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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视行业工作已将近 10 年

的制片人张也，做了两年多的短

剧。尽管已算是行业“资深人士”，

但她理解的短剧就是“时间短、节

奏快、爽点多”的剧。她也没有心

思去给短剧下个定义，只在乎是否

能挣钱。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定义，微

短剧指的是“单集时长从几十秒到

15分钟左右、有着相对明确的主题

和主线、较为连续和完整的故事情

节”的网络剧集。相比传统影视

剧，其最大特点就是“短小精悍”，

制作成本低、内容轻量化。

这两年，微短剧发展得很快，

快到很难有人讲清楚它的全貌。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从业人员

对行业的认识，只局限于自己的经

验，甚至不了解其他同行已经成功

运用的模式，跑得太快，没能看清

同伴们。

横屏剧、竖屏剧，是目前市面

上关于微短剧的大致分类。

横屏短剧一般单集时长 10 分

钟左右，总长度在 20 集左右，有相

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背景，可以将

其视作缩小版的电视剧。主要依

托于“爱优腾（爱奇艺、优酷、腾

讯）”等平台，靠点击率分账。

事实上，当前爆火的微短剧，

更多指向的是竖屏短剧。虽然都

很“短小”，但横屏剧、竖屏剧二者

的依托平台、生产方式以及盈利模

式完全不同。

竖屏短剧又叫小程序短剧，在

小程序上播放。张也告诉记者，竖

屏短剧最初局限在微信小程序，目

前也能在抖音以及其他一些软件

的小程序上播放。 单集时长 1 分

钟左右，短的只有几十秒，长的也

不会超过3分钟，一部剧通常80到

100 集。前十几二十集免费，后续

则需付费。

记者对比多个小程序发现，付

费方式因平台不同而价格各异，同

单平台内不同题材的短剧价格也各

不相同。总体而言，看完一部剧需

要花费几十元。用户也可以花几百

元成为会员，解锁平台所有剧。

小程序剧诞生没几年，火爆也

是近一两年的事。谁最先开始做

的？说法不一。有说做信息流的，

有说做网大（指网络大电影）的。

在某小程序平台担任总监的王星

是最早入行的人之一，他说是网文

小说版权商最先制作的，将手中掌

握的网文小说拍成了剧。

小 程 序 剧 的 节 奏 和 盈 利 模

式，同网文小说完全一样。也是

靠高反转吸引人，靠分节付费盈

利。如今，小程序剧领域的一些“头

部玩家”，诸如掌阅科技、中文在

线、点众科技等，都是网文阅读供

应商。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微短

剧的爆火，可以视作网文小说的载

体变换，也是网文供应商将触角伸

向影视领域的又一尝试。

火的是竖屏短剧

本报记者 倪兆中 实习生 王子捷

北京报道

“又花了几十块，都可以看场电

影了。”在连续花了两个小时刷完一

部短剧后，王寒吐槽太贵。他最近

喜欢追短剧，刚刚又充值了 70 多

元。不过每次刷完剧之后，又觉得

多少有些不值，忍不住抱怨几句。

短剧的风头正盛，吸引了大量像

王寒这样的粉丝，也打造了一个个造

富神话，“制作成本不到50万元，上线

几天充值过亿元”“一周拍完、一个月

上线、一部财富自由”，此类声音像微

短剧本身一样，充满魔幻。

兴起不久的微短剧，其市场体量

仅在两年间就实现了10倍增长，市场

规模达数百亿，接近电影市场规模。

引人入胜，是短剧的特点。情节

环环相扣又爽点不断，快节奏又多反

转，再加上弱者逆袭、重生复仇、溺爱

甜宠这样的影视热点元素，使它迅速

站住了市场。其中的套路已非常成

熟，“抓住社会上的矛盾热点，放大以

挑起人们的情绪”，并在一分钟之内

造大量“梗”，在集和集之间下“钩

子”，用悬念吸引观众付费。

生产一部短剧，也十分简单直

接：网文改为剧本，一周时间迅速完

成拍摄，加上后期制作，往往一两个

月就能将一个网文 IP 变成视频上

线。尽管投资较小，但远远没有传

说中的一本万利。

已经入行将近两年的李涛，经

手了上百个项目。他向《中国经营

报》记者介绍了行业的收入模式，短

剧主要靠充值盈利，首先就需要有

大量用户，要获得更多用户就需要

信息流投放（以下简称“投流”）。如

果一部剧能火，充值的钱又会用于

下一轮投流，如此循环往复。

按这种模式，即使充值金额总

体庞大，但真正落在出品方手中的

也寥寥无几。因此在行业利益格局

中，大头往往被“躺赢”的“快抖微

（快手、抖音、微信）”等平台占据，真

正的从业人员只能拿零头。

更为尴尬的是，从业者们或许

未能等来“暴富”，行业却迎来了一

轮接一轮的监管整改，此前赖以为

生的“打擦边球”玩法正步入穷途，

亟须找到新的出路。

为规范微短剧行业健康、良性

发展，近两年来，行业监管不断加

码，国家广电总局组织开展了“小程

序”类网络微短剧专项整治工作，在

大量微短剧被下架的同时，行业也

迎来十字路口。很难说清楚它的下

一步将走向哪里，看似“疯狂”的微

短剧，其实很“焦虑”。

近期微短剧的“火”，更多

人讨论的是它“疯狂”的投资回

报率。很多人以为，微短剧可

以实现“投资几十万元收益上

千万元”。屡屡出现的爆款微

短剧，更是行外人眼中的暴富

神话。

但同记者交流的10多位从

业人员，却没人认为这是暴利

行业。最近大火的小程序剧

《无双》，其上线 8 天充值过亿

元，被认为是“一夜暴富”的典

型，该剧的制作方西安丰行文

化的负责人李涛，却并不认同。

李涛告诉记者，他拍摄小

程序剧将近两年，推出100多部

剧，其中大部分亏本，只有大约

四成能做到不赔钱。而真正所

谓爆款寥寥无几，加上这次的

《无双》，总共才十几部。

王星也说，微短剧的爆款

率并不高，自己曾经经手的多

个项目虽然能够盈利，但利润

空间并不大。 因此市面上有些

公司，常常一次推出多部剧，就

是希望其中一两部能够盈利。

“市面上绝大部分剧都亏

钱，赚钱的只是极少数。”这是

更多从业者常说的话。因为

大部分剧都难以爆火，如果不

火就基本亏钱，就算剧能够火

爆 ，充 值 上 千 万 元 甚 至 过 亿

元，留给出品方的利润也十分

有限。

小程序剧上线后，为了获

得更多观众，必须经过投流这

一环节。流量投放得够多，观

众看到微短剧、点进小程序付

费的概率才更高，而投流则是

一笔不小的花费。

柯琳介绍，出品方（很多时

候就是平台）在推广短剧时，一

般是向抖音、快手等平台购买

流量，让更多用户能够刷到这

些短剧的节选，如果用户被吸

引，继而会跳转相应链接，引导

用户点击进入专门的小程序。

综合多位业内人士的说

法，要实现盈利，ROI（投入产出

比）至少大于 1。也就是说，假

如按照1.2的ROI计算，如果一

部剧的充值额度达到 1200 万

元，那该剧在投流上就已经花

费了1000万元。

而这剩下的 200 万元并不

是纯利润，根据王星的介绍，小

程序载体比如微信还会抽走充

值流水的 10 个点。这样算下

来，充值 1200 万元的剧其实落

到出品方手里的利润只有几十

万元。

投流也并非一次性支付

巨额费用，而是视情况多轮支

付。李涛说，平台方在投流时

要看数据，比如最初投入 5000

元 购 买 流 量 ，如 果 数 据 能 够

跑 起 来 ，就 将 充 值 得 来 的 费

用 继 续 投 出 去 ，一 轮 一 轮 地

滚动。

根据王星的说法，后台数

据非常敏锐，基本上一轮投下

去就能知道剧是否会火。如果

数据不错，则会继续投入；如果

数据跑不起来，意味着剧集火

不了，就会立即停止投入，“等

于这部剧就赔了。”

很显然，在整个利益链条

上，快手、抖音、微信这样的平

台占据了大头，一线从业者并

不存在所谓的“一夜暴富”。王

星说，行业利益分配模式是倒

着来的，出品方得在最后一个

环节才能见到利润，风险却一

直是他们承担。

王星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

现状的不满：“就因为他们（指

快手、抖音、微信）平台大，就能

躺赢，这类似于强盗行为。”面

对国家加强监管，他持欢迎态

度，甚至还希望国家能够出手，

调整行业利益格局。

不过，在短视频平台上，

也有一些制作方开设账号，连

载自己出品的短剧。王星说，

这种方式相当于做自媒体账

号，靠口碑黏住用户，依靠自

然流量获利的，在业内只是极

个别。

没有“暴富”神话

“疯狂”微短剧：市场规模逼近电影 千万充值制作人只拿零头

为精准捕捉用户，小程序剧的

受众群体被划分得十分明晰。不同

类型的题材，都有专门针对的人

群。其中，最常见也是最大的分类

方法就是分成男频和女频，即男性

频道和女性频道。

制作过多部微短剧的制片人

杨野，对两个频道的题材十分熟

悉。她告诉记者，男性频道市场上

的题材主要有战争、军事、赘婿等，

女性频道微短剧则有大量的婚恋

题材，包括甜宠、虐恋、婚姻危机

等。诸如悬疑之类的题材，则适用

于两个频道。

对接下沉市场，让小程序微短

剧在投放上有了地域的区分。负责

投放工作的王星说，微短剧的投放

往往瞄准三、四线城市，投放范围外

的平台用户一般少有机会刷到。

小程序剧能火，秘诀就一个

字——“爽”。在某视频平台担任

频道主编的张一直截了当地告诉记

者，微短剧是一种情绪消费商品，卖

点就是“直爽，直给爽点”。制造爽

点，方法简单粗暴。

张一说，关键就是抓住社会上

的矛盾点，或者一些负面情绪，放大

以挑起人们的情绪。诸多女性频道

微短剧制造爽点的方式聚焦于出轨

背叛、两性关系、打“小三”等话题，

通过这类常见的矛盾，用“打脸”等

情节来制造爽感。

与这类女性焦虑一体两面的，

是对婚恋生活的夸张想象。张一也

提到，在女频市场流行的，还有霸总

虐恋小白花、甜宠、萌宝等题材，通

过对女主角的“无脑宠、无脑爽”，来

制造受众的情感爽点。

而给男性爽点的剧，常常围绕

“ 丝逆袭”展开，如“最强保安”“豪

门赘婿”。在这类剧里，出身普通的

男主角突然获得了权力和美色的青

睐，摇身一变，瞬间过上了一掷千金

的“人上人”生活，把从前看不起自

己的若干人等踩在脚下。

这些爽点的制造，毫不掩饰地、

赤裸裸地直击人们内心情感的深

处，以至于一些用户一面觉得这些

短剧很低级，一面却又欲罢不能。

为了一味追求这种“爽”，在有

限的时间段里，部分微短剧甚至会

忽略剧情的合理性。

“爽”是第一要诀

制作小程序剧，门槛并不高。

曾经拍摄广告的短剧制作人肖平，

就是“低门槛”的受益者。他说：“投

资几万到十几万元，找来几个不知

名的小演员，架上几台轻型机器甚

至单反相机就能拍，更为重要的是，

拍摄小程序剧不需要备案。”

同样地，搭起一支制作小程序剧

的团队也不难，仅需几个人。某影视

公司的中层人员陈金介绍，配置一个

商务负责购买版权，一个主编把控内

容，一个编剧改进剧本，两个制片人

联系演员，一个团队就算搭好了。

拍摄小程序剧，节奏同样快。

根据多位从业人士的说法，一般一

个星期就能拍完一部剧，一个月之

内完成从剪辑、特效到商业包装的

全部工作，从剧本到成片上线大约

两个月时间。

之所以叫“小程序剧”，在于其

需要小程序播放。在业内，小程序

的搭建方被称为“平台”。目前市面

上比较大的平台有掌阅科技、点众

科技、九州文化等，平台往往既掌握

着版权，又掌握着播出渠道，是相对

具有话语权的一方。

一部剧从改编到上线，不同公

司由于侧重点不同，合作方式也不

同，有时就算是同一家公司，项目不

同合作方式也会不同。

小程序剧制片人柯琳介绍，通

常而言，项目一般由平台掌握，剧本

的选取及剧集的上线都由平台拍

板，拍摄制作则交给外部的承制

方。剧集上线后，充值获得的利润

并不全归平台，承制方也能获得一

定比例的分成，目前通行的分法是

承制方能拿到总流水的6%。

不过项目也可能由其他方掌握，

这种情况一般是直接将成片卖给平

台，后续充值则与其无关。柯琳曾参

与的一部爆款剧，就是被平台方直接

买断，虽然该片的充值过千万元，但

当时卖出的费用仅仅60多万元。

入行门槛低

从大荧幕、上星卫视到手机竖

屏，媒介规格的降级让微短剧处在

某些行业人士的鄙视链底端。有传

统电影人曾在社交平台公开发文鄙

视微短剧，对微短剧的不屑在影视

行业内其实并不少见。

然而，专业的影视工作者“屈

尊”来做微短剧，却可能遭遇“水土

不服”。有着独特制作标准的微短

剧，对从业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陈金说，已经出名的影视剧演员在

微短剧行业未必受欢迎，小程序剧

要以短剧观众的喜好为先。

柯琳说，她就曾见到有些影视

剧导演着手做微短剧，却缺少行业

竞争力，因为他们无法适应微短剧

对快节奏的要求。

没有人天生就是微短剧创作

者，尽管陆续涌入微短剧行业中的

出品方多是半路出家，然而大多一

线从业者尤其是编剧和演员，基本

还是出身于影视行业。微短剧再

“微小”，终究还是“剧”，跟“拍段子”

毕竟不是一回事。

编剧陈微做短剧的时间不算太

长，不过目前已负责过很多剧本。

她之前是从事网剧的，之所以从事

短剧，是因为身边的很多朋友、同事

都转到了短剧。一方面，他们看到

微短剧市场的兴起，觉得是一个新

机会，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网大、长

剧等行业的艰难。

入场的人一多，行情自然水涨

船高。

在不少从业者看来，一年下来，

行业的各个方面都在提升。最显著

的就是投资，陈金说，前两年十几二

十万元甚至几万元就能拍一部剧，

目前很多剧集投资动辄都达到三五

十万元，“就连上百万元的都有。”

这些还只是基本投入，更重要

的是如何让用户充值。因此制作微

短剧，不仅要合理掌控剧情节奏，还

要在关键时机留下悬念。产量和入

行人数的增多，不免让行业“卷”了

起来。

不仅砸进去的真金白银水涨船

高，吸引用户充值付费的“套路”也

开始水涨船高。作为内容生产者，

陈金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他认为，

一定要充分抓住用户的注意力，要

能在一分钟之内造很多“梗”，还要

会在集和集之间下“钩子”，用悬念

吸引观众付费，付费点则往往设置

在关键情节之前。

而只要实现了收费，任务就算

完成，剧的质量就不再是考虑重点。

制作过多部小程序剧的制片

人文力告诉记者，为吸引用户，短

剧的免费部分必须精心制作，付费

部分的质量反而可以相对较低。

尤其是临近剧情结尾，由于已经达

到了收费的目的，时常会敷衍了

事，“特别水。”

行情水涨船高

尽管承制微短剧不存在一

夜暴富，但还是被很多人看作

风口，仍然有大量人士不断入

局。比如香港知名导演王晶被

传出开拍微短剧，有着“直播电

商第一股”的遥望科技也在自

制短剧。

然而站在浪头上，也意味

着更容易被浪尖击中。依靠低

俗和负面出圈的微短剧，近两

年也正在从严监管中逐步走向

良性、规范发展。

事实上，从 2022 年 11 月下

旬开始，国家广电总局组织开

展了“小程序”类网络微短剧专

项整治工作。2023 年，国家广

电总局也先后两次开展相关行

动。随后，微信、抖音、快手三

大短视频平台封禁了大量违规

发布微短剧的账号。

曾经爆火的《黑莲花上位手

册》，也在整顿中被下架，该剧上

线24小时充值近2000万元。在

诸多从业人员看来，从制作水平

上讲，这是一部上乘之作，一度

被认为是“行业代表作”。

据 了 解 ，在 专 项 治 理 期

间，平台在巡查中发现，微短

剧《黑莲花上位手册》渲染极端

复仇、以暴制暴，是非观念混

淆，过度渲染人性中的恶，带

来负面的价值导向，因此下架

该剧。

小程序剧的先天不足，必

然成为行业监管的重点。

张一判断，小程序剧原先

主打的爽点偏离主流价值观，

国家进行管控后，这些低俗的

爽点内容会被卡掉一大半。另

外，伴随着微短剧市场的变大，

资本涌入，同质化的内容也会

越来越多。

陈微对微短剧行业的未

来并不看好，她感觉这股热劲

顶多坚持一年半载。她曾见

证过网大的辉煌，昙花一现的

网大就是在“走精品化”路线

后迅速没落。就算对行业还

算看好的王星，他的看好也就

仅是“行业还能再干两三年”。

在监管之外，微短剧行业

本身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影响着

其发展走向。

在不少一线从业者眼中，

自己辛辛苦苦只能获得行业利

润的零头，而大头却被“家大业

大”的快手、抖音、微信等平台

“躺着”抽走。对于要供养大量

员工的企业来说，没有几个愿

意“别人吃肉，自己喝汤”。

这是需要靠用户充值获利

的行业，因而，版权是其“命根

子”。然而记者在短视频平台

发现，那些当下大火的小程序

剧基本都能被找到，有的将画

面翻转或者截取一部分，有的

则原封不动地照搬。

也就是说，一个喜欢小程

序剧的用户，只要他愿意花心

思搜索，就能不花一分钱看到

自己想看的剧。

面对不同程度的盗版，对

于依靠充值为生的小程序剧

来说，近乎釜底抽薪。但不少

从业者根本顾不上版权问题，

而是把精力放在如何打造“爆

款”上。

靠情绪刺激出位是微短剧

行业的先天不足，而过度依赖

“快抖微”又是行业利润分配的

一大障碍。在国家监管不断加

码的背景下，曾经犹如脱缰野

马的短剧行业必将回到正轨上

来。然而，这匹习惯于横冲直

撞的野马能走多远，还需要拭

目以待。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除李涛外，

其余人均为化名

未来路向何方

横屏剧、竖屏剧二者的依托平台、生产方式以及盈利模式完全不同。

负责投放工作的王星说，微短剧的投放往往瞄准三、四线城市。

目前通行的分法是承制方能拿到总流水的6%。

不仅砸进去的真金白银水涨船高，吸引用户充值付费的“套路”也开始水涨船高。

“赚钱的只是极少数。”

小程序剧的先天不足成为行业监管重点。

大量微短剧以弱者逆袭、重生复仇、溺爱甜宠等元素吸引受众，而充斥色情低俗、不良价值观等内容的微短剧，是监管治理的重点。图为某小程序

剧的剧照。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