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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所載資料乃由弗若斯特沙利文編製，反映了基於公開資料來源的市況估
計，並主要作為市場研究工具而編製。提及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不應被視為弗若斯
特沙利文對於任何證券價值或投資於我們是否明智而發表的意見。我們的董事相
信，本節所載資料的來源為該資料的適當來源，且在轉載該資料時已持合理審慎的
態度。我們的董事並無理由相信該資料失實或具誤導性，或遺漏了任何重大事實致
使該資料失實或具誤導性。由弗若斯特沙利文編製及本節所載的資料尚未經我們、
獨家保薦人、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或參與 [編纂]的任何其他一方或聯屬人
士獨立核實，且彼等概無就該資料的準確性提供任何聲明，投資者不應倚賴該資料
作出或不作出任何投資決定。

資料來源

我們已委託獨立第三方弗若斯特沙利文對中國的日本動畫內容發行市場及娛樂及
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展開研究，並編製報告（「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娛樂及角色
知識產權授權指五項主要類別的產權的知識產權授權，即動畫、漫畫、電影、電視節
目及其他線上娛樂知識產權。我們已同意就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向弗若斯特沙利
文支付488,000港元，而董事認為該費用反映市場價格。

弗若斯特沙利文於編撰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時收集相關市場數據所採用的方法
包括二手研究及直接訪談。二手研究涉及從公開可用來源獲取的數據及刊物的資料整
合，包括中國政府部門的官方數據及公告、行業市場調研、以及由我們主要競爭對手
刊發的企業參與者資料。直接訪談乃對相關機構進行，以取得客觀真實的數據及遠景
預測。弗若斯特沙利文認為資料來源可靠，原因為(i)採納中國政府多個部門的官方數
據及公告乃一般市場慣例；及(ii)訪談所得資料僅供參考，且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內的
發現並非僅基於該等訪談的結果。弗若斯特沙利文在向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所涵蓋區
域的政府部門╱機構以及私人客戶提供市場研究方面具備豐富往績記錄。

弗若斯特沙利文為一間於1961年在紐約創辦的全球諮詢公司，在全球各地設有40

多個辦事處，擁有超過1,800名行業顧問、市場研究分析員、技術分析員及經濟師。弗
若斯特沙利文的服務包括技術研究、獨立市場研究、經濟研究、企業最佳常規諮詢、
培訓、客戶研究、競爭情報及企業策略。弗若斯特沙利文在中國設有三個辦事處，可
直接聯繫對日本動畫內容發行及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業最有見識的專家及市場參
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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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若斯特沙利文對市場規模、份額及分部分析、競爭對手追蹤及企業情報等進行
研究。摘錄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部分資料亦於本文件「概要」、「業務」及「財務資
料」載述。董事確認，據其所深知，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日期以來的市場資料概無
不利變動，以致董事對本節資料可能有所保留、與本節資料有所抵觸或對本節資料造
成影響。

除另有註明外，本節所載全部數據及預測均來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各種官方
政府刊物及其他刊物。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所使用的假設

在編撰及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時，弗若斯特沙利文已採納以下假設：(i)假設
中國經濟於預期期間維持穩定增長；(ii)中國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於預測期間極有
可能保持穩定，從而確保了日本動畫內容發行市場及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的
穩定健康發展；及(iii)預測期間本集團業務經營所處的地區概無任何戰爭或大規模災
難。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所載資料的可靠性

董事經作出合理查詢後認為，本節所用資料的來源屬可靠，因有關資料乃摘錄自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董事相信，由於弗若斯特沙利文為獨立專業研究機構，在其所
屬專業具備廣泛經驗，故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屬可靠且不具誤導性。

中國的日本動畫內容發行市場分析

動畫內容指所有形式的動畫媒體，包括傳統動畫、基於動畫或漫畫的真人電視及
真人電影。

日本是動畫內容市場的先驅。最早的日本商業動畫可追溯至1917年。此後，市場
穩定發展。自1980年代起，動畫越來越被日本主流所接受。市場蓬勃發展且於海外市
場的影響力加大。

中國的日本動畫市場於1990年代迅速發展。然而，於2000年代市場萎縮，乃由於
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限制發行海外動畫。日本動畫自2015年起開始復興，主要歸因
於線上播放的發展及發行國外電影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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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動畫內容發行市場的市場規模

過去幾年，日本動畫內容發行全球市場的收益增加，主要由於戲院動畫市場的發
展及日本動畫於中國及海外市場的受歡迎程度日益增加。全球市場由2013年的233億港
元增加至2017年的488億港元，期內的複合年增長率為20.3%。

展望未來，預期全球市場將按複合年增長率9.1%持續增長，於2022年達755億港
元。預測全球市場將受到快速發展的海外市場推動。

日本動畫內容發行全球市場的總收益，2013年至2022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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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於2013年至2017年，中國的日本動畫內容發行市場急劇增長，主要由於中國的
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日益增強。國外內容（包括動畫內容）在並無相關電視劇發行許可證
的情況下不能於電視或線上播放。近年來，並無播放許可證的內容在線上視頻網站被
強制移除。越來越多的線上視頻網站開始購買許可證，而收費內容亦廣為中國觀眾接
受。此外，近年來，授權費保持不斷增長趨勢並可能於未來幾年繼續增長。

另一方面，預測未來幾年中國的市場增長將因市場標準化而減緩。預期市場的總
收益將由2017年的16億港元增長至2022年的33億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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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日本動畫內容發行市場的總收益，2013年至2022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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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的日本動畫內容發行市場的總收益，2013年至2022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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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由於互聯網用戶的高滲透率，泰國為東南亞地區的最大市場，佔整個市場約
28.3%。於2017年，新加坡為第二大市場，市場規模約為30.2百萬港元。2013年至2017

年期間，東南亞的日本動畫內容發行市場的整體收益按複合年增長率91.8%增長。2017

年至2022年期間，複合年增長率預期將達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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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電視劇發行市場的市場規模

泰國市場佔整個東南亞市場約29.7%。於2013年至2017年期間，柬埔寨的複合年
增長率最高，約為21.2%。

東南亞的國外電視劇發行市場的總收益，2013年至2022年（估計）

百萬港元

菲律賓
泰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越南
柬埔寨

27.2 33.3 46.3 44.5 46.7 48.9 53.0 57.7 64.2 71.5
49.9 56.6 75.3 71.4 80.5 85.8 93.2 98.8 105.7 113.1

41.8 50.1 66.1 62.2 66.3 70.2 74.0 77.7 82.6 87.9

32.5 39.8 47.7 43.5 46.5 51.2 55.8 60.2 65.5 71.6
14.9 19.0 26.5 25.7 28.7 31.1 34.9 38.3 42.4 46.8

1.2 1.6 2.3 2.4 2.7 2.9 3.2 3.5 3.9 4.2

0.0

20.0

40.0

60.0

100.0

80.0

120.0

菲律賓 泰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越南 柬埔寨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估計）

2019年
（估計）

2020年
（估計）

2021年
（估計）

2022年
（估計）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航空亞洲電影發行市場的市場規模

全球航空亞洲電影發行市場由2013年約6億港元增加至2017年約14億港元，複合
年增長率約為22.8%。展望未來，市場預期將按約複合年增長率約15.6%增長，於2022

年達約28億港元。近年，隨著飛機交付量及客量增長，航空業務不斷發展。由於需求
增長及版權意識提高，航空娛樂市場變得愈來愈標準化。近年，航空娛樂的商業模式
亦經歷創新，航空公司的偏好由單獨購買單一媒體內容轉變為就提供媒體內容訂立長
期合約。此等因素可能會進一步推動全球航空亞洲電影發行市場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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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航空公司於航空娛樂方面的支出呈現增長趨勢。航空公司於媒體內容的
支出由2013年約81.8億港元增加至2017年約153億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7.0%。於
2017年至2022年期間，市場預期將按複合年增長率約10.1%增長。航空公司於亞洲電影
的支出由2013年約6億港元增加至2017年約14億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22.8%。

展望未來，由於航空業務發展，航空娛樂需求不斷上升，故市場可能會維持增長
趨勢。航空公司於亞洲電影的支出可能會由2017年約14億港元增加至2022年約28億港
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5.6%。

全球航空亞洲電影發行市場的總收益，2013年至2022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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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點播市場的市場規模

中國視頻點播市場的總收益由2013年約113億港元增加至2017年162億港元，複
合年增長率約為9.5%。預期總收益將按複合年增長率8.8%增長，市場規模於2022年達
248億港元。

中國的媒體內容製作市場分析

中國的媒體內容製作市場主要包括電影製作及電視劇製作。近年，隨著中國電影
放映數量的增加，電影製作增長迅速。於2017年，電影製作總數約為970部。另一方
面，由於中國政府對提高本地製作電視劇質素勢在必行，中國的電視製作量近期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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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然而，按電視劇計，總集數（即電視劇製作的實際工作量）有所增加。於2017

年，電視劇製作及電視劇集數分別為314部及13,470集。隨著觀眾愈來愈注重精神生
活，且對生活質素的需求增長，預期電影製作及電視劇製作在可見未來將繼續增長。

日本動畫內容發行市場的市場動力

推動動畫、漫畫及遊戲（ACG）市場：於過去幾年內，中國的ACG市場迅速增
長。中國ACG行業的總收益由2013年的1,050億港元增長至2017年的1,800億港元，複
合年增長率為14.5%。不斷發展的ACG市場為更多觀眾開拓動畫內容。於中國，動畫
被視為以兒童作目標觀眾的媒體內容。儘管如此，近年來動畫於成年人之間的普及程
度正日益上升。現時愈來愈多動畫內容製作以成年人作目標觀眾。隨著觀眾及用戶群
不斷擴大，亦預期動畫內容發行市場的增長將得到良好支持。

新興的媒體渠道：預期經濟發展將持續拉動媒體發展，從而擴大動畫內容的發行
範圍。新媒體渠道（如互聯網及移動手機）的激增大大改變了中國的整個ACG行業。動
畫的主流平台由傳統電視轉變為互聯網。不斷增長的線上視頻網站及智能手機、平板
電腦及電子書等移動設備的普及讓動畫內容的傳播更廣泛、深入及有效。

對日本動畫的興趣增加：日本文化已於中國流行。到訪日本的中國遊客數目由
2013年的2.1百萬人次增加至2017年的9.6百萬人次，期內複合年增長率為46.9%，表明
中國人對日本文化的興趣的增長。此外，作為動畫文化的起源，日本動畫於世界動畫
行業發揮重要作用。由於對日本文化的興趣日益增長，預期日本動畫於中國的受歡迎
程度將增長。



行業概覽

– 71 –

本文件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且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所載資料時，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日本動畫內容發行市場的進入門檻

資本支持：進入動畫內容發行市場時，購買內容許可證及營銷需要大量初始資
本。由於公司需持續購買新內容的許可證以於市場上具備競爭力，該類投資屬持續性
而非一次性。獲得許可證時需要最低保證金，該類最低保證金一般處於高水平。若干
最低保證金高於該等內容的利益。最低保證金通常以現金支付，因此，進入市場的公
司需要大量現金。因此，新進入者若無強大及持續的資金支持，將難以進入市場並於
市場存續。

與製作商的穩定關係：現有發行商大多已與內容製作商或擁有人建立良好及穩定
的關係，以確保供應鏈的穩定。就日本動畫內容發行市場而言，新進入者難以與聲譽
卓著的現有品牌就與海外上游參與者建立網絡及自彼等獲得許可證或發行權競爭。

業務網絡：由於下游市場主要參與者數目少於10名且相對集中，良好的業務網絡
及客戶關係可被視為中國的日本動畫發行市場新進入者的門檻。品牌認可度高及聲譽
卓著的發行商與其客戶間已形成相互依賴。現有參與者已透過多年累積信任及良好的
工作關係與主要客戶建立穩定業務網絡。客戶亦傾向於委聘擁有良好往績記錄及多項
內容授權的發行商。因此，新進入者相對難以於初始發展階段挑戰現有參與者及發展
其業務網絡。

行業知識：通過多年經營，市場領先參與者已獲得深入行業知識。憑藉於市場獲
得的經驗，參與者能跟隨最新市場趨勢及挑選優質內容，從而確保內容的發行。並無
相關行業知識的新進入者難以處理挑選內容至最終發行的過程。

日本動畫內容發行市場的機遇及威脅

機遇

發展日本動畫電影市場：與電視動畫市場相比，中國的戲院動畫市場仍處於發展
階段。近年來，日本戲院動畫市場快速增長。與動畫片製作時間保持相對穩定水平不
同，日本動畫電影製作將於近年來繼續增長。預期日本動畫電影的製作日益增加及日
益普及將推動日本動畫內容發行市場於中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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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標準化：近年來，中國的日本動畫內容播放市場面臨轉變。越來越多視頻網
站購買許可證以豐富於其網站提供的節目內容。隨著市場逐漸形成購買授權的行業標
準，於中國發行內容許可證將日益重要。

威脅

發展本土動畫內容：於過去幾年內，中國的本土動畫因利好的政策環境而增長。
憑藉中國政府的支持，期內本土動畫行業的投資增加及製作均見大幅增長。本土動畫
內容的發展可能對國外內容（包括日本動畫內容）的發行造成影響。

中國的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分析

知識產權授權指授權商標或版權產權以擴大有關產品、服務及促銷產品用途的程
序。產權可能包含不同性質的各種知識產權類別，如動畫角色、公司標誌、歌曲及服
飾品牌等。根據知識產權類型，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可分為五項主要類別：動畫、漫
畫、電影、電視節目及其他線上娛樂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授權通常涉及一份合約授權協議內的兩個業務實體：(1)知識產權授權方
或知識產權授權代理；及(2)被授權方。各被授權方主要向知識產權授權方或知識產權
授權代理支付版稅（比率按銷售釐定，可扣除訂立授權協議時支付的最低保證金），以
換取於協定期間在界定區域內於其產品、服務或促銷產品上應用該知識產權的權利。

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規模

全球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於過去五年內穩步增長。知識產權授權業務產
生的總收益由2013年的417億港元增加至2017年的553億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約7.3%。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佔市場份額逾50%。

展望未來，預期市場將按複合年增長率約6.2%保持穩定增長，於2022年達748億
港元。美國很可能長時間仍為最大的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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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授權全球市場總收益，2013年至2022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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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7年，中國為全球第四大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市場份額約為
3.3%。過去五年來，在中國消費者日漸提高的消費力的帶動下，中國娛樂及角色知識
產權授權市場經歷快速發展。隨著消費者消費力提高，中國消費者願意花費更多購買
產品。由於消費概念的發展，消費者現時愈來愈願意消費於具有附加價值的產品，例
如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產品。知識產權授權所產生的總收益自2013年19億港元增
至2017年33億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4.8%。

展望未來，授權方及被授權方對知識產權商品化重要性的意識加強，亦將推進中
國市場發展。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的總收益可能自2017年33億港元以複合年
增長率11.9%增長，並於2022年達至58億港元。

中國的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總收益，2013年至2022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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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7年，品牌擁有人直接授權的中國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的市場規
模約為13億港元，佔份額近40%，而通過第三方授權方再授權的市場規模約為20億港
元，佔份額約60%。由於愈來愈多海外知識產權獲知識產權擁有人再授權而引入中國
市場，預期中國第三方授權方再授權的比例將由2017年約60%稍增至2022年約63%。

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的市場帶動因素

消費升級：隨著宏觀經濟的穩步發展，中國城市家庭的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自
2013年人民幣26,955元增至2017年人民幣36,396元，複合年增長率7.8%。娛樂及角色
知識產權授權產品通常以較非知識產權授權產品更高的價格出售。得益於可支配收入
增加，消費水平及消費概念均逐步提升。隨著消費概念演變，消費者或會愈來愈關注
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產品等更高增值產品的消費，而隨著消費水平提升，消費者
亦更願意為知識產權授權產品支付高於非知識產權授權產品的費用。因此，不斷增長
的消費水平已成為中國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的主要增長動力。

知識產權粉絲數量龐大：過去年間，中國粉絲經濟的興起進一步帶動娛樂及角色
知識產權授權市場的發展。若干知識產權，包括動畫角色、音樂及競技團隊容易累積
大量粉絲，這些粉絲已成為知識產權衍生產品或服務的主要消費力。以服飾、玩具、
流行飾品及遊戲等形式知識產權授權產品越來越受大量知識產權粉絲青睞。

下游被授權方的需求增加：知識產權授權為下游被授權方的一種高增值手法，尤
其是在動畫行業。被授權方通過獲授知識產權，用於與彼等的產品或服務相結合，彼
等或能售出更多產品，或將產品連繫至知識產權所附帶的情感。預期下游被授權方的
需求增加將進一步拉動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

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的准入門檻

資金門檻：由於知識產權通常具有高價值，授權發行商需要投入大量金錢以自知
識產權所有人取得商標或版權授權。隨著業務範圍擴張，授權發行商須有更多資金取
得更多知識產權授權類型。剛進入市場的新參與者須投入大量金錢，方可在娛樂及角
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上具備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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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知識產權資源：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上，知識產權資源數量決定市
場參與者的核心競爭力。知識產權的形象、知識產權的影響力以及知識產權的品質為
下游被授權方的營銷效果的決定因素。被授權方更傾向與擁有優質知識產權資源的授
權發行商訂立合約性協議。

品牌知名度：市場參與者通過與授權方的長期合作建立起知名品牌。知識產權擁
有者越來越傾向於將彼等的知識產權授權予品牌名聲良好且受下游被授權方認可的授
權發行商。

專業知識：一名合格的授權發行商不僅能夠整合行業的上下游資源，亦須在知識
產權衍生市場方面擁有深厚的知識以透過知識產權授權將增值服務最大化。

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的機遇與威脅

機遇

集中程度提高：目前，香港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相當分散，中小型授權
發行商眾多。隨著人們的知識產權意識提高，預期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將通
過併購活動而越趨集中。中國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的集中程度可能在未來有
所提高。

電子商務：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為知識產權授權市場帶來新的增長機遇。知識產
權產品不再受限於傳統線下銷售渠道，越來越多通過電子商務平台銷售。由於年輕人
更熟悉電子商務，且受歡迎的知識產權（例如動畫）通常吸引更多年輕粉絲，電子商務
更可能成為主要銷售渠道，並將獲得更多零售份額。

威脅

知識產權尊重意識較低：儘管中國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於過去數年經歷
快速增長，相對較低的知識產權尊重意識正威脅市場的健康發展。低價的山寨商品嚴
重影響被授權方、授權發行商及授權方的經濟利益。

專業人才短缺：專業人才是在授權市場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除了知識產權的品
牌知名度，授權方與被授權方的精準匹配決定了知識產權授權的效力。經驗豐富的專
業人士是授權方與被授權方間的樞紐。然而，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缺乏相關
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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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格局

日本動畫內容發行市場

就收益而言，2017年中國前三大參與者總共佔中國的日本動畫內容發行市場約
34.9%。本公司領先市場，2017年於中國的日本動畫發行商中排名第一（按收益計），
佔中國整體市場約14.1%。

中國的日本動畫內容發行市場的前三大參與者（按收益計），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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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

1. 公司A為於台灣成立的公司。公司A專注於動畫內容發行以及知識產權授權服務。

2. 公司B為於中國成立的公司。公司B主要在動畫內容發行市場、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
場以及數碼業務提供服務。

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

於2017年年末，中國的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有約超過300名活躍的知識
產權授權方。然而，由於發展歷史較短，授權發行商的數量少於100名。目前，中國娛
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的主要知識產權類型為娛樂╱角色，當中動畫及漫畫角色
為中國授權發行商最受歡迎的授權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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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C（一間美國多元化跨國大眾媒體及娛樂企業集團）為2017年中國娛樂及角
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的最大參與者。公司C直接向下游被授權方授權其自有知識產權角
色，毋須任何發行商參與。於2017年，公司C在中國的娛樂及角色知識產權授權市場的
市場份額約為25%。餘下的市場高度分散，而按中國市場的收益計，本公司於2017年
佔據的市場份額接近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