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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微短剧通常采用单剧付费模
式，从去年开始，伴随广告解锁、会员免
费等多元化变现方式的出现，平台调整
运营策略，使得微短剧的生命周期得到
延长。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4微
短剧行业生态洞察报告》显示，抖音原
生头部微短剧的首月收入占总收入的
80%，2~3月占比为 15%，即使进入 4~6
月阶段，仍能保持 5%的收入占比。这
表明，微短剧的盈利模式正转向长期用
户留存和内容传播。

长视频平台也将微短剧作为会员
内容生态的重要组成，以提升对用户的
吸引力。以爱奇艺为例，自2024年9月底
开始发力微短剧，仅3个月就出现了单月
分账收入过百万的剧集。今年春节期间
上新的28部微短剧也均为会员免费或
限时免费，爱奇艺高级副总裁杨海涛对
此表示：“IAP（付费模式）不再是主流，
会员模式和免费模式越来越普遍。”

至 2024年 10月，免费剧的市场占
比已攀升至50%，成为推动市场增长的
主要动力。制作公司于今无量创始人
李峻丞透露，他们的微短剧大多在红果
免费短剧平台播出，“免费模式不仅分
账透明，还能解决盗版问题，这都是行
业关注的重点”。

可以看出，微短剧“充值套路”已经不
再是当下的主题，在用户需求与审美都在
不断提升的今天，有优质内容生产能力的
制作方将获得更多的收益和话语权，从而
将高回报用于制作更精良的作品，形成

“内容-流量-收益”的良性循环。
此外，更多互联网平台的入局，大屏小

屏、横屏竖屏的融合等也带来更多机遇。
今年年初，淘宝、美团、小红书推出

数十部微短剧，长视频与短视频平台“牵
手”等新动向，“有望合力提升行业天花
板”，给微短剧题材同质化、创新力不足、
审美疲劳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不同平台有各自的优势，长视频

平台的影视 IP储备丰富，可依据传统
网络剧衍生微短剧。电商平台通过微
短剧增加用户留存，开发‘微短剧+消费’
模式。竞争加剧的同时，资源也在快速
整合。”周逵说。

谈及 2025 年微短剧行业发展趋
势，受访者不约而同提到“长期主义”

“社会价值”“技术驱动”等关键词。随
着转型升级步入“深水区”，微短剧精品
化已成为行业共识，未来将会有更多专
业团队、知名导演和制作人下场。

文化产业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近
年来的一系列现象级作品，反复证明了
这一点。不论是让国外玩家集体阅读

《西游记》的《黑神话：悟空》，还是已挺进
全球影史票房榜前十的《哪吒 2》，它们
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打破纪录，更在于

“用心做事、追求品质”的价值和意义。
正如已登顶中国导演票房榜的饺

子所言：“我们相信，观众不会拒绝有诚
意的作品。”

新华社电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微短剧用户规模达6.62亿人，网民
使用率为 59.7%。无论从用户规模、市场规模和产业效益，微短剧都不再是简单新
兴的娱乐产品。

随着监管深化，平台持续治理，行业自身纠偏，一路“狂飙”的微短剧在内容、商
业模式等方面历经了从内至外的显著变化。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微短剧剧
情狗血、内容同质、霸总霸屏、圈钱
消费等质疑不绝于耳。

2024 年中，国家广电总局要
求，未经审核且备案的微短剧不得
上网传播。当年末又发布管理提
示，加强对微短剧片名的审核，以纠
正不良倾向。

近日，总局再次发力，公开发布
《关于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 促进
网络微短剧行业健康繁荣发展的通
知》，要求根据微短剧行业实际，按

“重点微短剧”“普通微短剧”“其他
微短剧”分三个层级进行审核管
理。短视频平台随即发布微短剧治
理公告，并下架数百部违规微短剧。

对微短剧的规范持续进行，从
备案到片名等，越来越细化。“这些
制度不仅提升了微短剧的质量门
槛，过滤掉了低质量内容，还鼓励
创作者和平台追求更高层次的艺
术和制作标准。”红果短剧相关负
责人说。

中文在线精品短剧部总经理余
帅同样认为，“分类分层审核”等制
度将有助于优化行业生态，推动行
业从“野蛮生长”转向“精品竞合”。

在内容创作上，今年 1月，总局
发布“微短剧+”行动计划，并提出 6
个主要创作方向，包括跟着微短剧
去旅行、学法、科普、学经典、看品
牌、看非遗。

推动微短剧与千行百业结合，
为其精品化、多元化发展拓宽了路
径。以普法微短剧《西城无小事》为
例，该剧以北京市西城区“接诉即
办”的真实案件为故事原型，展现基
层治理的生动实践，邀请了蔡明、英
壮、李金斗等演员加盟。这样的阵
容不仅有助提升微短剧的专业性与
影响力，还与普通微短剧的“快消”
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提到微短剧大家可能先想到
的是‘戏剧的、快节奏、强翻转’，很
少想到‘真实’，《西城无小事》的创
作难点也在于此，故事一旦‘悬浮’
会被观众一眼看穿。突破口就是下
笨功夫，只有走过基层工作人员走
过的路，才能更好地反映他们的生
活。”编剧袁野坦言。

而随着《重回永乐大典》《锦衣
巷》等一批深植现实土壤，展现传统
文化或非遗文化魅力的微短剧不断
涌现。可以肯定的是，微短剧靠“爽
点”和套路来博流量、赚快钱的模式
已不符合如今的发展趋势。

以“分层分类审核”为代表的管
理新规不仅树立了明确导向，还向
整个行业发出了要兼顾经济效益和
社会价值的清晰信号。

去旅行、学法、科普、学经典、看品牌、看非遗……

不再是简单新兴娱乐产品
微短剧迎来新变化

微短剧的起点是竖屏，但自去年以
来，微短剧的大屏之路越走越宽。中国
视听大数据 (CVB)显示，截至 2024 年
底，已有 30余部微短剧在全国省级卫
视播出。

湖南卫视动作最快，2023年底，其
率先在大屏端播出微短剧《风月变》，后
又开设微短剧“大芒剧场”；浙江卫视与
重庆卫视随后播出《南辕北辙的我们》
和《嗨！微剧场之烟火星辰》；东方卫视
推出“品质东方·微剧场”，近期上档了
创新栏目《开播！短剧季》，受到行业内
外关注……

微短剧上星，意味着更高的制作要
求和播出标准，也意味着对作品质量的
认可。

今年年初，总局发布2025年微短剧
春节档推荐片单，分成大屏端和网络平
台端两部分，分别包括 14部和 49部作
品。相较2024年首个微短剧春节档，不
仅推荐剧目数量更多，题材也更丰富。

微短剧拿到“大屏编制”，推出“微
短剧春节档”，这在中国传媒大学网络
视频研究中心研究员周逵看来，是在向
行业释放明确的信号：“将微短剧纳入
到主流文化消费领域里去”，而“微短剧
进入电视大屏，既可以拓宽用户群体，
又能让它从个人文化消费转向群体主
流文化消费”。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春节期间，抖
音、快手、爱奇艺、红果短剧等网络视听
平台，以及各大卫视等主流渠道新上线
超400部微短剧。

红果短剧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分析，
今年的微短剧春节档体现了行业的三
个最新趋势：一是题材多样。武侠题
材、红色谍战题材等都颇受欢迎。二是
制作团队专业化，长剧演员下场，如知
名演员舒畅参演《蛇年大吉之小青渡
劫》《锦绣传》，专业武术指导监制《行道
者之剑二十四》等。三是质量全面升
级。立体的人设、丰满的细节、更具时

代价值的表达成为共性。
以抖音主推的定制剧《夫妻的春

节》为例，该剧由倪虹洁监制和主演，聚
焦中年婚姻关系。它以轻松诙谐的轻
喜剧方式，讲述深刻、真实的社会话
题。剧中金句频出，台词力度强，网友
留言称赞“果然是专业演员，就算是短
剧感觉也不一样”。目前该剧播放量已
超5亿，是今年抖音首部观看人数破亿
的短剧。

春节后，该剧还登陆东方卫视播
出。该剧总制片人陈宣接受媒体采访
时谈到，微短剧大小屏联动不仅是播出
渠道的不同，更能在小屏快速传播的基
础上，借力大屏覆盖更广的观众圈层。

受访者认为，虽然微短剧春节档能
否产生类似电影春节档的“行业风向
标”作用，还有待时间验证。但“大小屏
融合”“档期化”运营对行业发展无疑是
重要利好，它体现了微短剧正迈向正规
化、精品化。

在全国省级卫视播出大屏之路越走越宽 微短剧“端上主桌”

探索“长期主义”盈利模式 形成“内容-流量-收益”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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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千行百业结合，为其发展
拓宽路径 微短剧不止“爽”剧

2025春节档部分微短剧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