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1月1日 ■星期三 ■责编：杨雯 ■版式：李瑞海 ■责校：魏铼
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网络视听

自 2016 年以来，分账剧已经走
过了7个年头。这些年里，视频网站
早已入局、排兵布阵，多家影视公司
也从观望到试水再到深耕，一步一步
朝着这个行业的发展方向挺进。

世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世禾娱乐）正是当前试图在分账剧
领域进一步深入的公司之一。从
2019 年开始考察行业动向，到今年
已经参与出品《锁爱三生》《独家童
话》 等多部分账剧，世禾娱乐慢慢
摸到了分账剧的“脉门”。“市场正
迈入成熟发展期，更加聚焦内容质
量和受众消费反馈。”公司创始人刘
颖在接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随着低效率
的玩家淘汰，有实力的玩家‘上
岸’，行业将迸发出更大的创作活力
以及创新动力。”

找准赛道

世禾娱乐成立至今已逾8年，之
前一直专注于影视营销领域。4 年
前，在资本缩水、投资市场回归冷静
的情境下，刘颖开始思考公司的转型
发展。这时候，“小身材、大味道”
的分账剧进入了她的视野。

从决定入局开始，刘颖的思路
就很清晰。比如，在面临的第一个
问题——题材的选择上，她在评估
完自身的试错成本与市场成功案例之
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甜宠爱情题材
作为主要阵地。

在刘颖看来，分账剧的受众非常
垂直。她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大
剧就像一棵大树，树根扎得深，长得
也茂盛，可以覆盖较多人群。而分账
剧更像一棵小树，树根比较浅，枝叶
只能有较小的一部分树荫，也就是它
的核心受众。对这部分核心受众，一
定要瞄准他们感兴趣的领域，尽量吸
引他们”。

从目前市场来看，反映较好的分
账剧基本集中在悬疑、甜宠、美食、
青春几大类型上，甜宠又成为其中的
主力担当。那么，为何分账剧市场偏
爱甜宠爱情题材？刘颖认为，当前现
实社会压力加大，年轻人需要轻松、

愉悦的休闲空间，而不是钩心斗角或
苦情悲怆。此外，作为网络视听平台
主要收视群体的女性受众的个体意识
不断觉醒，正视和勇敢表达自己成为
当下年轻女性的价值观。而世禾娱乐
曾经营销过许多爆款爱情剧，例如

《亲爱的热爱的》《传闻中的陈芊芊》
《夏花》《花琉璃轶闻》等，擅长把握
少女心和营造CP感。

专注擅长的品类是入局的第一把
钥匙，但更重要的是在品质把控的基
础上进行创新，跟上受众不断变化的
需求。在这一点上，刘颖显得很有信
心。因为世禾娱乐是做影视营销出
身，对受众口味的变化有着灵敏的嗅
觉。“制片人快的话，一年大概做
1—2 部剧，慢的话可能要好几年才
做一部剧，他们离受众的实时反馈是
较远的。可是我们一年要做十几、二
十部剧的营销，受众较为微小的喜好
偏差，我们都能很快捕捉到，并及时
反馈到剧里。”

专注内容

7年时间里，分账剧行业自身也
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其中对行业影响
最大的，莫过于视频平台在去年对分
账规则作出了一系列调整：爱奇艺放
宽了集数限制、优酷宣布“播后定
级”、腾讯则强调了以受众累计观看
时长作为计费基础，这意味着内容质
量成为衡量作品成败的最关键因素，
精品化已经成为分账剧产业发展的必
经之路。

在刘颖看来，这也是分账剧商业
模式成熟的标志：“分账剧是让受众
与内容直接对话的一种方式。对于创
作者而言，分账模式是他们实现变现
并反哺内容创作的重要载体，受众对
作品的喜好度，使他们获得受众付费
观看的直接回报。内容产业随之形成

‘内容创作—商业变现—内容创作’
的闭环发展，良性的供求关系推动着
分账剧的精品化策略初见成效，也让
分账行业步入正向轨道。”

“内容质量是剧集市场的硬通
货”，这一点，对于在影视营销领域耕
耘多年的刘颖来说，认识不可谓不深

刻，“我们给剧做宣传推广的时候，创
意虽然重要，但是剧本身的内容和质
量更重要。创意本身就是形式变化，
终究只是一个包装，而内容才是吸引
受众过来看、看进去的终极秘诀”。

刘颖表示，在有效的传播策略助
推下，原本成色在7分的作品可以达
到 7.5 分甚至 8 分的效果。但如果是
本身存在硬伤或者不及格的作品，即
便营销团队使出浑身解数，也未必能
够将其拖拽到及格线上。

把握着“内容为王”这条亘古不
变的通行法则，刘颖在分账剧的选
择上也非常谨慎，每一部剧都奔着
领域头部的目标而去。而从她今年
参与出品的两部剧表现来看，成绩
也十分亮眼：《独家童话》在爱奇艺
长剧分账票房突破 2000 万元，短视
频话题总播放量达到 11 亿+，站内
最高热度值超 6600；短剧 《锁爱三
生》 分账票房突破 1000 万元，在优
酷热搜榜连续 5 天位居第一，连续
11 天位居前三名，电视剧热度榜最
高达到第五名。负责营销的长剧

《当我飞奔向你》在优酷取得了6088
万元总票房的好成绩，播出期间站
内热度值达9378。

营销助力

分账剧最大的特色，在于制片方

与平台共担风险收益，而营销手段带
来的结果可以直接转化为点击量和播
放量，带来的是真金白银的经济收
益。因此，在分账剧领域，制作方的
营销意识被大大激发出来。

“早些年，影视剧宣传对于剧集
本身而言只是一个‘消费品’，尤其
是一些老派的影视公司，营销意识
薄弱，在宣传部分投资甚少，宣传
方式也趋于基础的传统营销。时至
今日，还有部分公司采取赌博式营
销，在剧开播前一两天才开始投
放、冲榜，运气好能吸引一些关
注，运气不好比如碰到有突发大事
件，那么，这部剧就被淹没了。”在
营销这一点上，刘颖更是有发言
权，“分账剧的 C 端属性非常明显，
内容生产者和受众之间的阻隔逐渐
消失，如果不采取适当的营销，很
难实现触达率。”

那么，分账剧营销具体要怎么做？
从会员有效点击到观看时长，

这是各家网络视听平台更新分账规
则的共同点。这意味着，分账规则
对剧集如何留住且更长时间地留住
受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上
也有很多观点认为，分账剧营销要
瞄准“长尾效应”，延续观看时长。

对于这一点，刘颖有着不同的
意见。在她看来，剧集开播前和播
出时的热度会比“长尾”更加重
要，因此，“准备工作”要做足。

“营销要尽可能前置化，充足的准备
时间可以让营销有更多的空间去面
对突发的变动，漫长的宣传周期也
能够给营销渠道与制作方一个良好
的磨合过程。”刘颖举例道，“比如
我们今年推出的《锁爱三生》，拍摄
只有短短的 18 天，但是我们在剧组
开机前就策划一些传播点和预埋
点，拍摄期积累了大量所需物料，
剧开播时也就有了更多的营销操作
空间。”

如今，分账剧行业容量增大，
但基数尚小，还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待被挖掘。相信在前端剧本重视度
不断增长、制作水平提升，后端营
销也日趋成熟的“灌溉”之下，这
棵“小树”终会茁壮成长。

布局分账剧，用营销打开票房大门
——专访世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刘颖
□本报记者 杨雯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短视频
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娱乐的主要途
径。短视频具有快速吸引注意力、广
泛传播信息和增加用户参与度等优
势，更符合社交媒体平台的需求。
为了适应媒体的发展趋势，满足用
户对简洁、直观和有趣内容的需
求，传统主流媒体将短视频制作作
为主要的产品方向，此举具有重要
的意义和作用。

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是宣传阵
地。以明德引领风尚，以精品奉献人
民是主流媒体的使命与担当。为了充
分利用融合媒体的能力，开拓新的生
产方式，传统主流媒体短视频制作应
扩大发展空间，通过短视频+，为用
户提供更丰富、更有价值的内容和体
验，更注重内容的深度和多样性，更
好地体现积极的社会价值，进而提升
主流媒体新闻短视频的传播效能，提
升传播影响力和舆论引导力，构建舆
论场新生态。

具备独特优势

根据当前媒体传播格局，以短视
频作为连接用户的“超导体”，把短
视频+作为盘活全局的“棋眼”，从
基因优势、视频语态、技术驱动、生
产流程、传播渠道等方面整体推进
短视频战略，是传统主流媒体发展
的必由之路，也是占领主阵地、实
现主流价值观传播“润物无声”的
有效路径。

根据最新数据，中国短视频用户
规模已超 10 亿人，成为人们日常娱
乐和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短视
频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娱乐、美
食、旅行、教育、时尚等各个领域，
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

传统主流媒体在短视频制作中可
以借助品牌优势吸引粉丝，坐拥丰富
的经验和专业的团队，传统主流媒体
能够提供有深度、有价值、有可信度
的内容；并且，可以利用庞大的媒体
资源，为短视频制作提供丰富的素材

和独家报道。
在制作短视频时，传统主流媒体

应注重内容创新、视频质量、观众定
位、信息准确性和社会责任，提供高
质量、有意义的内容。此外，传统主
流媒体还需要多渠道推广短视频，以
扩大触达面和影响力。

传递积极价值

通过短视频，传统主流媒体可以
更直观地传达信息和观点，使得内容
更易于被接受和理解。而短视频+则
是在短视频的基础上，进一步注入更
多的价值元素。这包括但不限于教
育、科普、文化传承等。通过短视
频+，可以用有趣的方式传递知识和
技能，提高受众的学习兴趣和效果。
同时，还可以关注社会问题，传达正
能量，引导人们思考和行动。因此，
短视频+肩负着传递价值的重任，可
以更好地满足人们对内容的需求，同
时，也能够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
贡献。

今年 5 月，“中国之声”抖音账
号发布了一则题为《9472米！“深地
一号”跃进 3-3XC 井在塔里木盆地
开钻，预计将刷新亚洲最深井纪录。

人类到底有多能挖？一条动画带你了
解。》的短视频。从古老铁锹挖掘的
1米深度，到导管架海洋钻井平台掘
地至约 500 米深度，再到世界目前
最深井——科拉超深井的12262米深
度……一部人类“掘”地简史在短视
频中层层展开，“深地一号”跃进
3-3XC 井在塔里木盆地开钻的突破
性意义也被呈现得直观而生动。

该短视频巧妙采用动画演示形
态，实现了“地下世界”的可视
化，拉近了与观众认知的距离，让
信息的传播变得生动形象。竖屏构
图与“深度”主题完美契合，充分
发挥了视觉传播优势。同时，这则
短视频将深井和超深井钻井技术的
各个重要发展节点在动画中递进呈
现，让观众在强烈的悬念感中，对
钻井技术的“前世今生”有了全面
系统的了解。因为时间轴的引入，
海量的延伸信息显得井然有序，结
合三维动画呈现，视频趣味性十
足。另外，动感、超燃又有工业感
的配乐，也让视频更加震撼。

权威不是板着面孔，严肃不是一
通说教。对主流媒体而言，通过科普
实现有更高站位、更大格局的主题传
达，让观众通过观看大国工程的新

闻，感受到科技进步带给我们的自豪
与自信，更是传播的题中之义。

运用创新技术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
短视频制作正变得更加智能化和创
新化。高新技术在短视频制作中的
应用越来越广泛，这也成为未来发
展的方向。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生成对抗网络
（GAN）等技术，自动生成短视频内
容。在短视频制作中，生成器可以通
过“观看”大量的短视频样本，学习
短视频的特征和风格，并根据用户提
供的素材，生成与之相符的短视频内
容。生成器可以生成各种类型的短视
频，包括动画、特效、场景等，其可
以增强短视频的视觉冲击力、故事叙
述能力，丰富用户体验。

同时，超写实虚拟3D制作技术
可以用于创建逼真的特效和场景，使
短视频中的特殊效果更加真实。它还
可以用于制作虚拟角色和动画，使短
视频中的角色更加生动有趣。通过虚
拟3D制作，抽象的概念和想法可转
化为可视化的图像和场景，短视频的
表现力和吸引力大大增强。

在融媒体时代，舆论生态、媒
体格局和传播方式都发生着深刻变
化，但“内容为王”的需求没有改
变，内容的生产力决定了在新赛场
上的竞争力，舆论场的话语权最终
体现在思想和内容的交流和交锋
上，而短视频的生命在于内容和创
意。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传统主
流媒体应积极利用媒体融合发展和
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提高内容的创
新性，以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为
了构建媒体融合语境下的舆论场新
生态，传统主流媒体必须坚持不断
创新创作，勇于创新和变革，抓住
当前短视频的风口，打造优质的短
视频内容，从而提升影响力。

（作者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融
媒体中心）

短视频+：盘活传统主流媒体舆论场
□尹晓华

优酷人文出品的谈话节目 《第一人称复数》 正
在热播，节目以周轶君为话题发起人，每期邀请不
同的谈话嘉宾，展开关于社会、科学、生活等多方
面的探讨。

一开始，由于参与嘉宾多为女性，节目被贴上了
“女性谈话节目”的标签。但周轶君强调，这并不是
一档有性别区分的节目。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
电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没有特地要去做女性
节目，我们传递的是女性对自身的审视、对外界的感
受、对人性的观察。”

传统话题，“没兴趣”

在正式录制之前，周轶君和 《第一人称复数》
总导演任长箴、总策划张越等主创团队要先确定一件
事情，那就是“聊什么”。

“第一类是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热点问题，比如性
骚扰等；第二类就是常规生活中涉及女性立场和女性
视角的话题。在以往很多节目中，这些话题基本上是

‘应该怎么处理亲密关系’‘怎么搞好婆媳关系’‘怎
么平衡事业和家庭的矛盾’‘怎么教育好孩子’等。”
张越回忆起团队最早开策划会时的情景。当时，她抛
出这些常规选题之后，遭到了大家的共同反对，“她
们异口同声地说，‘没兴趣，不聊’”。

一档女性节目，却对传统女性话题没兴趣，那该
做些什么？周轶君表示，经过多次的讨论和尝试，节
目决定将眼界打开，不将话题锁死在传统框架内，而
要进入许多以往的传统女性节目没有进入的领域。

“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女性的话题，我们关心人性，
关心全宇宙，关心科技进步，也关心审美。我想展现
的是，女性可以关心所有的事儿。我们不追求绝对的
性别平等，但在话题面前我们是平等的。”

在目前播出的几期节目中，除了“性骚扰”外，
“全宇宙”“动物进化”“植物学”等话题，确实都不
具备明显的“女性特质”。正如张越所说：“节目展示
出了新时代的女性形象，这个时代的女性受过良好的
教育，视野很开阔，心胸也开阔。”

老生常谈，“绝不要”

“很多人以为做谈话节目很容易，就是几个人，
几杯水，机器一架，就完了。”周轶君感慨，其实谈
话节目并不好做，第一大难关就是“找嘉宾”。

一个好的嘉宾，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
要在某个领域很专业且有意思。对于这样的嘉宾，节
目甚至会为他专门开设一次话题。比如10月25日播
出的第六期《万物有灵》，就是周轶君在网上看到了
牛津大学动物学系鸟类研究所博士王大可所著的一本
书《它们的性》，于是特地将她找来。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条件，在于嘉宾
要是“有观点而不说教”的。说教和有观点的差别
在哪儿？对此，周轶君解释道：“有观点是真诚地
告诉受众自己的一些经验之谈，它没有绝对的对和
错，受众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说教对于对错看
得比较绝对，而且有时候并不真诚，说这些话的
人，他只是告诉你一个主流的说法，一个单一的价
值观输出。”

正是因为秉持着这样的原则寻找嘉宾，谈话才得
以在轻松、真诚的场域中，呈现出更丰富的多面性和
更深刻的思辨性。在第三期《闲聊全宇宙》里，嘉宾
们展开了对电影《瞬息全宇宙》的讨论。而对于这部
斩获无数奖项、拿下第 95 届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
周轶君一上来却直言，自己对于影片不是那么喜欢。
当在场其他嘉宾也直言不讳地表达出相同的观感后，
张越的发言又将观点上升了一个层次，她表示：“杨
紫琼获得最佳女主角这件事，比《瞬息全宇宙》这部
影片更有价值。”

“我们的谈话是要增加大家探索的维度、认知的
空间、思考的层次，而不是在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上
反复地说教，不是去追求一种虚伪的正确。”任长箴
补充道，在以表达为核心的节目中，单一价值观从来
都是要避免和反对的，多元的观点、不同的价值观，
才是一档谈话节目里应该被看见和接纳的。

固有偏见，“破了吧”

节目播出后，周轶君也会去翻看网友的评价，由
此她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一聊到“硬
核”一点的话题时，就会有人不信任、怀疑乃至反对
这期节目的内容。

“像我们第五期《自然律》播出后，就有网友留
言：小丫头片子也能聊自然律？有的人想贬低你的时
候，你的观点是什么不重要，他们只看到了‘这个女
的’。”周轶君说，其实，《自然律》的嘉宾是作家陈
丹燕、学者止庵，畅聊的是关于花草的故事。

这种经历周轶君并不陌生。早年她参加另一档谈
话节目时，聊到有关韩国军事的话题，就收到部分网
友反馈，觉得“一个女的聊这种话题不可靠”。可事
实上，周轶君曾经是一名常驻加沙的战地记者，出
版过《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中东死
生门》 等多部作品，在做那期韩国军事话题的节目
前，她特意去韩国采访过。“其实这个话题是在我专
业范围内的，可是仍然有很多人因为性别而忽略你的
见解。”周轶君说。

这让周轶君想起了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
作品《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书里说，男性轻视
女性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女性没有见识。
因为在伍尔夫的那个年代，女性受到很多东西的束
缚，她们甚至不能单独旅行。可是今天，很多束缚都
没有了，但部分人仍会天然地认为，女性在很多领域
是没有发言权的”。

所以，周轶君也希望能通过《第一人称复数》告
诉大家，历史、政治、自然，这个天地间的一切，都
是女性关注的内容，并且，她们也有深刻的洞察、多
维的思考、严肃的表达，有着温柔而坚定、知性而真
诚的女性力量。

《第一人称复数》：

一起聊聊“所有的事儿”
□本报记者 杨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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