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劇+」成行業風口
1500億市場謀轉型
橫屏將取代豎屏 文旅題材料成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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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更加嚴格的監管，製作公司惟有實行精品化戰
略，才能拓展生存空間。」福建鳳舞九天文化有限公司董
事長陳祉陶表示，越來越多廣告商有興趣嘗試在短劇中植
入廣告，願意為此付出數萬元甚至數十萬的贊助費。製作
公司必須跳出「霸總」題材，在非遺、文旅、美食等領域
進行探索，才能把握住品牌植入的機遇。
陳祉陶說，該公司今年以來參與了十部豎屏短劇的出品

和製作工作，早前拍攝的一部80集短劇《長生願》，其中
一半資金來自香港上市公司瑩嵐集團旗下子公司。該劇已
完成後期製作，即將上線播放，其中有幾集就進行了廣告
植入，品牌方為福建本地企業「銀千惠」，因看好製作團
隊的水平，不單為該劇免費提供首飾產品作為道具，還給
予了一定數額的贊助費。

製作內容多元化 才能吸引廣告商
「豎屏短劇對於廣告商的吸引力越來越大，尤其是在抖

音端原生賬號播放的豎屏短劇，因其數據透明，有利於品
牌更精準掌握用戶喜好，制訂相應的營銷策略。」陳祉陶
指出，目前在非遺、文旅、美食等領域，無論是政府還是
商家都有通過短劇進行軟性宣傳，從而擴大產品影響力的
強烈意願。這對製作團隊的選題能力、編劇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如果一家公司只擅長『霸總』題材的流量密
碼，不進行新的探索，必然無法獲得廣告商的青睞，即便
沒有廣電的『限霸令』，遲早也要被市場淘汰。」

廣告植入有行規 17%「自然露出」
據中國廣告協會內容營銷及廣告代言人工作委員會秘書
長張志鵬總結，目前短劇中的廣告植入方式有三種，分別
是達人訂製劇、品牌訂製劇和付費劇植入。前兩者的植入
已形成行規，對於產品在短劇中出現的時長，基本遵循如
下原則：17%的集數對品牌進行「自然露出」，33%的集
數對品牌進行「淺植入」，50%的集數進行「深植入」。
至於付費劇植入，相對而言產品在劇集中出現的時長較
短，在免費劇集部分佔比不到1%，在付費部分佔比也不到

2%。但因其劇情更緊湊，植入的內容
更加軟性，有時令觀眾的接受度更高。
張志鵬分享了一個案例：近期上線的
豎屏短劇《霍總，新來的實習生好像是
您夫人》，植入內地品牌「卡夫哲」旗
下產品，劇中出現的廣告內容都與劇情
密切相關，分別是女主角準備面試時，
植入卡夫哲精華液的使用過程；以及女
主角跟着老闆見客戶，送給客戶太太護
膚品。該劇截至目前全網播放量達到
3.8億，品牌官方直播間將劇中產品植
入的片段循環播放，取得很好的營銷效
果。

「明年我們要拍100部短劇，主旋律佔比
達到50%。」上海族跡文化娛樂有限公司董
事長孫菲透露，未來將結合各地文旅資源，
更多參與「紅色題材」的短劇製作；同時還
將通過每年舉辦短劇節的形式，搭建平台供
國內外的影視資源對接交流，促進「短劇出

海」業務蓬勃發
展。
近百位影視界
人士日前在福建
省閩侯縣的閩越
水鎮出席了民間
舉辦的首屆「奧
卡斯國際短劇藝
術節」。孫菲作
為該活動的承辦
方代表，分享了
她對短劇行業如
何與文旅結合、
以及「短劇出

海」前景的預估。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作為一家上海公司，之所以選擇到福建舉辦
這次活動，不僅因為閩省具有海峽文化的特
色，更重要的是當地有不少紅色文旅資源，
她希望未來「更多參與紅色內容的題材，以
短劇形式大批量製作」。

一旦爆款 線上線下雙贏
孫菲近日正與福建省三明市有關部門接
洽，擬拍攝紅軍題材的短劇，其框架是「以
紅軍子子孫孫後代小人物的故事為載體來切
入，回憶他們祖輩的革命事跡等一系列故
事，然後再返回來記錄現在三明市發展的成
就。」她認為，這種形式的短劇，可以更好
地宣傳紅色題材的歷史人文元素，一旦做出
爆款短劇，就能帶動線下的紅色文旅蓬勃發
展，形成線上線下的「雙爆點」。
談及內地的政策，她認為廣電對市場的整
頓很厲害，「霸總」題材在內地各大平台必
將持續受限，這將推動短劇從業者更多探索

主旋律題材。而她此前從事院線電影製作，
對於紅色題材的把握有優勢。「這類題材不
是一般年輕導演能拍的，也不是一般編劇能
寫得了的，他必須要有歷史沉澱。」她有信
心公司未來業務會有更好的發展。

海外對題材限制少 看好出海前景
對於「短劇出海」前景，孫菲也持樂觀態
度，因為歐美國家對題材沒有太多限制，且
尚未形成短劇從製作、推流到分銷的一整套
成熟體系，因此在內地「限霸令」的大環境
下，越來越多公司或會選擇開拓海外業務。
而她今次舉辦短劇節活動，亦是希望搭建平
台為業界提供資源對接和交流的機會。
她透露，公司為此制定了長期計劃，下一
屆短劇節將在泰國舉辦，接下來將是美國、
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公司在這些
地區都會有自己的短劇平台和推流團隊，並
和當地編劇進行合作，在題材上更加本土
化，以此拓展海外市場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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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電總局納入監管 推動行業健康發展

%SBNB#PY
3FFM4IPSU
4IPSUBY

(PPETIPSU
,BMPT�57
.PCP3FFMT
'MFY57

%SFBNFTIPSU
5PQTIPSU
1MBZMFU

� ���� ���� ���� ���� ���� ���� ���� ����

/H�� �������)����
����H==�������"����
��
��

������������

	���


������������
������������

������������
������������

������������
����������
����������
����������
����������
����������

國家廣電總局近日發布管理提示，要求加強對「霸總」微

短劇的管理，壓縮數量，提升質量，不以「霸總」之類的字

眼作為片名吸睛引流。由於「霸總」題材在內地豎屏短劇平

台最受市場歡迎，「限霸令」勢必衝擊行業發展方向，引起

業界人士普遍關注。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採訪了多位短劇從

業者，他們都在謀求轉型，有製作人認為此舉倒逼行業自我

革新，為短劇精品化、影視化提供了機會，預料橫屏短劇將

會趁勢崛起，明年將形成1,50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市場

規模，紅色題材和文旅題材將會成為新潮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德花 福建報道

「豎屏短劇的題材大部分來源於網文小
說，而且是網文小說裏最醜陋的那

部分。」內地影視人唐朝這樣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作為引力傳媒、中文在線等多家內
地大公司的短劇顧問，他對廣電總局的「限
霸令」表示支持，直言目前豎屏短劇題材熱
衷炮製情緒的兩極分化，「要不然殺人，要
不然罵人，要不然就是極致的快樂。」尤其
「霸總」題材更陷入了惡趣味的怪圈，「像
什麼《霸道總裁愛上絕經的我》，都是什麼
人在看？！」

豎屏製作不利「走出去」
在唐朝看來，豎屏短劇發展到了一個瓶頸
期，不僅受到題材的限制，而且在盈利模式
上由於以投流付費為主，製作公司虧損率超
過90%，目前每部豎屏短劇的製作費用只有
幾十萬元到100萬元，但基本上要達到2,000
萬元的充值金額才能回本。此外也不利於短
劇行業走出去，「一些影視非常發達的一些
國家和地區、甚至是香港地區，其實大家對
於豎屏還是很排斥的。」
唐朝認為，未來行業的發展趨勢將會轉向
橫屏。與豎屏相比，橫屏短劇會用傳統影視
的製作方式去完成，「豎屏40萬、 50萬做
一個短劇，而橫屏可能是500萬到5,000萬做
一個短劇。這樣能讓整個製作過程全部都發
生變化。」比如請胡歌來飾演男一號，請國
際一流的導演來製作，然後用豎屏短劇的劇
本去進行橫屏的製作，「你會發現它節奏特

別快特別爽，但是它的內容又有深度，服
裝、化妝、道具、攝錄和後期全部都有一個
提升，這個才是能夠打遍全世界的東西。」
此外，橫屏短劇或許給沒落的傳統電視台
帶來轉機。「當人們在家中可以通過手機與
電視連接，橫屏短劇與電視台的觀影體驗融
合時，人們會選擇電視而不是手機，可能為
傳統電視台的轉型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根據信達證券的最新研報，微短劇行業市場
規模在2023年已達到358.6億元，增長率達
到了234.5%。唐朝認為，事實上全球盜版票
房也有幾百億，實際市場規模可能超800億
元。「那麼橫屏短劇出來之後，它會比豎屏
短劇的範圍更廣，理論上它是不應該低於
800億的，所以兩者合併，明年全球短劇票
房有望達到1,500億以上 。」

「短劇+」與多領域融合
「這只是短劇這個賽道，還應該看到『短

劇+』模式的潛力巨大，短劇可以與多領域

融合，短劇+旅遊、短劇+消費、短劇+養
老、短劇+資本……會形成上萬億級的市
場。」唐朝表示，當前內地「短劇+」模式
尚處起步階段，海外發展更是滯後。他研
判，明年是短劇+產業爆發的一年，是橫屏
短劇爆發的一年，是海外短劇橫屏短劇的起
點。
「今年出海形勢非常好，大家都敢報財報

了。」唐朝認為，短劇是全球化的屬性，海
外短劇市場是橫屏短劇發展的重要增長點。
根據數據，從2022年11月到2024年10月，
超過100款短劇應用在國際市場活躍，累計
下載量達到2.87億，應用內購收入也高達4.9
億美元（35.47億元人民幣）。中文在線旗下
的海外短劇平台ReelShort表現突出，上半年
收入達到 10.86 億元，淨利潤達到 2,293 萬
元，均超過了去年全年的水平。「所以從明
年開始，橫屏短劇是未來十年的風口。」他
說。

與傳統電視劇相比，短

劇的特色在於「短」和

「劇」的結合，整部劇集情節連貫、節奏

快、情緒帶動性強，結構上通常是先拋出懸

念，劇情發展帶有很強的衝突、反轉元素，

比一些劇情拖沓的長劇更符合當下年輕人填

補碎片化時間的需求，被網友評價「很上

頭」、「電子下飯菜」。

2020年短劇成為各大視頻平台、眾多製作公

司爭相追逐的新方向，因此2020年也被稱為

「短劇元年」。這年8月， 廣電總局將微短

劇定義為「單集不超過10分鐘的網絡劇」，

並首次在備案系統新增「網絡微短劇」板

塊，正式納入監管，微短劇正式獲得了「官

方認可」。從政策監管與規範化角度看，國

家廣電總局對網絡微短劇進行治理，推動行

業規範化管理，建立「黑名單」機制，地方

上也已有31個省市針對短劇行業出台鼓勵健

康有序發展政策。應該看到，相關的規範化

治理和指導意見都在引導推動行業自律，抵制

違規網絡微短劇，打造精品力作。

有望成新的互聯網出海產品
目前資本市場普遍認為短劇市場規模正在

快速增長。有業界人士認為，短劇作為一種

新興的網絡文化產品，很快會達到千億規

模；特別是短劇產品出海勢頭強勁，廣受海

外網友歡迎，有望成為新的互聯網出海產

品。

從產業鏈上看，短劇市場的高速發展將使

平台、影視公司和網文公司等相關產業鏈受

益；隨着全球化的加速和文化交流互鑒，微

短劇必定會走向國際化發展道路，而國家及

相關部門也會支持和鼓勵短劇的國際傳播，

以發揮其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德花

微觀點

ReelShort
●2024年8月下載
量達700萬，內
購收入達 2,300
萬美元。

●成為出海短劇領
域的熱門應用之
一，在海外市場
迅速積累大量用
戶，實現較高的
收入。

DramaBox
●2024年8月下載
量達 1,000 萬，
內 購 收 入 達
2,300萬美元。

●市場份額不斷擴
大，吸引大量忠
實用戶，成為出
海短劇市場中的
重要參與者。

《我在古代開星巴克》
●觸達超過1億名顧客，新增超過3,000 萬粉絲，
極大地提升品牌影響力和知名度。

●直接帶來135萬名購買者，促進產品銷售。
●成功塑造年輕化品牌形象，吸引了更多年輕消費
者關注，增強了品牌忠誠度。

成功出海案例

●福建鳳舞九天文化有
限公司董事長陳祉陶。

●上海族跡文化娛樂有限
公司董事長孫菲。

所謂豎屏劇，即以
「豎屏」形式拍攝與播放

的短視頻，劇集時長較短，通常為3-5分
鐘，每集內容上不強調上下集的劇情聯繫，並
且用戶能夠即時點讚與評論，具有較強的互動
性。

橫屏劇則是採用橫屏式拍攝和播放模式，與
電視播放一樣，橫屏播放更符合人們觀看影
視內容的習慣，能提供更好的觀影體驗。
橫屏短劇的製作水準通常趨同於長

劇，這意味着更高的製作質量和
更精細的製作過程。

豎屏vs橫屏
小資料

●第一屆奧卡斯（ORCAS）國際短劇節在福
州舉行。左二為藝人駱達華、左三為唐朝。

●●內地影視人唐朝近日在福州舉行第一屆內地影視人唐朝近日在福州舉行第一屆
奧卡奧卡斯斯（（ORCASORCAS））國際短劇國際短劇節上演講節上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