
企业、版权获奖企业等版权价值含
量高的市场主体，在前期遴选出一
批具有市场应用价值、信用较好的
企业，形成重点版权企业“白名

单”。在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的
指导下，全市各家银行机构正积极
加强和重点潮玩企业的融资对接，
全力满足企业的各类融资需求。

中国版权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于
慈珂表示，漫博会自创办以来，始
终把版权保护和运用作为重要使
命，通过搭建版权保护和交易平
台，推动版权质押融资，积极探索
版权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切实保护
创作者的权益，努力为动漫产业可持
续发展保驾护航。

推动版权质押融资：“无形资产”变成“真金白银”
在本届漫博会上，史努比、皮卡丘、小

黄人、海绵宝宝等国内外知名 IP 集中亮
相。组委会围绕“全球动漫潮未来”这一主
题，推动新形势下国内外影视动漫产业共同
探索“版权+”的衍生市场开发。

动画电影衍生品合作招商会、“IP+食
品”专场对接会、“IP+玩具”专场对接会
等13场产业对接活动，以“版权+”融合千
行百业，助力企业精准对接资源，推动版权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深度合作与交易。

“版权是影视动漫产业的核心资产，加
强影视动漫版权保护、促进影视动漫版权贸
易，是漫博会的重要目的。”东莞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市版权局）局长
蔡国康如是说。

此次漫博会特设的“动漫授权开发渠道
展”和“动漫国内外销售展”，提供有针对
性的IP整合服务，拓展动漫企业国内外销
售渠道，推动动漫与其他产业的跨界合作，
形成更加完善的产业链条。此外，组委会组
织国内外原创动漫企业展商到东莞进行实地
考察交流，对接衍生品生产、制造合作，推
动动漫产业赋能传统制造产业升级。

来自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德国、意
大利、日本、韩国等60个国家和地区的影
视动漫领域原创内容出品方、版权方、版权
代理机构、版权行业协会以独立或组团的形
式参展，集中呈现国内外影视动漫优质原创
内容，为版权保护和贸易搭建全链条合作平
台。相关单位与中加国际电影节、意大利动
画制片人协会、泰国Pop A Con潮流动漫
艺术展的运营机构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强化版权的引进与输出。以“版权+”赋能
文化产业，组委会举办了“国漫出海”专场
对接会、香港动漫专场对接会、国际专场对
接会等活动，积极促成影视动漫领域的国际
交流互鉴与版权深度开发。

超高清视频显示、虚拟现实、生成式人
工智能、裸眼3D互动等，漫博会还集中展
示了与影视动漫创作相关的专精特新技术和
应用，通过动漫科技装备展等主题互动展
区、主题发布、技术对接会等形式，实现

“版权+科技”，彰显新质生产力赋能影视动
漫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成果新趋势。

广东省版权局、东莞市版权局优化漫博
会的服务保障，采取了多项措施，推动影视
动漫作品转化运用，为影视动漫产业高质量
发展保驾护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
者在现场看到，漫博会开通“参展作品免费
登记端口”，继续设立版权服务工作站，
开展宣传活动，提供咨询、维权、执法
等一条龙服务，切实维护权利人合法
权益。据统计，本届漫博会共免费
登记参展作品 8000 多件，接受咨
询 7000 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2
万多份，并且实现了版权侵权

“零投诉”。

知名IP集中亮相：
“版权+”融合千行百业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深度聚焦“版权+”——

让版权从“软实力”变成“硬通货”
□本报记者 徐平

广东东莞，被誉为“中国潮玩之都”。
近年来，东莞以版权保护和转化运用为基
础，推动企业版权创新创造。辛勤的栽培，
结出了累累硕果。截至目前，全球1/4的动
漫衍生品在这里生产制造，国内近85%的潮
玩产自东莞，并从这里走向世界。

10月24日至27日，由广东省人民政府
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
和贸易博览会（以下简称漫博会）在东莞举
行。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企业、
机构，国内外1500余个知名IP和品牌集中
亮相，参与的国际企业和国际IP数量均为
近年最多。值得一提的是，会上正式发布的

“莞银潮玩版权贷”这一版权质押融资产
品，以版权的加法向市场换取经济效益的乘
法，不断推动东莞版权事业高质量发展，有
效促进版权产业的繁荣。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启动现场。

版权质押融资产品“莞银潮玩版权贷”发布。

▲

展会上的潮玩产品。
（本版图片均由组委会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