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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合力以“三心”推动短剧行业
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吴钊（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在过去这几年，要说互联网

最热门的赛道，一定离不开短剧。

这一新兴娱乐方式，也吸引了一批

女观众。据相关数据显示，2023

年，在快手星芒短剧核心用户中，

女性用户数量占比超65%，30 岁

以下用户数量占比为 50%。在

ReelShort美国安卓用户中，女性

比例也高达 70%。

在火爆的流量浪潮下，观众、

从业者纷纷“上头”。然而，“野

蛮生长”的短剧“短板”也同样

突出。追求“快”和“反转”的“流

量法则”至上，自动扣费和虚假

广告等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

象频发，还有一些微短剧存在内

容低俗、价值观不良等问题，通

过猎奇、拜金、低俗的方式，过

分追求“爽感”，去满足消费者的

“多巴胺”需求，很可能会踩了法

律红线。

不少人认为，短剧将是未来

影视和互联网发展的重要趋势。

而推动短剧从快餐化、同质化走

向精品化、多元化，需要入场者

在热度中保持冷静和谨慎。于行

业从业者，应加强自律，积极转

型创新，推出精品力作才是可持

续发展之路，同时给虚火降温，

劝退只想捞快钱的参与者；于普

通观众，应理性消费，不将虚拟

的“二元世界”投射到多元的现

实生活；于监管部门，应出台、

细化相应的审核监管标准，健全

关于违法违规内容的反馈机制。

今年，国家广电总局计划推

出100 部“跟着微短剧去旅行”

主题优秀微短剧，形成可推广可

复制的“微短剧+文旅”新模式。

可见，短剧的良性发展潜力无限，

还可能为文旅产业、文学创作等

领域带来新的机遇和可能性。

我们期望，作为一种新兴的

网络文化生态，短剧能经历一番

大浪淘沙，褪去前期的杂乱无序，

留下优质、有人文关怀的内容，

实现“微而不弱，短而不浅”，走

精品化、专业化发展之路。

短剧走红背后，有用户基数、沉浸观感、内容爽点、平台

加持四大因素的影响。

首先，我国有超过 10 亿的短视频用户，手机端的竖屏短

剧拥有庞大的用户基数。其次，观看方式也契合当下人们的休

闲娱乐习惯，短剧的竖屏、满屏和高清特点也给用户创造了更

高的舒适感和体验感，令人沉浸其中。

而且，短剧是“短、平、快”的输出模式：篇幅短——

用片段化的内容抓住人们的碎片化时间；平实亲切——平凡的

剧情和演员击中短视频用户的兴趣点；快速传播——利用短视

频平台的公域流量引发“雪崩式”的社交狂欢。最后，短剧是

一种流量经济模式，具有明显的网络外部性，观看的人越多，

作品的价值就越高，因此算法捆绑下的平台推流也是竖屏短

剧走红的原因之一。

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指出，

任何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是对过去某种旧媒介的缺陷的补救，

而新媒介出现后又会产生新的缺陷。也就是说，竖屏短剧的

出现，一定有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也难免产生一些新的问题。

竖屏短剧是短视频生活化创作走向专业化生产的一个重要

标志，它不仅为大众提供了喜闻乐见的专业内容，也为中小型

制作企业、小众演员、小众编剧搭建了一个草根舞台。而短剧

市场中出现的品质低劣、版权侵权、虚假宣传、恶意引流、付

费骗局等乱象，实际上在其他网络经济领域也时有发生，这是

网络经济的“通病”。

因此，面对这些失范现象，我们要有三颗心：信心、决心

和耐心。相关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专业平台、主流媒体、

广大用户应形成合力，在各自权责范围内采取有效措施，有充

分信心、有坚定决心、有足够耐心地推动短剧行业向高质量发

展迈进。

未来，我们期冀短剧能逐步实现规范化生产和播映，与主

流赛道的大电影、大电视剧形成异场共振，共建良好的影视内

容生态。

过去几年，短剧经历了井

喷式的发展。

今 日女 报 / 凤 网 记 者 从

《2023 短剧行业研究报告》中

看到，2023 年，短 剧市场 规

模 达 到 373.9 亿， 预 计 2024

年将超 过 500 亿；2023 年前

8 个月，全国备案拍摄的微短

剧有 3574 部。而艾媒咨询发

布的《2023-2024 年中国微短

剧市场研究报告》中称，2023

年度国内微短剧市场规模高

达 373.9 亿 元， 预 计 2027 年

市 场 规 模 有 望 达 到 1000 亿

元。

短剧出海的消息也备受关

注，短剧 APP“Reel Short”在

苹果应用商店的美区下载量

一度超越 TikTok 登顶娱乐榜。

改编成更适合外国人口味的狼

人吸血鬼版霸总故事放之海

外，也让许多观众欲罢不能。

横店变“竖 店”、正午阳

光等传统影视公司入场、影

视人“下凡”拍短剧、群演变

主演……短剧，俨然是这个时

代最新最劲的一股掘金潮，吸

引着无数人争先恐后地涌入。

“短剧是一种新的商业模

式，但它早在两三年前就已经

出现。”在视频网站工作多年

的业内人士伍先生告诉今日女

报 / 凤 网 记 者， 最早 在 2021

年就有一批短视频平台的账号

尝试着拍摄短剧，但在当时并

没有形成商业化模式，之后短

剧更加轻量化、简洁化，成为

了当下的“顶流”。

在 伍 先 生看来， 微 短 剧

之所以如此风靡，一是观看

平台的付费门槛降低，“以往

在网络视频平台看剧，往往

需要十几元，但看一集短 剧

可能就一两块钱”；除此之外，

短剧延续了短视频“短平快”

的特性，能够更好地迎合网

友 填 充 碎片化 时 间的 需 求，

满足他们在快节奏社会生活

短剧井喷式发展，未来路在何方

（上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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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观看喜好和观赏期待。同

时，短剧对专业性的要求不高、

不需要邀请专业团队进行演绎，

并且创作周期短，投入成本低，

却能以小博大，获得丰厚的经济

利益，这同时吸引了大量的团队

制作。

目前在湖南，有不少公司纷

纷加入短剧这一赛道，2023 年

12 月，芒果 TV 与抖音签订合作

协议，将以短剧联合开发为切口 ,

后续推进二创视频、品牌营销等

多方面的深度合作 , 充分发挥双

方优势 , 为满足用户多元化的网

络视听需求寻找解法。而长沙马

栏山则成为首个虚拟制作地，在

这里推出了国产首部虚拟剧短

剧。

然而， 在 短 剧 市场 狂 飙 突

进的同时，背后也存在着很多问

题。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法

务工作委员会成员毛梦凌提到，

在 2021 与 2022 年，部分制作公

司甚至直接改改别人 IP 的人设、

姓名就开拍了，因此时有侵权纠

纷发生。

 “ 目前短 剧 行业 是 野 蛮 生

长的状态，存在着监管不足、粗

制滥造等问题。”伍先生也表示，

等到短剧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一

行业“势必要优化”，用户对短

剧的要求也将提高，如同娱乐产

业的任何一股“新浪潮”一样，

短剧的“内容乱象”亟待革新，

将会有更多专业的团队、专业的

人员进入短剧领域，使得短剧

从粗放走向正规，产品更加精致、

行业监管更有力度。

不仅如此，在片场，江灿

还要帮助军军熟悉剧本，梳理

其中的情感，“他可以表演哭

戏，但总是哭不出来”。

“好在军军自己喜欢面对

镜头，即使困难，他也坚持下

来了。”江灿告诉 记者，随着

表演的经历越来越多，军军的

表现也更加亮眼，“现在他拍

戏基本上一遍过”，就连短剧

导演和儿童经纪人也经常夸赞

他镜头感强，表现力较好 ,“大

家都喜欢和他合作”。

但片场总有一些“突发情

况”。一天拍摄前，江灿发现

正在换牙期的军军的一颗牙

齿有些松动，她并没有太在意。

但在当天的拍摄过程中，有一个

镜头是需要军军演出生气的模

样，去咬女主的手臂，随后被女

主“甩开”。可人被“甩开”的

同时，牙齿也随之飞了出来，随

即军军舔了舔牙龈 ：“妈妈，牙

齿不见了。”

拍摄工作结束后，很快，江

灿就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这部

短剧，“反响还不错，军军的表

现也得到了不少观众的关注”。

令江灿欣喜的是，军 军被一部

院线电影的制作方看到，在里

面出演了一个角色，这部电影已

经在春节期间上映，江灿发现，

“军军在电影里有两三分钟的镜

头呢”。

如今，军军已经是一年级学

生，学业相比幼儿园更加繁重，

江灿也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军军

的拍摄工作，不仅如此，她还要

求军军不要和同学们讨论自己拍

摄短剧的工作，“目前肯定要以

学习为重”。

在热度和狂欢中保持冷静和谨慎

军军的短剧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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