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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春节期从今年春节期间间，《，《我在八零年我在八零年
代当后妈代当后妈》《》《大过年的大过年的》》等微短剧爆等微短剧爆
火火，，到全国两会到全国两会，，多位代表委员热议多位代表委员热议
微短剧的发展微短剧的发展，，可以说可以说，，以以““短短、、平平、、
快快、、爽爽””为特点的微短剧为特点的微短剧，，已成为影已成为影
视行业最大的风口视行业最大的风口。。

从原先的野蛮生长到朝着专业化、精品化的路径发展

让横店变“竖店”的微短剧
正在向流量要质量

2024年3月14日，浙江金
华，横店影视城，微短剧剧组在
拍摄古装主题短剧。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伴随着微短剧行业一路“高歌猛进”，质量良
莠不齐、盗版情况严重、诱导消费等问题也日渐
暴露。3 月 21 日，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通报
称，网络微短剧《老师不要跑》存在剧情低俗，台
词、画面、情节涉及严重软色情等违规情况。此
前，短剧《黑莲花上位手册》等剧因渲染极端复
仇、以暴制暴的不良价值观而被下架。

“微短剧既是行业的风口，也对于公众有重

要的影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张颐
武认为，微短剧未来可期，需要社会各方的支持
和正向激励。应当珍惜微短剧的发展活力，珍
惜它的发展环境和机遇，共同保护创造空间和
想象力的空间，推动整体行业取得更大的发展。

据了解，2022年底，广电总局发布《进一步加
强网络微短剧管理实施创作提升计划有关工作
的通知》，推动网络微短剧传播秩序持续规范、内
容质量稳步提升。2023年11月，广电总局宣布
多措并举持续开展网络微短剧治理工作，包括加
快制定《网络微短剧创作生产与内容审核细则》，
研究推动网络微短剧App和“小程序”纳入日常

机构管理等。
“微短剧行业想要长久发展，要走出投机的

误区，不要被商业利益过度绑架，尽快摆脱低层
次的同质化竞争”，孙佳山认为，微短剧的高质量
发展，不能仅靠外部监管，行业自律非常重要。

监管之外，相关部门也出台多项举措，推动
微短剧提质提量。

“微短剧已经不是蓝海，而是非常红的红
海。”快手文娱业务部剧情业务中心负责人于轲
直言，2024年，微短剧行业的竞争只会更加激烈，
市场也将更加规范。

来源：工人日报

从高流量向高质量转变

刚刚“入坑”微短剧不到一个月的王慧，已经
在短剧平台上充值300多元了。今年49岁的王
慧是一名会计，在她以前的观念里，短剧“无聊还
浪费时间”，可在一天晚上失眠，从抖音平台刷到
一条短剧视频后，便改变了看法。“太上头了”，王
慧告诉记者，现在她看的剧主要是“情感”和“复
仇”主题的，“虽然很多短剧表演浮夸，有时候我

也能猜到剧情的走向，但还是会控制不住往下
看，看完一部剧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起初，为防止自己上瘾，王慧只单集单集地
购买，但没看多少就又让充钱，不知不觉几百元
钱就花了出去。

记者在短剧平台上看到，为吸引观众充值，
很多短剧前十几集是免费的，而后才开始收费。
有时候即便充值了会员，有些特别的剧集还需要
单独购买。

王慧的女儿告诉记者：“短剧已经剥夺了妈
妈的睡眠时间和金钱。”

很多人和王慧一样，刷短剧是从刷短视频平
台开始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
显示，微短剧受众规模大，最近半年内，50.4%的
短视频用户看过三分钟以内的微短剧、微综艺、
泡面番(长度在3~5分钟的动画短片)。

短剧为何如此出圈？微短剧制作人天宇认
为，对于受众而言，“短平快爽”是受众喜欢看
短剧的因素之一，“短剧出现的3年多时间里，
观众开始出现了审美疲劳，强调‘爽点’的男
频内容减少，而强调情感的女频始终占据一定
市场。”

吸睛又吸金的“电子榨菜”

艺恩数据显示，仅 2023 年，就上线微短剧
1400多部，连续两年同比增速超过50%；全年微
短剧备案量约3000部，数量蔚为可观。

“用业内话来说，横店已经变成‘竖店’了，很
多地方都能看到正在竖屏拍摄短剧的剧组。”刚
刚结束一部微短剧拍摄工作的冯白告诉记者，现
在在各大影视基地，短剧剧组一个接一个地入
驻。

冯白是一名在校研究生，兼职参与微短剧制
作已经3年，主要负责剧组统筹。“每部剧从筹备
开始到拍摄结束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拍摄
的时候，每天的工作节奏是早7点到晚9点，这和
很多短剧剧组比起来已经算低强度了。”

冯白告诉记者，短剧的“短平快”更体现在短

剧制作上。短剧拍摄虽整体制作流程与电影、电
视剧别无二致，但它投入低，制作周期短、资金回
报更快，剧组在人员、规模等方面也都尽可能压
低成本。许多短剧编剧为了省钱，会选择在校生
兼职编剧。有时候剧组缺演员了，冯白还得上场
充当“路人甲”。

主演过《哎呀！皇后娘娘来打工》等爆款短
剧的演员徐艺真此前曾表示，以前拍短剧可能不
太需要场景，就在路边、街边拍，剧本围读也只有
男女主角参与，而现在，随着观众审美升级，场
景、道具、服装等都在进步，每次开拍前，演员们
都会参与到剧本讨论中，提出一些想法，让人物
更饱满。

“经过几年的发展，明显感受到，短剧的制作
从原先的野蛮生长向着专业化、精品化的方向发
展。”从制作角度看短剧的发展，冯白对短剧的未
来抱有十足的信心。

目前，包括华谊兄弟、柠萌影视在内的大批

专业影视机构正在进入微短剧市场，加大微短剧
投入。抖音也宣布将携手20余家媒体共同打造
精品短剧。

3月29日，由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正午阳光、
腾讯视频共同发起的微短剧创作者支持计划
——“寻光创投计划”宣布正式启动。三方将在
题材策划、创作指导、制作拍摄、播出运营、宣推
推优等全链条上提供支持帮助，为广大创作者搭
建一个多元、开放的创作空间。

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副研究员孙
佳山在接受《工人日报》采访时表示，专业影视机
构进场做微短剧，不是简单“分蛋糕”，而是共同
做大微短剧市场。专业影视机构能为行业带来
更多资源和专业化运作经验，这既能提升微短剧
的整体品质，又能进一步延长影视 IP 的生命周
期。如电影《消失的她》《孤注一掷》都推出了衍
生微短剧，不仅增强了观众黏性，还延长了IP的
生命周期。

专业机构进场制作微短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