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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睛又吸金

“看上瘾了！”“太上头了”“凌晨4点都不睡！”
“根本停不下来！”……这是众多观众在谈起刷微短
剧时的描述。微短剧通过各种环环相扣的剧情吸
引观众，剧情每到关键时刻就戛然而止，令人想立
刻知道后续的故事发展，就这样观众不知不觉深陷
其中，看完前面免费剧集，忍不住就会购买收费剧
集或者充值会员。

不仅青年人是微短剧的受众，老年群体也被
“套牢”。今年已经76岁的吴彩萍（化名）平时就爱
看各种微短剧打发时间。吴彩萍的女儿发现，母亲
不仅每天痴迷追剧至深夜，甚至每月花费大几百在
付费上。“微短剧用悬疑、冲突感吊起他们的胃口，
老年人不懂得识别正规平台，平台商家默认勾选

‘自动开启下一集’，不知不觉间钱就花出去了。”吴
彩萍的女儿说。

前不久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发
布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截
至2023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74
亿，网民使用率98.3%，短视频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为
151分钟，网络视听市场规模超1.15万亿元。数据
显示，经常观看微短剧的用户占比达39.9%，2023年
其市场规模近400亿元，今年其市场规模预计还将
大幅增长。

今年开年，“微短剧春节档”的概念横空出世，
在《我在八零年代当后妈》等微短剧接连刷新行业
纪录后，原本就火热的微短剧赛道竞争更加激烈。
据不完全统计，超过800部作品竞逐“春节档”，创下
了8天8亿元的市场纪录。

如此受欢迎的微短剧魅力何在？
从市场上看，网络微短剧主要有两类：其一，爱奇

艺、优酷、腾讯等长视频平台上播放的横屏短剧，每集
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其二，则是在抖音、B站、腾
讯、快手、小红书、好看视频等社交平台或小程序上播
放的竖屏短剧，有人因此简称为“小程序短剧”。

如果说“爱优腾”的横屏短剧依然在很大程度

上沿用了长视频的制作和传播范式；那么，小程序
短剧的最大特点，则是将微短剧的“短”做到了极
致。每部剧集几十集乃至上百集，但每集的时长为
1分钟左右，有些甚至只有几十秒。由于时长极度
压缩，这类微短剧从前期的内容策划到拍摄制作，
直至最终的宣发播放，耗时往往只需一个月。

小程序微短剧的另外一个特点，则是彻底改变
了传统长视频追求横屏观看的审美习惯，转而采用
竖屏的制作方式，从视知觉的角度看，横屏的宽高
比，不仅契合人眼的认知视野，而且可以更好地呈
现出世界景观的丰富性。不过，一项关于MOVR
移动设备研究报告指出，“用移动终端观看视频的
手机用户当中有94%的人是使用竖式的方式来观
看视频的。”在这个意义上，观看长视频时，观众尚
有可能接受耗费一定的时间，从日常使用的竖屏模
式，切换到横屏模式，以获得更好的观影体验；但
是，在观看微短剧时，尤其是只有几十秒时长的微
短剧时，观众显然难以接受还要耗费数秒甚至更长
的时间去切换模式。因此，竖屏固然不如横屏那样
具有丰富的视觉元素，但却能够无缝衔接观众手机
的日常使用模式，方便观众在观看短剧的同时，在
手机上处理日常事务。于是，在网络微短剧领域，
竖屏短剧的声势和影响力日益壮大。拍摄制作微
短剧的横店影视城，甚至因此被人戏称为“竖店”。

可以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观众审美需
求的多样化发展，微短剧作为新型影视形式乘风崛
起，以爆发式增长态势迅速激活短剧市场，为影视
行业带来新活力。

纷纷“入局”

强大的吸金能力吸引了大量创作者、机构、平
台涌入微短剧赛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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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冯白对短剧的未来抱有十足的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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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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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副研究员孙佳
山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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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是专业机构进场制作微短剧，各地也都入
局发展微短剧。以山东为例，在2022年开始入局微
短剧行业的独立导演张子川看来，山东的微短剧行
业已经初具规模，特别是在青岛，微短剧行业发展
所需的人才、设施、平台方等都已经很完备，初步形
成西海岸东方影都、城阳原流亭机场航站楼短剧基
地、即墨天泰山艺文小镇三大微短剧创作基地，山
东的微短剧行业即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走向精品
化和行业融合的道路。

向高质量转变

微短剧因为低门槛和低成本，一些负面现象时
有出现，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个别作品制作粗
糙、恶性市场竞争、版权保护意识淡薄等问题频出，
给微短剧市场带来干扰和阻碍。如何采取积极措

施，充分激活市场优势，推动其良性发展，成为当前
微短剧行业亟须解决的痛点难点。

“目前的微短剧虽然看起来题材多样，有穿越、
重生逆袭、小说改编等，但内容仍较为同质化，部分
视频存在大量‘土味’‘狗血’内容，并且盗版、侵权、
宣传不良价值观的问题屡见不鲜。”从事影视制作
的资深人士杨昕珏告诉记者，她认为，微短剧市场
亟待规范并创造更多不同题材的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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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1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提出加快制
定《网络微短剧创作生产与内容审核细则》，强调对
网络视听平台和制作机构的政治引领，对微短剧内
容的创作、生产、审核等前端环节进行严格把关。
这是微短剧市场管理制度的顶层设计。

近两年，《去有风的地方》热播带火了云南旅
游，《繁花》让上海黄河路重现沪上繁华，“影视+文
旅”跨界联动带来的文化与经济效益，正在被越来
越多的作品验证。今年1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
布关于开展“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的通知，
鼓励“微短剧+文旅”融合促进消费。文旅和微短剧
的携手，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行业趋势。

在山东，各地也在探索“微短剧+文旅”的发展
模式。譬如，由济南本土青年导演翟郅炜执导，正
在拍摄中的微短剧《匠匠琉璃心》，聚焦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山琉璃，将淄博旅游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相融合，在济南和淄博取景，用短剧展示两地的
风土人情；郓城也在去年推出了两部大型系列网络
剧《好汉街》和《水浒酒魂》，将水浒文化系列故事引
入社交类自媒体、短视频平台等领域，借助影视载
体助推文旅发展。

在江苏，根据《江苏省广播电视局、江苏省文化
和旅游厅关于开展“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主题创作
征集活动的通知》，该省正致力于打造一批具有江
苏标识度、全国能见度和行业美誉度的文旅网红

“打卡地”，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微短剧+文
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江苏各地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江文化、大运河文化
等主题微短剧创作都可以集中展示。

“微短剧与文旅的携手，可以从受众层开拓文
旅产业覆盖不到的消费群体。”山东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影视文化艺术传播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于晓风表示，微短剧作为一个内容形态，
拥有跟很多产业相结合的能力和潜力，如医疗、新
能源等，空间前景极大。

“微短剧行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想要实现行
业的长远发展，仍需政策的引导和约束。此外，目
前监管环节仍然存在缺漏，制定规则、加大内容管
控力度也是必要环节。”于晓风表示。

另外，孙佳山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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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尽快摆脱低层次的同质化竞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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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横店变“竖店”的微短剧将走向何方？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从最初被

影视圈“嫌弃”，到如今让横店变“竖店”，
微短剧凭借快节奏、高密度和强情绪，站
上了影视行业最大的风口，成为网络视听
产业快速崛起的“新赛道”。艾媒咨询发
布的《2023—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研究
报告》显示，国内微短剧2023年市场规模
373.9亿元，已达到同期电影市场规模的
近七成，预计2027年中国网络微短剧市场
规模将超1000亿元。

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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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部门
为推动微短剧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项整治
及行业规范等工作的前提下，让观众根本

“停不下来”的微短剧将走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