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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动漫形象衍生产品的多元化设计方式。方法 以设计美学、传播学、品牌管理学为基础，

融合动漫设计方法和工业设计理论，通过文献研究、图例分析从再现与改良、装饰化、系列化等方面对

动漫形象衍生产品的多元化设计展开分析。结论 针对不同消费环境、使用环境、文化背景的动漫形象

衍生产品多元化设计既为动漫产业的不断创新提供了新方向，又提升了动漫的实用性，能使动漫产业获

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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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variate Design of Cartoon Image Derivatives 

ZHAO Jing-jing 
(Linyi University, Linyi 276000,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diversified design approach of cartoon image derivatives. Based on design aesthetics, 

communication and brand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animation design and industrial design theory methods, it con-

ducts a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multivariate design of cartoon image derivatives from reproduction and 

improvement, decorative applied chemistry, serialization etc. The multivariate design of cartoon image derivatives ac-

cording to different consumer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can not only provide a new direction for innovative 

animation industry, but also enhance the usefulness of the animation, in favor of greater economic and soci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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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动漫产业飞速发展，衣、食、住、

行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渗透着动漫的身影，这

些或二维或三维的虚拟形象以多种形态呈现在人们

面前，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动漫

衍生品这一动漫产业链也伴随着整个产业的发展而

快速崛起，并成为文化消费领域的中流砥柱。在获取

动漫衍生品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同时，我

们还应注意到其高速发展下的一些问题，如产品与动

漫形象融合方式过于简单、品牌化管理不系统、精细

化设计层次低等等，这些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将不利于

动漫产业的长远发展。鉴于此，笔者以动漫设计、工

业设计两大专业知识为基础框架，从多元化的角度对

动漫形象的衍生品设计进行了分析研究，旨在为提升

我国动漫衍生品的行业竞争力提供参考。 

1  动漫衍生品的主要类型 

动漫衍生品是指从漫画、动画等艺术形式中衍生

出来的各种产品，这些产品以漫画或动画形象、场景

为原型，经过专业人员的再设计产生，是一种可供售

卖、具有观赏价值或实用价值的物品[1]。经过数十年

的发展，动漫衍生品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宽，动漫衍

生品的类型与种类也变得丰富。就目前来看，动漫衍

生品的分类方式有以下两种。 

1.1  从动漫主题出发分类 

这一分类方式依据原动漫的题材将动漫衍生品

分为少年向、少女向、大众向 3 类[2]。其中，少年向

动漫衍生品主要来源于感情奔放热烈、故事情节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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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以励志、梦想等为题材的动漫作品，如《圣斗士

星矢》和《火影忍者》等；少女向动漫衍生品主要来

自于表现友情、爱情、校园等题材的动漫作品，这些

动漫作品情感细腻、人物形象俊美、场景清新浪漫，

如《魔卡少女樱》和《美少女战士》等；大众向动漫

衍生品主要来源于流传较广的、适合全年龄段的动漫

作品，如《功夫熊猫》、《怪物史瑞克》和《疯狂动物

城》等。 

1.2  从市场需求出发分类 

按照这一分类方式，动漫衍生品可分为功能型动

漫衍生品和技术型动漫衍生品两类。功能型动漫衍生

品以动漫人物造型或场景为灵感，以已经存在的某种

产品为依托设计而成，其针对的目标客户既包括产品

的老客户，又包括某些对动漫形象感兴趣的粉丝或玩

家[3]。如阿芙精油联合台湾著名绘本作家几米推出的

“最美治愈系”阿芙精油套装见图 1（图片摘自淘宝）

就取材于几米绘本《失乐园》，其产品包装融合了绘

本中唯美的场景，提升了装饰性，一经推出便受到绘

本粉丝和阿芙老顾客的广泛好评。技术型动漫衍生品

与原动漫作品紧密度较高，目标客户群对于原动漫的

投入度也较高，其投射出了资深动漫玩家对于动漫衍

生品的苛刻要求，技术投入与成本也相对较高。如各

类手办、拼装玩具、可动人形、公仔等。 

 

图 1  阿芙精油套装 
Fig.1 Packaging of Afu essential oil 

2  动漫形象衍生产品的多元化设计 

2.1  再现与改良 

2.1.1  动漫衍生品的再现化设计 

动漫衍生品的再现化设计是指完全按照原动漫

作品中的人物或事物的造型、表现、色彩倾向等对动

漫衍生品进行模拟设计，其艺术设计成分较少，多用

于直接性的动漫硬周边产品。按照再现对象的不同，

动漫衍生品再现化设计可分为形象再现和场景再现

两类[4]。对动漫中角色形象的再现主要用于手办、公

仔等还原度要求较高的技术型动漫衍生品，此时的再

现要严格按照动漫中角色的面部情态、身形体态、服

饰搭配来进行，可以说是二维动漫形象在现实生活中

的实体化复制。以 Hello Kitty 为原型的 Hello 威廉和

Hello 王妃公仔就完全按照了原作中 Kitty 猫的形态进

行刻画，Hello Kitty 公仔见图 2（图片摘自 Yoho 网），

其色彩、情态、衣着的还原度极高，看起来真的如同

从二维世界中走出的人物。对动漫场景的再现则更多

是风格上的模拟，设计师只需在功能、使用方式、视

觉感受上忠实于原作即可，细微之处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略加改动，以适应周围环境。 

 

图 2  Hello Kitty 公仔 
Fig.2 Hello Kitty doll 

2.1.2  动漫衍生品的改良化设计 

按照市场运行机制的需要以及消费者不断发展

变化的消费需求，动漫衍生品还需要在各方面予以改

良，从而更好地渗透到各种产品当中。一般来讲，动

漫衍生品的改良设计有以下两种：（1）形象简化，设

计师可以将动漫原型抽象为轮廓线条，或是选取整个

角色形象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进行衍生品设计，如艾

利和联合施华洛世奇与 Hello Kitty 共同设计的音频

播放器见图 3（图片摘自设计中国网），设计师选择

了 Kitty 猫最具代表性的头部作为形象主体，躯干和

四肢均被省略，这不仅不妨碍人们对产品的辨识，而

且还提高了动漫形象同产品外观形态的契合度，实用

性也得到了有效提升[5]；（2）色彩改良，一些动漫作

品的配色在现实生活中应用会显得过于炫目、华丽，

设计师可通过明度、色相、纯度等色彩改良的方式让

其 衍 生 品 为 大 多 数 人 所 接 受 。 如 由 意 大 利 品 牌

Anteprima 与日本 Sanrrio 公司合作的 Kitty 猫形状的

Wirebag 见图 4（图片摘自海报网），设计师为了满足

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色彩偏好的消费者，除了选用了

经典色彩粉色外，还用到了更大众化的黑色和金色，

这丰富了衍生品的风格，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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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音频播放器 
Fig.3 Audio Mp3 

 

图 4  Wirebag  
Fig.4 Wirebag  

2.2  动漫衍生品的装饰应用化设计 

装饰应用化创新了设计理念，为动漫衍生品行业

营造了一种文化氛围，对动漫衍生品的形体起到了支

撑“形”和装饰“形”的作用，使得动漫衍生品与动漫作

品之间具有更加强烈的吻合性。具体而言，动漫衍生

品的装饰应用主要通过以下 2 种形式表现出来。 

2.2.1  二维装饰 

二维装饰，即将原动漫形象以平面化的形式融入到

动漫形象衍生品的设计生产中，是针对产品表面形象的

一种装饰，能够给使用者带来最直观的视觉感受，同时

也是现阶段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装饰方式。一方面，二

维装饰方式能够以最简便的方式将原动漫形象展示出

来，能利用最小的生产成本创作出最高的经济利益，亦

有利于产品的系列化生产[6]；另一方面，这种二维装饰

仅仅是绘制在产品表面上的，其并不是产品的独立支撑

型，是需要借助外在载体来实现的。由此可见，这一设

计方式的难点在于如何将原动漫形象与衍生产品的形

体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达到两者的和谐统一。比如

迪士尼水壶见图 5（图片摘自淘宝），设计师利用二维

装饰的方式将米妮、米奇、小熊维尼这些动漫形象印制

在水壶上，粉色的水壶装饰有米妮、蓝色水壶装饰有米

奇、黄色水壶装饰有维尼，既丰富了水壶的视觉效果，

又符合原动漫的形象色彩定位。 

 

图 5  迪士尼水壶 
Fig.5 Disney water bottle 

2.2.2  三维装饰 

三维装饰，即将原动漫形象以三维立体的形式表

现出来，赋予其一种真实存在的状态，使大家能够在 

现实三维立体空间中感受到它的存在。与二维装饰相

比，这种三维装饰方式所涉及的方式方法以及设计程

序较为繁琐复杂，同时也对客观物质条件提出了较高

的要求。在采用这种方式的时候，设计师要综合考虑

到原动漫形象各个角度的视觉形态，力求从不同的角

度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实现动漫作品的完美化、立

体化展示[7]。比如大白挂件见图 6（图片摘自堆糖网），

设计师直接以大白的整个身体作为挂件造型的原型，

将大白逼真、生动地展示在了消费者面前，这不仅从

整体上装饰了产品、提升了产品的趣味性，而且还对

动漫作品起到了宣传作用。 

2.3  动漫衍生品的系列化设计 

 在动漫产业飞速发展的今天，动漫的主题思想和

形式风格十分丰富，所谓的系列化设计便是针对某一

种具体的动漫风格（主题）进行有规划、有组织的设

计，是一种以一对多的、具有统一架构的设计形式[8]。

动漫衍生产品的系列化设计能够充分体现出该动漫

的影响力和品牌号召力，其包括形态的系列化设计和

色彩的系列化设计两方面，这两方面的不同排列组合

造就了多元的动漫形象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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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大白挂件 
Fig.6 Baymax hang decoration 

2.3.1  色彩的系列化 

色彩的系列化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具有相同造

型动漫衍生品色彩的系列化，即以不同消费群体的消

费需求为总原则，在保持产品造型统一的基础上赋予

产品丰富多彩的产品，追求的是色彩上的变化和表面

上的视觉冲击力，这是产品设计实践中最普遍的一种

设计方式。[9]，比如日本娃娃系列台灯见图 7（图片

摘自视觉中国），该台灯以日本动漫中最常见的日本

和服娃娃为原型，台灯的整体造型不变，只改变台灯

的颜色，利用颜色的系列化来实现产品的多元化，满

足消费者不同的审美心理需求。二是核心色彩的系列

化设计，即保持主色调的一致性，同时添加不同的辅

色作为点 ，这是一种更高级化的色彩系列化设计，

要求设计师具有较高的色彩把控能力。 

 

图 7  日本娃娃系列台灯 
Fig.7 Japanese doll series table lamp 

2.3.2  形态的系列化设计 

动漫衍生产品的形态系列化设计是借助某个外

观形态元素的统一来体现产品的多元化和连续性，这

里所涉及到的形态元素的统一并非狭隘意义上的同

一个元素，而是指具有相似特征、相似寓意的同一动

漫作品中的不同形象以及不同动漫作品中的相似形

象。该设计思路是浮在动漫作品表面的，是以动漫形

象插图为蓝本的系列化表现手法，它与动漫形象品牌

效应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0]。比如 Hello Kitty

系列软陶摆件见图 8（图片摘自淘宝），该组作品虽

然造型丰富多样，但是同属于 Hello Kitty 系列，是对

Hello Kitty 不同举止动作的再现，具有相同的寓意、

相似的内涵和明显的系列化特征。 

 

图 8  Hello Kitty 系列软陶摆件 
Fig.8 Hello Kitty series ceramics decoration 

3  结语 

这里之所以以动漫形象衍生产品为主要研究对

象，是为了充分利用设计资源、实现动漫理论设计与

动漫工业设计的结合，以弥补动漫产业生产的不足，

促进动漫经济的创新、快速发展[11]。针对具体的动漫

衍产品设计而言，设计师的责任不单单是要实现动漫

从画面形象到实物形象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挖掘不同

消费者、不同的使用习惯和消费习惯对于动漫衍生品

的需求，以及如何分析不同群体的情感差异和需求差

异，如何在细节之处做到动漫形象和动漫衍生品的密

切融合等等。为此，我们还要加强动漫衍生品设计的

理论体系建设，不断从源头上创新动漫形象，更好地

丰富文化创意、繁荣文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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