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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短劇 「一夜暴富」
的神話已不再！究其原

因自然離不開內容低俗、同質化嚴重、投流佔比過高、平台資本進場
等。然而，相關部門陸續出台的一系列管理措施，讓原本 「狂飆」 的
微短劇慢慢走過 「野蠻生長期」 ，走向有序發展。微短劇行業的風繼
續吹，只是撲面而來的是冷還是暖，站在 「風口」 的人就各有所感。

大公報記者 王 莉

2024年被視為微短劇 「井噴之
年」 ，動輒充值額過千萬元（人民
幣，下同）甚至上億元的 「爆劇」 頻
出，一度成為影視從業者被資本追捧
的 「寵兒」 。在實體經濟摸爬滾打了
二十幾年的徐旭偶然的機會了解到微
短劇 「賺錢快」 ，於是抱着試一試的
心態 「帶資進組」 。他給記者算了一
筆賬， 「一台生產設備投入一、兩百
萬元，回報周期最快也要兩至三年。
而一部劇投資不過四、五十萬元，7天
拍完，一、兩個月就能上線，回報卻
能上百萬甚至千萬元，百分之幾百的
回報率，這對於做實體產業的來說，
誘惑太大了。」

競爭大 投資十部或蝕十部
「現在聽到 『短劇』 兩個字，我

的心都還會滴血。」 然而徐旭連續投
了幾部，大概200萬元左右，就其中部
算是 「小爆劇」 大概賺回了20萬元左
右，其餘的基本都是虧的。還有一部
前段時間剛拍完，就遇到了國家廣電
總局整治 「霸總」 劇，有可能不會上
架了。對於微短劇的 「暴富神話」 ，
他表示： 「只聽說過，沒見過。開始
以為是自己入局晚了，或者是運氣不
好，對這行了解多了才知道，那些
『神話』 只是極少數個案。大多數都
和我一樣，投十部九部都不會爆，更
慘的十部都不爆。」

看起來整個行業都在賺錢，杭州
亞倩傳媒總經理王馨坦言，業內其實
更多的都是在 「燒」 資本的錢。 「對
於製作公司來說，是以積量作着眼
點。可能一年做了十部劇，有兩部爆
了，對於製作公司來說，一年都不虧
了甚至還有賺。但資本不同，首先不
會一次性投十部劇，是一部一部投
的，投中的概率就會變低。其次，假
設我一年拍的十部劇裏，有的投了五
部，結果一部沒爆，就算投資20萬元

一部，對於資本來說也是實打實虧了
100萬元。

內容平台成短劇新力軍
王馨認為，2024年上半年之前，

資本對於微短劇行業的少了很多。目
前微短劇投資熱情高，投資佔比也較
大。 「現在熱錢進入微短劇行業的少
了很多。目前投資可以說是進入了內
容平台時代，像蕃茄小說、咪咕這樣
的內容平台現在更願意拿錢出來投資
這個行業。微短劇本身就脫胎於網
文，而這些平台都有自己很好的
IP。」

「與內容平台合作，在選擇上會
更多元化，更具有包容性，而不再局
限於 『霸總』 、 『婆媳關係』 、 『親
子關係』 這些為了爽點而爽點的內
容。」 她非常喜於見到微短劇以 「內
容為王」 的變化。她相信這種狀態可
以維持比較長的一段時間。

點眾科技市場與公共關係中心總
經理王燕表示，從2024年6月以來，
隨着國家廣電總局的政策引導和越來
越多的長劇公司、平台的加入，微短
劇在內容、質量、文化性、藝術性等
方面都有了長足進步。她以公司2024
年製作的《桃花馬上請長纓》、
《綺靡》為例，好的製作、內容還
是受到市場歡迎的。以民國為時代
背景的《綺靡》憑藉導演在演員、
服裝、化妝、道具上的極致
要求和畫面美感，可以說是
上線民國劇中，不管是從播
放熱度還是分賬結果來說，
到目前為止成績都是最好
的。《桃花馬上請長纓》
作為 「微短劇版花木
蘭」 ，其營收也做到
了1個多億元。可以看
到，有好的內容，那
就一定會有好收入。

2025年2月17日 星期一

大公園 小公園 投資全方位 責任編輯：邱家華

資本熱情轉冷 微短劇產業進拐點
業者：觀眾要求高 好故事+精心製作方能賺錢

微短劇產業透視①

2024年6月起，微
短劇先後面對 「分類分
層審核」 、加強微短劇

片名審核；今年伊始，免費微短劇平
台 「紅果短劇」 主要負責人因規範問
題被相關部門約見……被業界視為
「強監管」 時代到來。浙江傳媒學院
副教授楊吉認為，相對政策管理提
示，通過法律法規進行管理更有利於
行業發展。

著作侵權問題嚴重
「頻繁使用行業內部管理提

示，而不是通過法律法規進行管
理，會使得整個行業猶如杯弓蛇
影，反而加大投機性。」 「頻繁發
布管理提示，就會導致製作方和資
本會抱有這樣一種心態，趁着相關
管理沒有出來，趕緊做，趕緊 『收
割』 完離場，從長遠來看對行業的
健康有序發展並不利。」 楊吉如是
說。他還認為，除了目前已發布管
理提示的相關問題外，微短劇著作
權侵權問題仍然嚴重。 「主要是 『融
梗』 、 『搬運』 和 『搭便車』 。 『融

梗』 或涉嫌抄襲， 『搬運』 觸及信息
網絡傳播權，而 『搭便車』 則極易構
成不正當競爭。」

平台受益 放任亂象
楊吉分析，從平台的角度來說，

這些行為是完全可以通過技術手段杜
絕的，但由於可以產生利益，所以很
多平台對這樣的行為睜隻眼閉隻眼，
有意為之放任。而對於被侵權的製作
方來說，他們明知道自己被侵權了，
可維權成本太高，維權收入太低。所

以才導致了今天的亂象。
楊吉認為，針對微短劇不良現象

的監管治理，在已出台的《網絡生態
治理規定》、《網絡視聽節目內容
審核通則》等法律法規中都有明確
表述。 「所以我覺得現在應該重新
梳理原有的法律法規、部門規章或
者是地方性法規、行業指導意見，
查漏補缺，形成內部的邏輯自洽和
條文通順。另外要轉變治理的思維
和手段，盡量減少用政策工具、手段
代替法律治理。」

專家倡用法律監管 促進行業健康發展
法規
管理

▼

針
對
微
短
劇
不
良
現
象
的
監
管
治
理
，

應
以
法
律
法
規
處
理
。

付費充值曾是微短劇
主要觀看和盈利模式，
2023年5月，抖音集團首

次向市場推出紅果短劇，其時依託字節
的流量扶持和免費模式，同年8月上線
獨立App，迅速改變市場格局和行業盈
利模式。 「紅果短劇」 最直接的變現方
式就是信息流廣告，用戶需看完廣告才
能解鎖內容，再將廣告收入通過分賬模
式吸引製片方。據其公布的短劇月報，
2024年10月，分賬金額已超過2.5億元
（人民幣，下同）。

優酷提高分賬 廣納好劇
杭州亞倩傳媒總經理王馨認為，

免費短劇模式不用再投流，而把成本用
於提升作品質素，進而提高收益，這對
於製片方是具有吸引力的。她分享一個
經驗： 「民國劇在短劇中是不太有人願
意碰的，主要是民國美學要求高，以及
有很多禁忌話題，所以對導演有較高要
求，而且製作成本也會提高。但我們
11月在 『紅果』 上線的民國短劇《綺

靡》單劇月分賬超過了25萬元。」
除了紅果，市場較熟悉的免費看

劇平台還有河馬劇場、星芽短劇等。隨
着免費微短劇平台的迅速崛起， 「愛優
騰芒」 等傳統長視頻平台也有新動作。
愛奇藝宣布正式推出 「短劇場」 和 「微
劇場」 ；優酷通過提高短劇單集分賬上
限、引入拉新系數等指標，激勵片方努
力拿出優質內容；騰訊通過 「微短劇＋
文旅」 、 「微短劇＋普法」 等創新賽
道，不斷為觀眾帶來新鮮多元的內容體
驗；湖南廣電則推出了 「大芒」 「風
芒」 兩大微短劇平台。

「我們不應該把微短劇當洪水猛
獸，當對立面。」 2024年橫店影視節
期間，愛奇藝創辦人龔宇公開喊話全行
業都應該做微短劇。 「我們知道目前微
短劇存在各種問題，但我們自己下場的
時候就去解決這些問題，將其升級、更
精緻，助其更有大眾觀和審美。所以平
台企業要做，製作企業更要做，共同改
變微短劇市場，與其被動接受挑戰，還
不如主動參與、去改變。」

盈利模式改善 長視頻平台參戰
迎難
而上

微短劇的商業玩法會被激發出來，比如
短劇+電商的模式，用直播方式在實時播出短
劇，內裏還有電商，相當於把劇集切割成兩
分鐘一集的短劇，這都有可能。

我們知道微短劇存在各種問題，我們下
場將其升級、更精緻，助其更有大眾觀和審
美。所以平台企業要做，製作企業更要做，
還不如主動參與、去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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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市場規模約250億元人民幣，預計2027年將達到
450億元人民幣。

中國微短劇免費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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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
馬上請長纓》
的營收達到超過
一億元人民幣。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
2023年 2024年 2025年預測 2026年預測 2027年預測

2023-2027年中國微短劇市場規模及預測
（億元人民幣）

374
504

686
892

1070

3535%% 3636%% 3030%% 2020%%

268268%%
市場規模（左軸） 增長率（右軸）

微短劇市場規模於2024年達到504億元人民幣，預計
2027年將突破1000億元人民幣。

「我依然堅持微短劇
的風口已經結束。風口是
指那種野蠻生長，資本湧

入快速套現的收割期已經結束了。雖然
我們現在看到仍有大量微短劇湧現，但
真正獲利的是少數，尤其在免費短劇平
台出現後，很多都是在花錢乃至賠錢趕
一波流行。」 浙江傳媒學院副教授楊吉
表示。 「如果風口等於暴利賺錢，就
一定是過了，因為微短劇行業已經從
野蠻生長狀態過渡到了現在良性發展
的狀態。」 杭州亞倩傳媒總經理王馨
說。

楊吉說， 「二八定律」 同樣出現
在微短劇行業。 「現在就是20%在賺
錢，80%在虧錢，那虧的不可能永遠
虧下去，總有一天會逃離這個行業。但
風口關閉並不代表微短劇行業消失了，

2025年一定會有新的視聽物種出現。
微短劇的商業玩法會被更加激發出來，
比如短劇+電商的模式也會出現，我們
大膽假設一下，用直播的方式在實時播
出一部短劇，內裏還有電商，相當於把
劇集切割成兩分鐘兩分鐘一集的短劇，
這都有可能。」

手機融入生活 短劇潮未退
王馨也認為： 「如果風口的定義

是這個行業是否還處於熱門的狀態，那
我認為還遠遠沒有到，因為現在很多傳
統影視人都開始下場做微短劇。內容本
身隨着載體變化而變化，以前的載體是
電視、平板等，現在的載體就是手機，
只要人們仍是一天待在手機上，這個風
口還是存在。除非再出現某種新的物種
而取替。」

新商業玩法冒起 直播短劇結合電商
變通
趨時

愛奇藝創辦人龔宇：

浙江傳媒學院副教授楊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