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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月活用户已达3.76亿；50多个垂直领域中已有25个领域月阅读量破百亿。

其中，以动漫为核心的二次元用户群在微博上表现尤为抢眼。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11月，微博泛二次元用户突破

1.89亿，核心用户达2370万。

微博用户的年轻化，一方面，与二次元文化的主流群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合；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二次元文化与主

流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微博的社交媒体属性及平台声量，不仅增进了二次元文化向主流文化的传播效果，同时也不断地影

响着社会大众对二次元的看法。动漫市场的产业价值也进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近年来，微博数据中心紧跟微博整体市场布局，对以动漫为核心的二次元领域给予了积极关注。利用微博数据，分析

动漫作品在微博的传播过程和效果，关注行业大V的行为动态，了解微博二次元用户的整体情况，以洞察二次元文化与其

他行业领域的合作发展，以及与社会文化的融合过程。

尽于此，本报告分别从用户、博文以及作品等多个视角对2017年二次元文化市场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够为二次元文

化市场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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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元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1

2000-2010年

2011-2013年

2014-至今

萌芽期

2000年以前
培育期

成长期

高速
发展期

中国的二次元产业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萌芽，

2001年之后进入长达十年的培育期，2011年

来到成长期；2014年之后一直到今天，二次元

产业正处在高速发展期，它在中国的环境正在

一步步明朗起来。



政策扶持与互联网+推动动漫产业转型升级1

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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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扶持 互联网+

自2008年开始，国家在政策上加大对动漫产业的扶持力度。最新的“十三五”规划中，动漫产业被作为国家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对

外输出、提升国际文化影响力的核心产业之一。在政策与移动互联网平速发展的情况下，动漫产业不断转型升级。



有研究估计2017年中国动漫市场将突破

1500亿规模。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早期动

漫文化的在国内的沉淀，以动漫为核心的二次元

文化在90后、00后群体中迅速传播发展，形成

独特的亚文化群体；并借助于其独特的动漫文化

元素，不断实现与大众文化的多样化融合，增强

大众的认知与理解。

在此背景下，国内动漫产业得以加速发展与

扩大。一方面，海外动漫作品在国内市场持续活

跃；另一方面，以原创漫画为核心的国产作品也

渐成气候，赢得大量粉丝的青睐与认可。

动漫产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数据来源：智研咨询,2017-2022年中国动漫市场运行态势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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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漫画引发的产业链条不断走向成熟1

游戏

动画
周边衍生放大

二次元 情怀 变现

互动 变现

影剧
放大

泛二次元
三次元

动漫产业以漫画为源头，进而不断发展衍生，形成以动画、游戏、影剧及周边衍生为主的产业生态。在形

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圈的同时，行业从业队伍也不断壮大。这其中，原创漫画占据着最为的核心的角色地位。

漫画
原创 源头



1 各类动漫作品受关注度存在一定差距

当前各平台动漫作品的主要特点
A. 国产原创

• 各类原创漫画为主；

• 精品动画电影少；

• 精品连载类动画少；

• 以迪士尼与漫威系列为主；

• 主要为动画电影

C. 欧美动漫

B. 日韩动漫

• 日本动漫占据主流；

• 电影类与连载类动画均受热议；

国产原创



人气是作品多元化开发的前提1

阅读与讨论

衍生作品传播

商业化开发

网站聚合，平台阅读

内容热议 …

同人作品(人物画、小说）

Cosplay …

动画制作、影视作品

同人游戏、周边衍生…

当前动漫作品开发的一般过程



视频网站 动漫APP微博 贴吧动漫论坛

• 关注画手、声
优、厂商等最新
资讯、直接交
流、互动

• 周边资讯、代购

• 日常追番
• 观看吐槽
• 动漫相关产业
（游戏）

• 收集音乐、壁纸
等动漫素材、

• 与他人互动

• 比较多会使用，
了解新番（漫
画）

• 查找喜爱类型的
动漫

• 有时候会使用，
了解动漫的具体
信息

• 关注喜爱的大
V、画手等公共
号，

• 了解最新动漫、
周边资讯

• 日常追番
• 观看吐槽

• 部分会使用
• 有些会使用，观
看喜爱剧的原漫
画

• 了解具体动漫信
息，某剧爱好者

• 关于大V，了解
动漫的最新资讯、
周边信息等

• 只是浏览

• 在A站、B站会观
看

• 也会在爱奇艺等
平台

• 不太会使用 • 不太会使用
• 在了解具体动漫
相关信息

各平台对不同类型动漫粉丝的聚合能力不同1



1
微博，聚合动漫产业中各环节参与者，借助于其独特的社交属性，微博不断拉近从业者与普通用户的距离，

形成独特的文化生态圈。在此基础上，用户间的无边界互动有助于增进更大范围的用户对以动漫为核心的二次

元文化的了解，推动二次元文化在大众社会生活中的传播，进而带动漫产业的创新与发展。

社会化营销

作品

作品讨论
作者

粉丝互动

周边创作

意见领袖

社会化

商业化

社会传播

商业发掘

漫画

动画

游戏

影视

周边

读者粉丝

次元亚文化

……

微博用户多样性是二次元文化传播发展的重要特征



微博用户年轻化有助于推进二次元文化的传播

次元即是正义

微博用户的年轻化，对二次元与主流文

化融合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

微博能够借助自身传播优势，加强二次元元

素向大众文化的融入；另一方面，微博区域

覆盖下沉与内容垂直化发展，对次元文化的

社会化发展以及专业化聚合能够发挥重要支

撑作用。

年轻白领化
区域覆盖下沉
内容垂直化

1

微博平台的三大特点：

微博月活及日活跃人数发展情况（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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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的号召进击的次元
——微博二次元用户分析



2 微博二次元用户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数据显示，2017年，微博泛二次元

用户达到1.89亿，其中核心二次元用户达

到2370万。随着二次元文化在国内的迅

速发展，作为以年轻人为主的社交平台，

微博不仅是越来越多二次元用户的重要聚

集场所，同时也是连接二次元文化与大众

文化的重要传播路径与平台。

 操作化：微博泛二次元用户主要包含根据用户自定义标签、用户博文内容分析以及用户职业等多个指标进行综合处理，然后对用户进行

分值处理，进而筛选出具有泛二次元文化的微博用户。

 核心二次元用户，即根据数据处理结果，得分较高的用户。

微博二次元用户概况

核心二次元用户达到

2370万，占比12.5%。

1.11亿

1.40亿

1.89亿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泛二次元用户是微博用户的重要构成部分

 2017年11月，泛二次元用户月活人数1.12亿，占到微博月活人数近三成；平均日活人数约6600万。反过来看，二

次元用户也是微博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他们也影响着微博的社交文化。

2

泛二次元月活用户 1.12亿 日活用户 6600万

占微博月活跃用户近

三成
占微博日活跃用户约

四成



微博二次元用户人群属性

 性别方面，女性用户占比略高于男性；

 学历方面，二次元用户在初、中等学历的分布水平略高于微博月活用户，但高学历用户仍是二次元用户的主力。

微博二次元用户性别比例 在微博二次元用户学历比较

46.6% 53.4%

VS

72.4%

20.0%

7.6%

高等学历 中等学历 初等学历

二次元用户 微博整体用户

2



微博二次元用户人群属性

微博二次元用户年龄分布

 年龄方面，二次元用户总体规模在增长，但年轻用户群占比较为稳定，30岁之前的人群在八成以上；

 对比两年11-30岁用户分布，可看到高点基本保持时间上的一致，意味着用户在逐渐沉淀；再对比性别分布，

2017年11-22岁女性比例更高，表明11-21岁年轻二次元女性用户增长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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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二次元用户人群属性2
 就二次元用户占当地微博用户的比例来看，广东、北京、浙江、江苏等地的二次元用户更多一些。上海、

河南、山东、四川的二次元用户也比较突出。

1线城市, 16%

2线城市, 25%3线城市, 24%

4线及以下, 

31%

港澳台及海外, 4%

微博二次元用户地域分布

>0.0%
>0.5%
>2.0%
>4.0%
>6.0%



微博二次元用户人群属性2
 兴趣而言，搞笑幽默、娱乐明星以及新闻时事等是泛二次元用户所关注的主要方向；

 登录偏好，有一半用户仅通过手机登录微博，45%以上的用户则同时使用手机与PC登录微博。

4.0%

50.8%

45.2%
PC端

WAP或客户端

同时使用

微博二次元用户终端偏好微博二次元用户主要兴趣标签

搞笑
幽默

时事

娱乐
明星

时尚
情感
两性

电影

美女
帅哥

游戏

美妆

读书

体育美食

音乐

摄影

旅行

旅游



17.6%

2.0%

-11.2%

-4.7% -3.7%

0%

20%

40%

不追 1-3部 3-5部 5-10部 10部以上

女性 男性 女性-男性 37.6%

0%

20%

40%

不追 1-3部 3-5部 5-10部 10部以上

80后 90后 95后 00后

 二次元用户中 “补番党”的占比最大，占比为29.7%，其次是追1-3部（占比26.8%）、3-5部（占比22.7%）的用户

占比较高。

 从性别差异来看，女性对追番的兴趣较小，不追番（补番党）的占比远高于男性；男性追3-5部的占比远高于女性。

 从年龄差别来看，年龄越小追3-5部的占比越低；00后不追番的占比最大，95后及以后追1-3部的占比相对较高，90

后追5部以上的占比相对较高。

微博二次元用户人群属性2

二次元用户追新番情况

N=3017，数据来源：2017微博二次元用户调研



每周会看动漫及相关同人作品花费时间

0.0%

3.3%
4.8%

-0.4%

-3.2%
-4.6%

0%

15%

30%

基本不看 1小时以下 1-3小时 3-5小时 5-10小时 10小时以上

女性 男性 女性-男性

15.6%

21.9%

34.4% 34.1%

40.0%

0%

23%

45%

基本不看 1小时以下 1-3小时 3-5小时 5-10小时 10小时以上

1年以下 1-3年 3-5年 5-10年 10-20年 20年以上

 “时间消费代表真爱”，二次元用户每周观看动漫时长占比较高的有1-3h、10h以上和3-5h，占比分别为23.9%、

23.3% 、22.3% ；“基本不看”的占比为5.7%。

 从性别来看，男性每周观看动漫的时间更多一些。男性每周观看动漫时长5h以上的占比高于女性；女性1-3h占比高于

男性。

 宅龄越长每周观看动漫时长越长的占比越高；宅龄1年以下用户每周观看动漫3h以下的占比较高，四成宅龄20年以上

用户每周观看动漫3-5h。

微博二次元用户人群属性2

N=3017，数据来源：2017微博二次元用户调研



10.0%
9.6%

9.3%

8.8%
8.6%

小S 蔡康永 王菲 黑人建州 孙俪

一代明星一代‘粉’

00后 90后

70及
之前

80后

19.7%
18.2%

16.8% 16.0% 15.6%

白敬亭 谭松韵 刘昊然 TFBOYS 吴磊

1.9%
1.4% 1.2% 1.2% 1.1%

冯小刚 孙红雷 王宝强 黄渤 杨澜

38.0% 37.6%
33.1%

30.2% 29.8%

张一山 薛之谦 陈伟霆 吴亦凡 迪丽热巴

泛二次元用户在明星粉丝中的占比

微博二次元用户人群特征2
 二次元用户喜爱的明星具有年代感，较为关注同龄的明星；

 从时间延续来看，二次元用户关注喜欢后会一直保持，表明明星可以持续影响着这群粉丝。



二次元用户走向成熟

00后 90后 80后
70及
以前

明星、网红、美食
汽车、运动健身共同

热门兴趣

突出兴趣 电视剧、情感、音乐 教育 股票、育儿、体育 军事

微博二次元用户人群特征2
 明星、网红、美食、汽车、运动健身等二次元用户的主要共同标签；

 但也存在一些差异，比如00后在电视剧、情感、音乐上兴趣更为浓厚；90后教育标签明显；80后则对股票、育

儿更为在意；70及以前在军事上更突出。



50元以下, 

16%

50-100元, 

15%

100-200元, 

12%

200-500元, 

7%

500元以上, 

4%

67%
学生

在动漫周边付费过用户比例达55%

55%

消费100元以下用户中67%是学生

N=3017，数据来源：2017微博二次元用户调研

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城市

7.3%

4.0%

3.4%

2.3%

2.3%

2.2%

1.8%

1.8%

1.6%

1.6%

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重庆

深圳

杭州

武汉

苏州

天津

付费用户

70%

63%

80%

微博二次元用户人群特征2
 二次元用户颇具消费潜力，调研结果显示，在动漫周边消费过的二

次元用户比例超过五成，消费100元以下用户中三分之二为学生；

 二次元用户主要分布在北上广、成都、重庆、苏州等经济发达城

市；



音乐

游戏

衍生品

美女

时尚 电影

美妆

美食

综艺

cosplay

电商

搞笑

电视剧

动漫

文学

微博二次元声量强势崛起，用户逐渐辐射更宽领域2
泛二次元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是二次元文化影响力增强的必然结果。海量的“泛”用户成为联动以泛娱乐行

业为主的其他各垂直领域的重要节点。

微博泛二次元用户

189,000,000



1.市场的号召领跑者的能量
——微博二次元KOL用户分析



头部用户领衔二次元文化的良性发展3

KOL账号 3.0万+       

覆盖粉丝规模 2.4亿+
以动漫为核心的二次元文化圈，头部

用户在微博二次元文化生态链条中始终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二次元头部用户主要由动漫

资讯、原创作者、漫音CV以及Cosplayer组

成，借助于微博平台，其不仅能够快速满足

圈内广大粉丝的消费需求；同时也扮演着连

接动漫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桥梁的角色。



头部用户领衔二次元文化的良性发展3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Coser 漫音cv 动漫作者 动漫周边及其他

微博二次元头部用户角色分布

部分头部用户同时承担多个角色，比如，

12%的Coser同时是漫画创作者或是是漫音

CV扮演者等。



3 18-30岁用户群是二次元头部用户的主力

 分年龄来看，80%的头部用户集中在18-30岁之间。

 对微博二次元头部用户进行分析：头部用户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占比66%)；主要分布在广东、上

海、北京等省市(占比38.6%)。此外，港澳台及海外用户占比达13%；

二次元头部用户地域分布二次元头部用户年龄分布

17.2%

36.8% 35.7%

6.9%

3.4%

18岁以下 18-22岁 23-30岁 31-40岁 41岁及以上

1线城市, 35%

2线城市, 31%

3线城市, 13%

4线及以下, 

7%

港澳台及海外, 13%



3 覆盖辐射粉丝规模达2.4亿

 二次元头部用户辐射粉丝规模达2.4亿；

 粉丝主要以男性为主，占比达54%；年龄上，对各年龄段粉丝都有着不错的影响力。

二次元头部用户粉丝年龄分布二次元头部用户粉丝性别分布

男性54%

女性46%

16.8%

27.4%

37.3%

12.7%

5.7%

18岁以下 18-22岁 23-30岁 31-40岁 41岁及以上

辐射粉丝规模达 2.4亿+



3 头部用户在行业内的领军作用凸显

头部用户对微博二次元领域发挥着明显的领军作用。数据显示，2017年二次元头部用户发博量4696万

条，博文被阅读量高达2873亿次。

阅读量

2,873亿次

发博量

4,696万条

被评论量

1.68亿次

被点赞量

8.16亿次

被转发量

3.60亿次



3 微博短篇漫画受用户关注度较高

2017年头部用户博文阅读量最高的博文

图文类博文是二次元头部用户最主流的博文形式。

对头部用户阅读量最高的博文内容进行分析，图文类博

文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短篇漫画的格式需求，而微博则是

最大程度上满足了该类漫画的传播需求的重要通路。

二次元头部用户的博文形式

69.4%

25.3%

11.2%

1.0%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含图片 含链接 含视频 含音乐

2016年

2017年

阅读量1.9亿次

阅读量1.1亿次

阅读量1.0亿次



1.市场的号召文本的解析
——微博二次元博文内容分析



4 二次元用户钟爱经典，同时也追新番作品

2017年1-11月提及次数
最高的十部作品（万次）

930

459

451

449

434

329

312

307

253

243

全职高手

钢铁侠

海贼王

蜘蛛侠

银魂

蜡笔小新

美少女战士

神奇女侠

火影忍者

19天

930

158

63

33

33

20

19

19

17

16

全职高手

刀剑乱舞

血色苍穹

少年锦衣卫

猫仙生

宝石之国

如果历史是一群喵

科学超能方法论

齐木楠雄的灾难

左手的世界

2017年1-11月提及次数
较高的新作品TOP10（万次）

2017年二次元用户提及次数

最高的作品中，经典动漫依然遥遥

领先，粉丝基础非常强大；不过从

新番作品的提及来看，其提及量也

不低，意味着用户也在追逐新作品，

部分新作经过时间的沉淀也会成为

经典。



4 国产原创与日韩作品平分秋色

对微博热议TOP100的动漫作品进行分析：日韩动漫(日本为主)与国产原创动漫均受到微博广大用户的

积极关注。而就博文热议情况来看，日韩动漫(日本为主)的受关注程度更高。

2017年热议动漫TOP100作品
来源分布

国产原创

23.8%
日韩动漫

59.4%

欧美动漫

16.8%

2017年热议动漫TOP100博文
提及分布

国产原创

50.0%

日韩动漫

44.0%

欧美动漫

6.0%



4 不同用户属性的作品偏好存在一定差异

0% 20% 40% 60% 80% 100%

国产

日韩

欧美

男 女

性别

年龄 与日韩作品相比，女性用户对欧美及国产作

品的偏好度相对高一些；

 16-22岁用户对日韩动漫作品的关注度较

高，欧美漫画受23-28岁用户关注度相对较

高；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1岁13岁15岁17岁19岁21岁23岁25岁27岁29岁31岁33岁35岁37岁39岁

国产 欧美 日韩



4
各动漫作品受众人群学历占比份额

女性用户的参与度普遍较高。但以《火影忍者》、《海贼王》为代表的热血类漫画，以及《阎王不高兴》为代表的国漫

作品受男性用户关注度程度相对较高。

学历来看，大学及以上学历仍是热门话题的主要受众。《给我来个小和尚》、《吾皇巴扎黑》颇受高等学历用户的垂青

，在初、中等学历用户中相对逊色，但 如《阿松》、《冰上的尤里》 在初中等学习用户中具有较高的人气。

各动漫作品受众人群性别占比份额

0.0%

30.0%

60.0%

90.0%

高等学历 中等学历 初等学历

19天 阿松 冰上的尤里
非人哉 给我来个小和尚 海贼王
火影忍者 吾皇巴扎黑 阎王不高兴
银魂

31.8%

34.5%

35.3%

25.3%

49.3%

34.7%

23.7%

45.3%

51.3%

33.3%

68.2%

65.5%

64.7%

74.7%

50.7%

65.3%

76.3%

54.7%

48.7%

66.7%

19天

非人哉

给我来个小和尚

吾皇巴扎黑

阎王不高兴

阿松

冰上的尤里

海贼王

火影忍者

银魂

男 女

各动漫作品受众人群属性分析



4
各动漫作品的受众主要集中在15-28岁之间。但不同动漫作品的受众在年龄分布上的差异较为明显。《冰上的

尤里》的受众中，18-21岁的用户参与度较高；《海贼王》与《火影忍者》则分别在25-27岁与22-25岁之间保持着较高

的受众比例。15-17岁的受众对《阿松》的关注度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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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动漫作品受众人群属性分析



4 各动漫作品受众人群属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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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天 阿松 冰上的尤里 非人哉 给我来个小和尚 海贼王 火影忍者 吾皇巴扎黑 阎王不高兴 银魂

各类动漫作品参与人群在各省份的分布大致趋同，但也呈现出一些差别：与其他作品相比，《阿

松》在上海、港澳台及海外地区的热议度相对较高，而在其他各省份的表现差强人意；《给我来个小

和尚》在广东的受关注度相对较弱。



4 有案可稽：小拳拳捶打胸口

小拳拳捶打胸口

2017年1月底，一段“小拳拳捶打胸口“的配音在微

博平台快速走红。从此，小拳拳捶打胸口快速成长为最新

的网络用语之一。而”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版的配音视

频，则是该用语火爆过程中的一股“泥石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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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案可稽：小拳拳捶打胸口

水浒版“小拳拳捶打胸口”博文传播分析



1.市场的号召研究说明



0 研究说明

 微博数据中心是基于新浪微博大数据，进行

数据分析、挖掘、处理等工作，与多个知名院校

、企业、政府机构进行了多次深度合作。作为数

据解决方案的提供方，微博数据中心是数据合作

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搭建一个大数据

服务平台，满足各方大数据服务需求。

 中心自成立以来，与微博各垂直领域保持密

切合作，从数据的视角对各行业进行分析研究，

并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支撑。动漫领域作为微博

数据中心最早关注的垂直领域，2015年，微博数

据中心与新浪动漫联合推出“亚洲动漫榜”，成

为国内动漫品牌传播的重要参考。

传播分析

热议分析

用户结构

用户粘性

口碑分析

舆情管理

潜户挖掘

匹配推荐

策略建议

品牌研究

我们能做什么？



总结：正确运用微博官微，可为企业带来新的价值。0 研究说明

本报告为新浪微博数据中心制作，由新浪技术（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享有完整的著作权。报告中所有的文字、数

据、图片、表格、均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及相关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著作权保护。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

基于任何商业目的使用本报告中的信息（包括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如果用户在非商业、非盈利、非广告的目的时需要引用报告中

内容，需要注明出处“微博数据中心”。

研究说明

法律声明

本报告以定量分析为主，运用了对比分析、交叉分析 、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

报告中的数据来源一：微博数据中心，经过层层的筛选，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监测时间：2017年1-11月

二：i调研，微博二次元用户调研，有效样本量共3017份；调研时间：2017年11月

微博行业发展部分详细内容，请参看微博数据中心发布的其他具体行业报告。

微指数访问地址：http://index.weibo.com 微报告访问地址：http://data.weibo.com/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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