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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数字阅读技术的快速兴起，传统漫画业也逐步摆脱原有以纸质媒介为载体的传播方式，辅

以互联网+、大数据运营等技术的崛起，衍生出一系列以漫画为首要内容的APP。快看漫画自上线以来备

受关注，其能在同类型漫画应用软件中脱颖而出，依托原有的高质量作品外，其自营IP生态圈的打造以

及用户社群文化圈层的设立都处于行业开辟者的地位。本文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对快看漫画APP进行探

寻，以期寻求其阅读IP生态圈营造方式并探寻用户社群文化圈层在IP打造中的作用，并对快看阅读平台

的IP形象打造与维护以及稳固用户群体提供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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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rise of digital reading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cartoon industry has 
gradually got rid of the original communication mode based on paper media. Supplemented by the 
rise of Internet+, big data operation and other technologies, a series of apps with comics as the pri-
mary content have been derived. Kuaikan Comic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since its launch. It can 
stand out in the same type of comic application software. Relying on the original high-quality works, 
it is in the position of a pioneer in the industry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its own IP eco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ser community culture circle. Through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 of Kuaikan Comics, in order to find the way to build its reading IP ecosystem and explore 
the role of user community culture circle in IP building, and provides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for 
the building and maintenance of the IP image of Kuaikan reading platform and the stability of user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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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期漫画业是一种二维视觉静态图画艺术，画家从政治事件和生活中取材，以简单而夸张的方式描

述生活或时局的画面，采用夸张、象征以及比喻的方式，达到讽刺、批判或者赞扬的效果，常常刊登在

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介上。 
1947 年，漫画《新宝岛》的出版代表漫画发展真正进入现代漫画节点，因其漫画突破性地将电影拍

摄技巧成功运用于漫画创作之中，使得漫画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关键性突破，与早期漫画业相比，现代漫

画在形式、风格、内容、思维等方面更为多元化，在意识形式和审美趣味上也愈发多样化，因此现代漫

画也被称为新漫画。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攀升，现代漫画从原有的纸质媒介转化为电子媒介，步入了数字化发展的新阶

段。全新的媒介形态和媒介矩阵促使传统漫画产业链变动，2015 年，网络漫画成为漫画业发展的新趋势，

快看漫画、腾讯动漫等平台的上线使得中国漫画业迎来颠覆性变革。快看漫画首先以“Z 世代”为主导，

以圈层文化为指引，再结合其特有的 IP 产业链为方针，快速抢占市场，已成为当前最具有影响力的数字

漫画平台。 

2. 快看漫画的概念探讨 

快看漫画上线于 2014 年的付费网络漫画平台，以“给世界带来快乐和动力”作为品牌宣传旗帜，致

力于打造和培育新一代创作者，重视高质量、高水平、有温暖的作品内容开发。根据官方网站的公开信

息显示，快看漫画目前截止已拥有超过 3.4 亿用户群体，月用户活跃度超过 4000 万，5000 多名漫画作者

投稿超过 8000 部原创作品，合作内容提供厂商 200 余家，海外作品多以日韩为主。快看漫画活跃用户超

过市场第二名到第六名总和，市场占有率超过 50%。迄今为止，快看的漫画业务已实现盈利，总收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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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每年都保持 50%以上的增长。 
快看漫画的受众群体致力于 17~25 岁青少年群体，“Z 世代”(95)后用户占比在 90%~94%之间，产

品月活跃度近 5000 万，创下历史新高。快看漫画在融资完成之际也正式启动“双十亿”创作扶持计划，

即在未来三年中投入 10 亿元来支持原创漫画业务，另外投入 10 亿元携手合作参与漫剧的制作。从历年

融资来看，快看已经将 8 轮融资收入囊中，融资金额可观到令人眼红，最近一次融资为今年 6 月份，由

SK 电信、LG 等几大韩国财团出资设立的 One Store 公司投资的 1000 亿韩元(9000 万美元)。而除 One Store
之外，其背后还有腾讯、字节跳动、红杉资本等知名投资机构。 

快看漫画还为社群用户提供从新人创作者到达人创作者的培养计划，正如宣传语那样“让创作更快

更好地发生”。 
2021 年 8 月 5 日，“快看漫画”正式改名为“快看”，郑重宣布打造“超新 Z 世代”社区。“超新

Z 世代”也就是 2000 年后出生，比“Z 世代”更为年轻的一代人，他们不仅乐于消费内容，更乐于创造，

以此来形成快看独有的社区氛围和文化。 
由此可见，快看漫画在占领行业龙头必有其可借鉴之处，尤其是传统纸质媒体和同类漫画 APP 在互

联网时代下如何将漫画 IP 价值最大化，以及如何利用 IP 形象和 IP 热度稳固受众群体、吸引线上用户，

尤其是如何打造一体化的 IP 社群圈域更具有借鉴意义。 

3. 快看漫画社群 IP 生态圈营造 

3.1. IP 氛围初始形成：社群圈层导源，提高 IP 热度 

“社区”是指以热门话题为类别的圈层小组，内容设计和架构思路以贴吧为模板，呈现方式主要以

简单易懂的图像为主，以用户的切实使用感为前提，使得其可以在各自感兴趣的内容话题下发布自己的

观点、看法和建议，以吸引同好来进行互动，是一种集创造性、互动性、娱乐性为一体的新形式漫画社

交平台[1]。 
快看漫画板块分类众多，以漫画为基础的社区板块足足有十一个内容分区。每一个分区代表了不同

类型的社区，各个社区用户为社区主题的 IP 形象打造提供了庞大的用户基础与市场潜力。 
以快看漫画的“推荐”内容板块为例子，该内容板块以私人定制化的服务形式提供用户个性化的推

荐，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对不同类型漫画的喜好程度进行设置，从而最优化自己的使用效率，且推荐的

内容均为该栏目热度最高的漫画。以“青春”内容题材推荐的漫画而言，《你曾经爱我》受到 633 万关

注、《六月的不期而至》受到 615 万关注、《合法同居》受到 612 万关注等。 
快看漫画利用受众的喜好度对相应漫画进行快速分类，使得同质类作品更容易抓住其用户群体，用

户群体追更、订阅此漫画的同时，也为漫画本身和平台带来了庞大的流量，进一步催生其原型 IP 的传播

与初始萌芽。 
《你曾经爱我》作为快看漫画的首发青春题材类漫画，自序幕获得了 2 万的用户评论，用户通过阅

读漫画唤起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促使线下圈层情感链接开始交融。其次，用户通过发送弹幕以及留言

的方式，进一步促使线上圈层雏形的勾勒。用户在数字平台留下的痕迹也为虚拟人际关系的构建提供了

渠道，快看漫画通过设置不同的分类栏目区分受众，各个栏目的受众因趣缘联系，因其具有相同感兴趣

的话题和目标，使得其对该栏目以及该栏目的受众产生群体归属感，同时每个栏目有话题榜，用户通过

话题榜可以增强该栏目的热度，以吸引更多的流量和其他受众群体的关注。 
在这一过程中，用户以旁观者的身份初步进入 IP 形象打造的圈层中。圈层中的用户对该作品 IP 引

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同时，又会对该社区打上自我认同的标签，完成 IP 受众圈层的初步塑造。同时，该社

区内用户的个人见解、读者评价逐渐成为社区群体身份的象征性旗帜，被该群体内的受众所推崇，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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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客体的阅读痕迹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观念的变化。因此，人本主义开始兴起，生产者和传播者以及作

者空前关注受众的需求和喜好程度，这就导致漫画本身不再只是获得知识的媒介，更是一种读者与文本

内容进行交流的工具。与此同时，用户以提供流量热度和圈层文化的雏形为 IP 向大众领域、影视领域以

及出版领域的扩张奠定了基础，为 IP 生态圈奠定了用户社群的基调，完成了初步的巩固。 

3.2. IP 生态圈雏形：超媒介叙事，提升 IP 辐射 

超媒介叙事由学者亨利·杰金斯于 2003 年首次提出，意在阐述相同叙事背景下，不同媒介之间相对

独立而又互文共生的媒介传播形态[2]。超媒介叙事的核心元素是多媒体平台相互联动与用户广泛参与的

环节。在超媒介叙事体系下，不同媒介具有特定功能，而多种媒介的协同作业又拼接出丰满的故事角色

和复杂的叙事世界，带给受众参与式体验，形成全新的衍生价值。从开始的《仙剑》系列游戏 IP 改编而

成的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崭露头角，到由网文《庶女明兰传》发行后的出版书籍改编而成的电视剧《知

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火爆全网，再到耽改剧《陈情令》收视与营销共赢的全新模式，从游戏、网文以

及出版媒介跨度到网络数字媒介，使得原有的媒介叙事功能通过媒介矩阵得到更深层次的扩张，在丰富

原有文本内容的同时，增强不同媒介平台的叙事效益，为 IP 剧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出路。 
快看漫画本身内容平台具有强大的流量，其作品《你曾经爱我》在获得其平台本身高热度的同时，

于 2019 年在厦门动漫游戏盛典初次开办线下图书签售会，推动单行本的发售。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

《你曾经爱我》在文化内涵上也表现不俗，豆瓣评分 8.1 分，获得了一众好评。相应衍生出的影视化短

片《你曾经爱我》的漫短剧每集的播放量大约在 4 万以上，获得了平台粉丝的喜爱。 
另一部知名作品《快把我哥带走》在影视化输出做得更为到位，该漫画还在连载中其用户关注度 846

万，社区浏览量 1 亿，参与社群讨论 14 万，最为突出的是在 2018 年快看漫画正式和万达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达成合作，推出了由张子枫、彭昱畅、赵今麦等新生代演员主演的电影《快把我哥带走》，猫眼评

分 9.0 分，淘票票评分 8.8 分，豆瓣评分 6.8 分，获得了广大受众的好评，最终累计票房达到 3.75 亿元，

取得了不俗的文化和商业成绩。 
在影视和出版的形式输出下，原有的圈层粉丝流入其他媒介平台进行该作品的宣传以及扩散，IP 潜

在的出圈模式已经造就，使得更多看过影视剧或者书籍的用户重回原有 IP的平台中进行二次加工和创造，

从而促使 IP 形象完成了由改造到深化的过程。 
社群中的原有用户和影视剧吸入的潜在用户对 IP 中人物形象和剧情构建进行再次讨论，使得该社群

的活跃度以及多元化再次攀升，在这一 IP 形象下的用户群可以分为：原著粉、漫改粉以及剧情粉等等。

其对于 IP 中人物的性格、爱好以及价值观重新赋予价值，为下一步相关 IP 文娱衍生物做好舆论以及场

景基调，实现了 IP 生态圈对于用户群体的巩固。超媒介叙事作为 IP 运营模式创新的重要策略，能够促

使作者与读者、制作人与观众、创作者和消费者之间相互交融，达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与共生，推动 IP 运

营价值的重构。通过多媒介领域对文本进行传播与解构，从而使 IP 中每个叙事文本都能对整体做出独有

的价值贡献，呈现全新的传播价值。 

3.3. IP 生态圈循环：用户共创文本，激发 IP 潜在价值 

IP 衍生作品也称为同人文或同人创作，意指志同道合者在原作或原型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化再生产活

动及其成果，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文字、音乐、短视频[3]。 
快看漫画中的 IP衍生作品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内容专栏开设了十多个频道，包含谷圈、cosplay、

手工、三坑、养娃、同人漫与同人文等等。依托于快看漫画平台本身的定制化推送，促使具有同样趣缘

的用户更为便携地接触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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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提到：“他们的着迷行为激励他们去生产自己的文本”。 
创作同人作品本身就是读者对原作者进行反馈的一种方式，因此 IP 衍生作品很容易在社区中引发激

烈讨论和共鸣。长此以往，以 IP 衍生作品为爱好的网络趣缘群体即同人群体逐渐形成，伴随着相关衍生

作品的不断涌现而持续性弥漫，增进原本 IP 的传播效率以及原有 IP 价值底蕴。 
这些 IP 衍生作品也获得了不俗的订阅和收看，《某天成为公主》的衍生作品专栏浏览量约 14 亿，

参与讨论 100 万，热门作品浏览量约 30 万。《成也萧何》的衍生作品专栏浏览量约 24 亿，参与讨论 190
万，热门作品浏览量约 1855 万。 

高热度的衍生作品也显示了用户群体对这一原型 IP 作品的喜爱以及追捧，作者的创作过程其实是作

者欲望的表露过程，作品终将有完结的时刻，但是该漫画社区内的用户群体对作品的期待以及喜爱并不

会及时消散。 
在阅读作品时，以读者为主的群粉丝体往往会对原作的人物设定、情节设计等搭建不同的剧情或者

情节换线，一旦原作停止更新或者故事发展偏离自己的构建框架，读者的文化需求就难以得到进一步满

足。在这一影响下，读者可以在社区内进行个人创作或者对作品进行二次加工，在原有的漫画中留下了

个人的痕迹的同时，也为该漫画的 IP 塑造了全新以及更深层次的文本意义的拓展。 
随着社会开放程度以及 IP 二次加工的浪潮不断攀升，人们的思想不断宽泛，文化的需求不断增长，

IP 衍生作品也会逐渐走向发展以及繁荣的道路。在这一前提下，原有 IP 在社群中完成了多元化的构建，

在获得了不同价值观的塑造后的 IP 更具有鲜活力和想象力，使得受众群体更加稳定地认同该圈层以及该

IP 的衍生以及原生文化属性，为下一步的社区热度变现、IP 经济符号化奠定基础。 

3.4. IP 重回平台：周边经济符号化，IP 产业链回归社区 

IP 周边产品，又称为动漫产品、设计玩具或者二次元衍生周边，由设计师创造 IP 形象，赋予其意义，

将其立体化、概念式地呈现出来，其内容包含盲盒、手边以及周边等其他类型的玩具。随着“95 后”、

“00 后”逐渐步入社会，消费市场迎来了全新的发展，“Z 世代”的年轻人更加注重体验式消费、悦己

式消费以及个性化消费，快看漫画主打的受众群体正是“Z 世代”的年轻受众群体，其更为贴合年轻人

的价值观以及消费需求。 
深入采访到一位资深快看周边用户这样评价道：“我最早入坑也是看漫画，慢慢地漫画内容已经

不能满足我的精神需求，相关周边产品也不断出现，最初购买也是被那种刺激感所吸引，后来变成了

收集，遇到自己喜欢的人物、喜欢的造型、喜欢的设计，我就会一整盒抱回家，摆在玩具展示柜子里。

我之所以会不断购买周边产品是因为在物质生活水平到达一定程度后，我会希望在精神层面也能得到

一定的满足，对于我个人而言，收集周边不仅是单纯的消费符号，也是与同龄人或者同好人之间的一种

交流方式”。 
根据快看漫画新一季度二次元周边售卖分析报告显示，快看漫画周边售卖占比从 2017 年 11.18%增

长到 2020 年的 19.17%，从消费群体来看，95 后是潮玩市场消费的主力军，相比费用同比增长 189.7%。

可见新一代用户群体对相应周边产品的购买力强盛。在这一环节中，快看社群的同人创作产品也具有一

定程度上的商业价值，如观赏类的周边 GK (GARAGE KIT)模型和 PVC (人形)、服饰、文具等等。 
快看漫画通过周边售卖使得用户群体重回平台本身，三次元(现实)的消费群体通过快看漫画 APP 完

成对周边产品的购买行为，快看平台根据用户购买行为推送不同的社区话题，从而诱使用户进入相关社

区，社区内的 IP 形象和 IP 价值又会重新塑造单纯购买行为用户的价值观念，从而使得原有的 IP 传播具

有强效性和纵深性，推动三次元中游离的受众加重对这一 IP 形象的构建，完成了该 IP 商业与文化价值

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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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快看 IP 产业链未来展望以及建议 

4.1. 社群模块的细分定位与深度挖掘 

德弗勒曾经提出的媒介依赖理论，表明媒介在满足受众的需求时，受众会形成对媒介的依赖性。社

区的严格分类以及用户在社群中所获取的情感共鸣会促使用户重构对该平台的认知——即用户认定其为

优先级的漫画平台。 
用户的定位以及社群圈层也有赖于平台的算法推荐，平台对用户年龄、性别以及喜好类型的不同可

以快速实现社群分层与归纳。 
快看漫画 APP 的目标受众是 95 后和 00 后，对于目前的 95 后，甚至对于全年龄段的用户群体而言，

比较偏向于内容剧情转折，男生倾向于喜欢热血、动作类题材的漫画；而女生倾向于喜欢青春、穿越类

题材的漫画。快看漫画 APP 在社群定位和分类上应该在投其所好的程度上提高漫画作品本身的原创性和

逻辑性，将社区分层与 IP 形象定位更为细化。 
在社交互动性方面，快看漫画可通过漫画实时弹幕、社区表情包等方式实现用户与作品的有声互动、

玩家和漫画改编游戏场景互动以及粉丝和作者吐槽式互动完成了该漫画 IP内容进行二次构建和深度加深。

在这一环节中，实时弹幕拉近了受众和作品间的连接，用户对作品内容进行自我满足的同时，也与其作

品的文本情感反馈得到了更深层次的社交，即娱乐、社交和阅读数据三方面构建，形成了 IP 效益最大化，

增强受众对该 IP 的用户粘性。 

4.2. 社交互动关系的优化和构建 

目前，快看漫画 APP 的“快看”社区运营不够明晰，内容过多，且集中展示在社区首页，每当用户

点进去时候，都能接收到海量的信息和各种小圈子内容，弊端显而易见，无法快速且明晰地搜索到自己

想要的内容，对社区的使用感下降无一不是重创其用户体验度。因此，快看漫画 APP 的“快看”社区的

设立务必要做到快捷、简单、好操作，让用户能够迅速找到其想要了解和订阅的内容，从而培养用户对

该平台的情感链接。 
因此，其他阅读行业平台也应增加动漫咨询和教学板块，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来挑选国内、日韩、

欧美等最新的动漫资讯，实时更新，可以通过邀请该平台有人气的作者进行教学，甚至设立直播间进行

教学与读者实时互动。条例化的分栏模式能够在快速满足受众对作品的价值导向、优化用户使用体验的

同时，增强了对该平台的依赖性。 
数字平台的发展使得私密阅读行为开始从书房式的实体空间转向个体式的虚拟空间，各种数字阅读

平台的出现使虚拟式的书房成为流行的阅读场所[4]。 
在快看漫画中存在着许多用户的自我文本的展示，即用户的阅读时长、阅读数量以及阅读评论和用

户推荐书籍都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许可证，社区内的用户等级代表不同的身份，快看可以通过打造

用户阅读榜单这类型的方式使得漫画内容本身不再是单纯的文本属性，突出其地位属性，用户在这种情

境下，其发帖、浏览和关注不再是单纯地欣赏和阅读漫画，而可能更多的是想要获取自我管理和他者钦

佩的价值认同，促使用户无形中塑造其阅读行为，让自我阅读形象尽可能标准化，使得用户在该平台获

得“荣誉感”类的价值认同，在社群内增强个人自豪感，从而巩固用户粘性。 
总之，社区内容方面应体现实用性、便捷性以及多元化的趋势。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设立不

同的兴趣圈子，保证社区圈子拥有足够多的活跃用户产出相关 IP 衍生作品。与此同时，用户的二次加工

和内容再创作固然对于平台和作品十分重要。但是不足以支持 IP 的专业调性，所以平台的把关与选择要

格外重视，在改善社区运营框架的同时，也要激发普通潜在用户积极主动发布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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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整个社群生态圈的打造和完善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4.3. 文本价值的重塑与结构 

快看漫画目前大 IP 产品多以女性向情感类作品，最高人气 IP 是幽·灵姐妹的《快把我哥带走》，

该 IP 经过一系列的商业合作已有电影版和电视剧版，均获得了不错的反响。但现今，快看漫画 APP 因

承载过多的女性向恋爱漫画，剧情薄弱，完全没有建立能够改编的背景基础，且漫画篇幅不长，缺少一

定的戏剧化冲突。快看漫画 APP 想要在全媒体传播世代立足，务必要打造更多、更为持久输出的 IP 作

品。除了漫画本身短小的局限性，也应注重超长篇幅漫画的剧情以及故事构建框架。 
作者可以围绕 IP 建立其特有的世界观，补充新角色以及叙事背景、拓展元叙事的深度和广度，抑或

是在元叙事的设定下，针对各叙事碎片中未提及的信息，设计新的叙事情节，丰富和增加叙事碎片的内

容，促使作品 IP 主题泛化，即西游记 IP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衍生出不同年龄段的改编作品。 
同时，快看漫画也可以借鉴《阎王不高兴》的成功之路，挖掘中国的文化背景，从传统文化中挖掘

民族故事和民族风味，将神话传说、经典名著和民族节庆与当代新潮网络文化和动漫画嫁接。在价值观

念上融入本民族传统美德，在艺术创作上秉持中国特色古风韵味、含蓄而柔美的文化基调，在表现形式

上输出带有华夏符号的民族文化，如汉服、山水、戏曲、少数民族服饰等等，在无形中输出本民族文化，

将动漫产品演变为带有民族意义的文化传播符号，打造一体化、民族化与互动化的特色厂牌 IP——中国

的“迪士尼乐园”。 
IP 打造不仅要做好对作品的把控，宣传推广方面的工作同样要到位，文案的撰写要抓紧写作的特点，

将特点描述成独一无二的卖点，以迎合市场和大众需求。 
“酒香不怕巷子深”，快看漫画平台应着力建造全新一体化的 IP 产业链并积极主动扩展国外市场，

与国外优秀的动漫作品竞争，取长补短，提升平台漫画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最大程度上实现 IP 质量

和商业价值的双重升级。 

5. 结语 

互联网时代和全媒体矩阵的形成意味着中国漫画行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我国相关政策的不

断完善、政府多年来扶持动漫业的改革与创新，二次元文化受到“Z 世代”的追捧，动漫业衍生产品在

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在这样的大环境背景下，快看漫画 APP 抓住了时代的浪潮，目前快看漫画作为行

业巨头，自身的优势显而易见，同时也要防患于未然，给予其他同类漫画 APP 相关建议和转型出路。 
新时代新征程，全球经济大环境低迷，市场投资回归于理性，投资者对于项目内容以及内容创意格

外重视，质量低下和千篇一律的作品难以受到市场和受众的喜爱，快看漫画作为行业巨头应抓住机遇，

全方位、全媒体、全矩阵分布，力图与其他动漫平台一起打造属于中国的“功夫熊猫”乐园，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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