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短劇」 成為此次大會嘉賓
提及的高頻詞彙。曾執導《甄嬛
傳》《紅高粱》《南來北往》等爆

款電視劇的資深內地導演鄭曉龍認為，影視劇
創作形式的多樣化和觀眾需求的轉變，讓行業
內面臨新的挑戰與機遇。

不爭長短 回歸「內容為王」
鄭曉龍回憶，短劇作為常見的電視劇形式

之一，其創作歷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後來隨
着國產電視劇的發展，內地開始了長篇電視連
續劇的創作，並一度成為了電視劇創作的主流
形式。這些年隨着網絡的發達，觀眾對電視劇
的需求變得更加多樣化，短劇再次嶄露頭角。
「短劇與微短劇並不同，微短劇是電視劇形式
上的一種創新。」 鄭曉龍認為，儘管微短劇有
一些出圈的作品，搶佔了流量，但相比於長
劇，真正能夠產生重大影響、能夠經得住時間
考驗的精品微短劇仍然較少。因此，現在要進

行總結是相當困難的，還有待更多的實踐與觀
察。

現場行業嘉賓亦對電視劇行業的未來發展
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東陽正午陽光影視董事長
侯鴻亮提出破局之道在於回歸 「內容為王」 的
本質，他建議電視劇應該從 「長短之爭」 轉向
「表達之需」 ， 「我們要擺脫圍繞劇集篇幅的
淺層爭論，聚焦內容表達的核心訴求。劇集長
短應服務於敘事，既能以《漫長的季節》凝練
敘事穿透人心，亦能憑《人世間》的史詩格局
引發共情，用品質定義精品。」

愛奇藝創始人龔宇從平台的角度，強調
「一切以觀眾為中心創作」 是非常重要的。他
表示，最近行業爭論的傳統劇集的集數、每集
時長等話題，大家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看法，但
是真的不重要，最主要的是觀眾喜不喜歡，最
重要的是尊重創作者規律，尊重創作者， 「在
滿足觀眾需要的前提下，不能強行地 『一刀
切』 ，也不要以不必要的分支來增加集數、增

加收入或者增加某種曝光，這些都是會被淘汰
的。」

1月舉辦的全國廣播電視工作會議中提出制
定《微短劇管理辦法》，在繁榮發展和規範管
理並舉上下功夫，引發廣泛關注。國家廣播電
視總局副局長劉建國在活動現場表示，全國廣
電工作會議強調加強扶持引導，推動形成更多
精品、更廣傳播、更優環境。他還表示，廣電
總局要鞏固文娛領域綜合治理成果，持續整治
天價片酬、畸形審美、飯圈文化，營造風清氣
正的行業環境。

昨日（20日），首屆中國電視劇製作產業大
會暨第十屆中國（深圳）國際電視劇節目交易會
在深圳福田開幕。九位嘉賓分別從行業協會、平
台、製作公司等不同角度，圍繞 「迎接 『劇』
變，變與不變」 主題進行主旨演講，深入剖析中
國劇集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和變革機遇。

春節檔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下稱《哪
吒2》）創造了中國影史奇跡，也成為全球動畫
電影票房榜冠軍，成為當下最熱話題之一。記者
注意到，嘉賓們進行主旨演講時，《哪吒2》被
頻頻提及，而這背後折射的是電視劇行業內從業
者們對於精品影視作品的尊敬與期待。

騰訊公司副總裁、騰訊在綫視頻首席執行
官孫忠懷認為，今年春節《哪吒2》《唐探
1900》等影片的成功，充分證明了好內容有不
斷被拉高的價值上限， 「好作品會讓觀眾投
票。」

孫忠懷表示，這其中除了追求作品的藝術
價值之外，任何其他雜念私心都會導致最終觀
眾的遠離， 「作為平台，我們想看的是創作
者、製片公司、播出平台各方之間的良好共
創，成功進行利潤分享。基於這樣的認知，騰
訊視頻會繼續努力推動後驗激勵的合作模式，
給我們自己、也給合作夥伴壓力，逼迫我們共
同提高，不給自己留後路，去創作出好的劇
集。」

東陽正午陽光影視董事長侯鴻亮以兩部中
國本土生產的優秀文化作品進行舉例，《哪吒
2》以東方美學重構經典，遊戲《黑神話：悟
空》憑技術革新顛覆傳統敘事。他認為這兩部
現象級作品印證了青年創作者正以破界之力，
為行業注入全新可能， 「我們也期待構建更專

業、公允的評價體系，讓每個崗位的付出被看
見、被認可。」

侯鴻亮提到，當晚舉辦的 「金樹林．綻放
之夜」 首屆中國電視劇製作產業大會年度盛典，
也表彰劇集創作各領域的傑出代表——從編
劇、導演、演員到攝影、燈光、美術、造型、

剪輯、配樂，每個環節都關乎作品的最終品
質， 「唯有樹立標杆、激勵創新，才能推動行
業告別 『套路化生產』 ，以真誠創作回應觀眾
對精品的渴望。」

年度報告提出行業痛點
會上，中國電視劇製作產業協會副會長兼

秘書長、檸檬影視董事長蘇曉發布了《2024中
國劇集產業年度發展報告》，通過詳實的市場
數據，提出行業亟待解決痛點，力圖為劇集產
業找尋新的發展方向。他認為精品劇集創作需
要保持 「質」 與 「量」 的平衡，行業需保證每
年200部以上的劇集產量。此外，短劇集商業模
式仍不成熟，可嘗試多平台聯播等方式探索盈
利模式。

報告建議行業上下游必須保持 「共生共
擔」 ，激發行業創造力與創新力。蘇曉還提
出，盜版現象近年來給視頻平台帶來的經濟損
失超過200億元，他呼籲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加
強版權保護，保障行業健康發展。

《哪吒2》出圈引思考 精品劇需質量平衡
首屆中國電視劇製作產業大會深圳舉行

大公報記者 胡永愛、李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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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客戶端亞太頻道開通
【大公報訊】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蔡學怡綜合新華社報道：新華社客戶端
亞太頻道昨日（20日）正式上線開通。亞
太頻道將立足香港、面向地區、輻射全
球，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為
對外展現中國形象打開一扇新「窗口」。

在香港舉行的開通儀式上，新華通
訊社社長傅華表示，新華社願以客戶端
亞太頻道上線為契機，持續創新傳播方
式，用心用情向世界宣介好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真理力量，

展現好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
式現代化的萬千氣象，反映好香港全力
拚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的豐
碩成果，報道好中國與地區國家推動構
建亞太命運共同體、努力開創亞太發展
新時代的進展成效，讓全世界都能聽到
並聽清我們的聲音。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
示，新華社擁有遍布全球的新聞網絡，
一直通過客觀、公正的報道，讓世界了
解國家和香港的真實面貌和最新發展。

期待香港社會各界與新華社繼續攜手同
行，更全面地向世界展示 「一國兩制」
的輝煌成就和獨有魅力。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秘書長王松苗
表示，新華社是國家通訊社和具有全球
影響力的世界級媒體，長期以來贏得了
國內外受眾的廣泛讚譽。相信新華社客
戶端亞太頻道必將成為服務國家大局、
賦能由治及興、講好香港故事、傳播中
國聲音、樹立中國形象的又一重要平
台。

新華社客戶端是海內外受眾了解中
國故事的 「掌上門戶」 。此次上線開通
的新華社客戶端亞太頻道，設有焦點、
港澳、鏡觀、訪談等欄目，向廣大受眾
提供高質量新聞資訊服務，深入闡釋中
國理念、中國主張、中國方案，向受眾
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

同日， 「國社之鏡．世紀光影」 新
華社新聞攝影展在香港舉行。這些新華
社攝影精品生動展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
的歷史變遷和偉大成就。開通儀式後，

嘉賓們共同參觀了攝影展。
中央政府駐港國安公署副署長陳

楓、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潘雲東、
解放軍駐港部隊政治工作部副主任王志
學、華潤集團董事長王祥明、招商局集
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繆建民、紫荊文化集
團董事長許正中、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董事長李大宏，以及中央駐港機構、
香港特區政府、駐港中資機構及香港各
界代表參加了開通儀式。

圖片：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郭木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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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短劇爆火 長短劇並存

破局之道，在於回歸 「內容為
王」 的本質。青年創作者正以破界
之力，為行業注入全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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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客戶端亞太頻道上線開通儀式昨日舉行，圖為嘉賓合影。▲傅華（中）、陳國基（右）、王松苗出席新華社客戶端亞太頻道上線開通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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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短劇想長久發展，除了在形
式上進行創新，更要注重內容的深
度和質量。優秀的文藝作品不應僅
僅滿足娛樂化需求，而應兼具深度
和廣度，讓觀眾對社會、人生、歷
史等更深層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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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的故事來自於哪裏？文學
名著、大IP、重大事件等等都是有
可能的來源，但來源不等於劇本。
好的劇本來自於專業的編劇，以專
業和專注的創作態度、歷經艱苦的
創作過程，才能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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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集向短，關鍵要走通短劇集
的盈利模式，現在20集以下劇的
商業模式還不成熟，尤其是需要大
投入的古裝、奇幻、冒險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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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以觀眾為中心創作」 是
非常重要的。集數、時長、演員、
成本、AI等都不是最重要的，觀眾
喜歡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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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橫店，微短劇劇組在拍攝古裝主題短
劇。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