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7日，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第
55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简称《报告》）显示：
截至去年 12 月，我
国网民规模达 11.08
亿人，其中，微短剧
用户规模达 6.62 亿
人，占网民整体的
59.7%。

短剧用户规模
庞大，但网民中也存
在着“一部分人每天
刷短剧、一部分人从
未看过短剧”的割裂
现象。

连月来，国家广
电总局多次表示，将
对短剧创作中“霸
总”题材及“炫富炫
权”等不良倾向进行
规范。短剧是如何
以当下面貌呈现在
我们眼前的？“令人
上头又缺乏营养”的
短剧是否有望内容
提质？连日来，记者
对短剧演员、编剧、
制片人等进行了走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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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它理解为金融产品”

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电影市场全年
总票房为424.98亿元，较上年缩水124亿
元。与此同时，短剧以蓬勃的发展态势、
504亿元的年产值首次超过电影市场规模。

1月12日，武汉制片人周晶在朋友圈发
布喜报，他承制的某部“逆袭都市短剧”上了
星图热度榜。从传媒广告公司跳出来创业，
进入短剧行业两年，周晶已承制十来部短
剧。他在介绍短剧之火热时说：“你可以去
横店看看，每一天，随便转转就能看到几十
部剧同时在开机，只不过从横屏变成了竖
屏，短剧让横店变‘竖店’。”

《报告》显示：中老年观众正在成为短剧
市场的重要力量，45岁至64岁的中老年用
户群体的付费行为活跃度超过整体平均水
平。对周晶而言，中老年群体的确是投资方
最喜欢的对象。首先，中老年人“有钱有时
间”；其次，中老年人不像擅长在网上“找资
源”的年轻人，他们的付费习惯更易培养。
短剧的开发逻辑由此展开：首先确定受众人
群，然后才是题材、类型、剧本、摄制、宣发。

在某短剧排行统计平台，点开每部剧都
能看到播放效果图与用户画像图。例如，1
月13日的热门剧《时代红利之青云直上》，部
分集数被单独列出来，显示集数的块状图颜
色深浅不一，小字解释道：“爽点分布越密集
的集数，颜色越深”，下方又用红字标注出“预
估转化比例2.48%”。该剧的用户画像显示：
受众特征为男性居多，年龄为41岁到50岁
居多，人群主要分布在广东、浙江与江苏。

“你看我们那些穿越剧，为什么不是穿
越到未来，而是穿越回二十世纪七八十年
代？”周晶说，这是因为生于那个年代的人刚
好是目标受众，剧情也是针对他们量身定制。

周晶总结，短剧还有另外两大受众群
体：“宝妈”和“厂弟厂妹”。大量“萌宝”“离
异带娃”题材短剧也根据这两类人群炮制。
同理，校园剧在短剧市场不吃香，是因为大
学生的消费能力不强。“你可以把付费短剧
理解为针对固定人群的金融产品。”周晶总
结。

更离奇更反转更雷同

一部短剧的制作周期通常在2个月内，
投资成本在20万元到30万元。周晶说：

“如果合作一个剧‘扑了’，相当于就辜负了
一次投资人的信任，久而久之，就会失去行
业口碑。”这意味着，作为制片人，需要有“毒
辣”的选剧本眼光，对什么剧本有希望火心
里有谱，同时还要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保
证一个剧在某个时间节点前完成并推出。

在这种模式下，制片人更遵循“可验证
逻辑”——即什么类型火了，就跟拍该类型
的片子，比如近段时间“厨神”题材较火，一
天内推出的该类短剧可能多达百来部。同
时，刺激用户付费成为短剧创作的首要目
标。周晶开玩笑称，如今短剧的价格被“打
下来了”，30集特惠的话一般收费9.9元，在

去年，一部短剧全集下来收费动辄高达两三
百元。即便如此，大量短剧仍有亏本风险。

不同于坐在影院或电视机前的观众，短
剧用户习惯的端口是手机，这意味着他们的
耐心更少，划走一部剧的概率更高。区别于
传统电影6分钟左右才进入叙事，短剧的节
奏要快、反转要多，短短1分钟内就要人物

“打脸”1到2次，目的就是为了抓住观众。
“如果在最开始的几秒钟我都不想看下去，
我可能就划走了。起码在付费之前，‘钩子’
一定要下好，不付钱，这个剧就‘扑了’。”周
晶说。

为了更“爽”更离奇，短剧剧情往往走向
“狗血”和“雷人”。比如，搜索“霸道总裁爱
上”的词条，就能出现大量“50岁保洁阿姨”

“离异带娃的我”“清洁工”等后缀。再如，短
剧里常出现的拍卖情节，你出“1个亿”，我
出“2个亿”，他出“10个亿”……短剧里的

“霸总”往往不存在对财富的实际概念。
没有时间刻画性格细节、还原对白真实

度，短剧人物形象倾向于脸谱化，好人千篇一
律，坏人一坏到底，甚至用字幕直接打上“反
派”。记者采访多名短剧演员了解到，短剧给
演员发挥演技的空间较少，对表演的要求也
相对较低，大量非专业演员也能胜任，“只要
表情稍微夸张一点，把词念出来就行了”。

免费短剧或将改变内容生态

近日，《人民日报》这样评价短剧：以
“爽”为赢、以“离奇”为胜、以“狗血”为流量
密码，最终将失去平台或创作机构的品格。

是谁在编短剧？短剧的创作逻辑是什
么？带着疑问，记者采访到了武汉短剧头部
企业贰拾叁楼影业主编曾雯。曾雯大学学
的是戏剧影视文学，有过8年影视剧编剧经
验，作品还曾入围过澳门国际电影节。
2023年她回到家乡湖北，进入短剧行业。

曾雯称，为了适应短剧，自己经历了痛
苦的过渡期。先是从2017年开始学写网文
小说，为此还专门找了师傅，坚持了一年多，
中途放弃过，后来终于打通了“任督二脉”。
她自我反思：“过去做电影，我是得让观众

‘吃点好的’这种心态，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
种上位者思维，对某些人来说，他们就是稀
饭配腌菜也挺开心的，你让他们吃北极甜

虾，一个是够不上，一个是吃的工序、礼节太
复杂。他们需要的就是那一点糖。”

曾雯总结，现阶段大部分短剧就是影视
化的网文。传统影视剧与短剧是两种受众、
两种思维，前者重事件逻辑，后者重情绪逻
辑。短剧观众想体验的是“代入性”，比如一
名女性，为了一个男人“洗手做羹汤”，结果
这个男人反而看不到她的价值，于是她在离
婚后“崛起”了。再如，一名基层老百姓或许
很难获得巨额财富，但他心里觉得只要有一
个机会，自己不比别人差。“这种情绪其实很
多人都有，只需要一个机会将它发泄出来，
或者将梦织出来。”

曾雯说，短剧创作的重点是抓住某一类
人群的痛点，先定情绪，再去套上“大女主”

“复仇”“甜宠”等各种各样的“皮”。
作为一名短剧编剧，平常大量刷剧是基

本功。曾雯介绍，公司编剧团队一共有十几
人，基本是“90后”和“00后”。面试时，相比
起要求深厚的文学功底，更看重的是其是否
懂得人物的情绪逻辑，看剧时间要比写的时
间长，最好有长篇网文的写作经验。

短剧剧本创作能否走向优质？未来是
否有可能吸引更多高知人群观看？曾雯告
诉记者，过去很多影视圈的人“咽不下短剧
这口饭”“觉得掉价”，但这两年，也有很多大
导演、大编剧，“隐姓埋名来拍短剧”。

部分人认为，短剧只能流行一阵子，曾
雯对此不认同。在她看来，短剧内容有望有

“更多玩法”，是由于免费短剧的出现。在红
果、河马等短剧平台及一些购物App上，很
多短剧无须付费就能看完全集，这意味着观
众的耐心会增强，也可以慢慢去引导观众的
口味。“观众自己买单就不是这样，充值的那
一瞬间要足够上头，短剧制造的情绪就要足
够剧烈。”

当前，腾讯、爱奇艺、优酷、百度、B站等
主流创作机构及网络视听平台纷纷下场进
军短剧。诸如“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的创作
计划，也通过优秀短剧推选的方式，将短剧
与文旅、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多名业内人
士预测，短剧将成为一种新的宣传手段，未
来可能会更多延伸到广告、政务宣传、品牌
宣传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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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雯（左）与编剧团队成员开会。

短剧拍摄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