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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短剧微短剧20272027年市场规模年市场规模
预计突破预计突破10001000亿元亿元

剧情引人节奏快剧情引人节奏快 明星大明星大IPIP相继入局相继入局

今年春节档“热辣”的不止电影与剧集，还有微短剧市场。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3年微短剧市场规模达 373.9

亿元，预计 2027年市场规模将突破 1000亿元。
从受众角度看，微短剧除了三、四线城市的小镇青年

喜欢，越来越多一、二线城市宅居家中或返乡的人们也抱
着手机刷起微短剧，甚至为其买单。

节奏够快、剧情够爽，让微短剧在去年爆火吸金。新
机遇吸引了长短视频平台加码、明星大 IP相继入局，未来
微短剧行业充满了机会，也暗藏着挑战。

现象 上线当天吸金2000万元

今年春节档，微短剧行业出现的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
是破圈。这里的破圈不是指有多少人在讨论微短剧，而是
去看微短剧的人越来越多了，包括一、二线城市群体也加入
了追微短剧的行列。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我在八零年代当后妈》（简称
《八零后妈》）引起的轰动效应。这是一部以20世纪80年代
为背景的女频微短剧，而且是较为少见的农村+年代题材。
该剧主要讲述了现代大学生穿越回 20世纪 80年代嫁给二
婚养猪专业户，两人如何一路奋斗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

这部微短剧上线当天就吸引观众充值 2000万元，剧中
主演也因此而迎来一拨儿关注。除了《八零后妈》，《我最亲
爱的》《厉总，你找错夫人了》等作品单日充值金额都在1500
万元以上。

此外，以“抖快腾爱”为代表的平台微短剧在春节档表现
也很亮眼。快手发布的《快手2024春节报告》显示，快手“星
芒短剧”观看量同比增长41%；腾讯视频微短剧《授她以柄》冲
上微博热搜榜前二，仅次于《八零后妈》；抖音推出的都市题
材微短剧《大过年的》，已播14集的播放量超过8.5亿。

探因 商业模式促进微短剧质量

微短剧在诞生之初商业模式并不够健康，主要依靠购

买流量增加曝光度，即行业内所说的“投流”，继而引导观众
付费订阅。这也导致早期的微短剧把大部分资金拿去做

“投流”，内容方面能省则省，这也是导致早期微短剧被外界
诟病“质量不过硬”的原因之一。

今年伴随着商业模式的变化，这种重“投流”不重内容
的情况将会得到改善。例如，微短剧《大过年的》，属于精品
短剧，有明星加盟、有大制作公司保驾护航，所以它有吸引
品牌合作的能力，它的商业模式属于商务合作，是美妆品牌
的商务合作短剧。

另一档名为《超越吧！阿娟》的微短剧，则是全免模
式。抖音精品短剧负责人钱立立介绍，因为它其实是《雄狮
少年》的衍生剧，对于片方来说，是要长期运营《雄狮少年》
这个 IP和做系列化开发的。电影跟用户的接触时长很长，
两三年出一个作品，一个月就上映结束了，所以需要长短
结合，直接建立跟用户的通道，从 IP运作的角度来看，做付
费不一定那么合适，反而全免费模式，更适合保持 IP的热
度与新鲜度。

换言之，就是根据不同机构、不同项目的特点，去做不
同商业模式的探索。当商业模式变得更多元，创作者也势
必会将重心从过去的“投流”起量转移到内容创作本身。

发展 成熟的制作公司入局

微短剧的进一步破圈与商业模式走向多元化、健康化
的背后，其实是一件事在发挥着作用——微短剧精品化给
行业带来的正向效应，让内容产品回归于内容本身。

首先，微短剧的题材变得更丰富了，不再局限于过去
热门的赘婿、重生、虐心、复仇等，出现了一些更贴近当下、
更生活化的内容，比如都市、文旅等。其次，微短剧的盘子
更大了，有明星加盟的同时还有成熟的制作公司，比如华
策、柠萌、完美世界影视、坏猴子等参与制作，这就进一步
保证了最终成品所呈现的品质感。以今年春节档引起热
议的都市题材短剧《大过年的》为例。这部由抖音、完美
世界影视出品，完美宣言承制，演员徐梦洁、李川领衔主
演的短剧，单集点赞量最高达到 1697 万，剧中男女主该
不该复婚的话题，更成为网友争论的焦点。

《大过年的》总监制、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完美世界影
视业务负责人曾映雪透露，之前完美世界影视以长剧为基
本业务，微短剧是从一年多前进入的。因为他们判断，哪里
有观众，哪里就需要内容，他们发现抖音上有大量用户在关
注短剧，于是完美世界影视选择进入这个赛道行业。

成熟的制作公司入局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最直观的
是可以为微短剧行业带来明星资源。曾映雪表示，明星带
有光环和关注度，参演短剧有天然的优势，会让观众更容
易关注到他，更容易进入剧情中。

“从人才这个方向，具有扎实人才基础的优质影视公司
入局短剧领域，其实是能够让整个微短剧制作班底升级的，

包括导演、编剧、演员、服化道等全方位升级。另一方面就
是，我们打造了比较完善的制作体系、制作流程，也积累了
丰富的制作经验，还有宣发经验，这对于我们稳定输出微短
剧内容和品质提供了保障。完美世界影视一直贯彻的‘精
品化’‘多元化’的底层创作逻辑，也同样适用于微短剧。”

最后，微短剧行业获得的支持还在加码。从政策口到
行业协会，再到平台方，都在以不同方式，比如各种激励、
扶持计划，资助着行业内的年轻创作者，引导他们把精力
放在内容创作上，从创作源头开始“正本清源”，推进短剧
精品化发展。

未来 剧场模式与档期模式并举

精品化是微短剧行业发展的必需，但不是唯一。除
了内容走向精品化以外，微短剧还需要更加系统化、组织
化。过去微短剧靠量取胜，每天会有几百上千部短剧上
线，但伴随着微短剧精品化的脚步，档期制与剧场制势
在必行。

“微短剧春节档”的说法，就是这种系统化的具象体
现。档期化的好处，在于平台方可以根据时间节点进行定
制化运营，比如抖音的微短剧春节档、快手的微短剧暑期
档等等，档期化意味着平台在运营时能够更有的放矢，根
据不同档期的特点主推不同类型的短剧。比如春节档，平
台可能会将合家欢、喜剧等类型的短剧打包密集上新；暑
期档，则可能更偏重校园、甜宠等轻松的题材。

更重要的是，一旦“档期”这个概念在观众心中成功
建立，每到相应的时间节点，观众自己就会到平台上去
找内容。

钱立立说，整体复盘看整个春节档，会发现身边看短
剧的人变多了，甚至有一种“一夜之间大家都来看短剧”的
感觉。她认为，这就是从内容方到平台方共同在这个节点
上发力，这种做法对于新的内容产品形态继续快速增长是
有价值的。

除了档期化运营，还有剧场化。长视频的剧场化已经
很成熟，不同类型的剧场抓住了不同观看偏好的受众，而
短剧的剧场化也正在建立之中。像爱奇艺的小逗剧场，一
看名字就知道与喜剧有关；周星驰与抖音的“九五二七剧
场”，则属于“星爷味儿”的厂牌剧场。

从《2023微短剧行业报告》不难发现，微短剧受众的口
味正趋于垂直细分，剧场化的建立，是对档期化的补充，对
剧集进行垂类化分类运营，更有利于用户的沉淀与黏性的
提高，也有利于平台从自身调性出发打造独属于自己的短
剧剧场品牌。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7年预计微短剧市场规模将突
破 1000亿元。这个行业充满了机会，也暗藏着挑战。如
何在激烈竞争中被观众看到？就像钱立立说的，“最终还
是要回归内容与故事本身”。 □王磊

中
国
诗
词
大
会

中
国
诗
词
大
会
﹃﹃
迎
春
迎
春
﹄﹄
回
归
回
归

伴随春天的脚步，《2024中国诗词大会》近日
在央视一套打开诗意画卷。新一季诗词大会节目
形式总体上沿袭往届，而节目中先进视听手段的
运用产生了更为丰富的表达，打造出耳目一新的
节目效果。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首期节
目现场，随着百人团和云中千人团的齐声“诵春”，
拉开了这一季文化之旅的序幕。大会百人团依旧
涵盖了不同年龄阶段的选手，由少儿团、青年团、百
行团、亲友团组成，同时还设立了诗词国际观察团，
从石油工人、普通农民，到航天 3D打印师、驻外机
械工程师，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因诗词结缘。

春天象征着新生、成长与希望，《2024中国诗
词大会》首期节目以“春”开篇，用毛主席的数首诗
词为题，感受万物生长的繁荣盛景，嘉宾康震和蒙
曼的精彩点评赢得节目现场阵阵掌声。

不同于往年的荧屏“春节大餐”，今年的诗词
大会已整体退出春节档，如今节目“迎春”归来仍
保持了播出热度，第一场节目《春天》收视率达
1%，收视份额达 4.57%，电视端触达观众高达 4897
万。节目将诗词文化融入社会生活，闻喜花馍、
黑龙江鸡西版画等传承人将诗词融合非遗，杭州
亚运会开幕式总导演沙晓岚以“弄潮”诗词为题
阐释中华体育精神。

在视觉表现、科技创新上，《中国诗词大会》一
直尝试用现代技术助力传统文化。首期节目中通
过AI技术制作大屏素材、XR技术聚焦“九色鹿”

“春耕图”等敦煌壁画内容，用逼真的场景和特效，
让赏心悦目的“敦煌春景”在舞台上活起来。在虚
拟技术还原下，敦煌莫高窟壁画《鹿王本生图》中的
九色鹿从壁画中一跃而下，活灵活现走上了诗词大会的舞台。
节目运用AI、虚实交互等技术手段，融合动画和真人演绎、虚拟
呈现等多种手法，在写实与写意之间展现诗意和艺术之美。

据悉，本季诗词大会采用周播形式，十期节目分别提炼了
“春天、多彩、勇毅、山河、相逢、寒暑、风味、先生、灯火、在路上”
十大主题。在之后播出的节目中，还将通过视听手段呈现古代
浪漫婚礼仪式，复刻唐代冰淇淋“酥山”等古代美食佳肴。

《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季于 2016年播出，如果说节目在创
制之初焐热了曾经被束之高阁的中华古诗词，让诗词有了温
度和广度，那么如今的节目模式已逐渐突破了拼记忆的问答
套路，在新技术的加持下不断开掘诗词文化的魅力和底蕴，
让观众走进诗中的世界，感悟到诗词背后的故事与情感，以
及串联古今的回望。 □邱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