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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移动
设备的普及，微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内
容形式，凭借其独特的叙事方式、紧凑
的剧情结构和高度的观看便捷性，迅速
在内容产业中崭露头角。微短剧不仅满
足了现代观众快节奏生活下的娱乐需
求，而且为内容创作者提供了新的表达
空间和商业机会。因此，微短剧产业的
全链条赋能力成为了近年来业界关注的
热门话题。

为了进一步探讨微短剧产业的发展
潜力和创新方向，2024 年的 ChinaJoy
展会特别增设了“短剧创新论坛”。这
一论坛以“剧变 N 次方”为主题，意
在通过跨界合作和多领域交流，推动微
短剧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来自各行业的
专家围绕微短剧的创作、制作、分发、
营销等环节展开深入分享和交流。在他
们看来，微短剧精品化已成为行业发展
的下一个风口，为从业者提供着更多的
发展机会和商业价值。

实现流量阵地化

艾瑞咨询《2024年中国微短剧行业
研究报告》显示，2023 年全年微短剧规
划备案3574部、上线备案584部；2023年
微短剧行业市场规模已达358.6亿元，并
预测2024年将增长至484.6亿元。

针对这一快速增长的市场，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不断出台新政策，各大平台
也陆续推出相应的扶持计划，助力微短
剧作品的内容质量不断提升。论坛上，
上海大学温哥华电影学院副院长陈晓达
分享了一组数据：总局《关于微短剧备
案最新工作提示》新规试行以来，投资
30 万元以下的“其他微短剧”数量增
长明显，占50%左右。同时，在对备案
首日获批的 3309 部微短剧进行分析发
现，以往剧名中比较常见的“总裁”

“夫人”“娇妻”“离婚”等关键词大大
减少，现实题材作品成为主流。

在此基础上，陈晓达总结了目前微
短剧发展的几个趋势：首先，行业头部
企业在制作微短剧时采用了趋近于长剧
的运作模式，实现着流量阵地化。“未
来微短剧也会形成自己的‘爱优腾’，

相信随着它们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品牌
方将会入局。”其次，新的商业渠道和
模式也在为微短剧赋能。据陈晓达观
察，目前，微短剧发展的一个重要渠道
是与各地文旅结合，以带动地方旅游。

“目前，地方文旅资金投入意愿明显，
这将成为微短剧高质量发展的增长
点。”最后，科技将为微短剧发展插上
腾飞的翅膀。陈晓达表示，AIGC、虚
拟拍摄等前沿新技术在降本增效方面的
优势与微短剧高度契合，共同为行业注
入了新的活力。

微短剧出海目前在国外引起了较大
反响，势头强劲。对此，陈晓达认为，
行业需要注意“文化折扣”的影响。

“在国内热销的作品，未必在国际市场
上同样受欢迎，如东南亚、非洲、欧洲
和北美的微短剧市场需求也各不相同。
面对这些细分市场，‘文化折扣’是不
可避免的，因此，需要根据目标市场的
需求和偏好进行精心规划，以确保微短
剧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

丰富内容与生态

“快手平台短剧日活用户从2023年
的2.7亿人次增长至2024年的3亿人次，
同比增长11%；重度用户从9400万人次
增长至 1.46 亿人次，同比增长 55.3%。

可以说，近八成短剧用户，每周都会看短
剧。”快手文娱业务部星芒短剧业务负责
人王海月在论坛上表示，面对如此庞大
的市场需求，如何挖掘微短剧多元价值
成为关键。“我们希望‘微短剧+’能够覆
盖内容的生产力、丰富性、可看性和可持
续发展等多个方面，通过结合体育、文
旅、技术和 IP，丰富微短剧的内容与生
态，以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

今年是奥运会大年，快手将在内容
题材上不断探索，结合当前时效性热点
和用户关注点，打造更燃、更热血的作
品。“我们将为用户提供微短剧与体育
相结合的作品，这将使我们的内容更加
贴近时事和用户兴趣。”王海月说道。

微短剧与文旅结合仍然是快手的重
要方向。据王海月介绍，《实习生菜
菜》便是快手微短剧与文旅结合的一个
项目。该项目在北京取景，展示了一些
典型的特色景观，记录了当下年轻人的
职场生活。这部剧在猫眼连续9天获得
日榜第一的成绩。

关于微短剧与 IP 的结合，快手在
论坛展示了短剧《红袖暗卫》，该短剧
是对知乎版权故事的改编。目前，快手
星芒与知乎盐选故事已经达成战略合
作，未来将签约和挖掘更多优秀的短篇
故事，改编成微短剧。“此外，在微短
剧与技术方面，我们将与快手自有的可

灵团队进一步深度绑定，在这一领域进
行更多内容创新和探索。”王海月表示。

从“种草”开始营销

在推广和宣传微短剧作品时，需要
借助社交平台的力量来实现更好的营销
效果。过去一年，微短剧在小红书中的
声量实现了几何倍数的提升，日均播放
量增长了9倍，相关内容的发布量增长
了 17 倍。小红书商业互联网和文娱行
业群总经理赵维晨表示，小红书用户非
常喜欢精品化、高端化的微短剧。据他
介绍，小红书目前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
营销和“种草”，以提升用户体验。首
先是通过图文笔记寻找 KOL （关键意
见领袖）扩散和口碑传播。其次是通过
短视频流进行多样化的分发。最后是鼓
励微短剧CP经营垂类圈层，将用户沉
淀在自己的专业号、群聊甚至小程序
里，进行持续、多次的精准触达。“我
们从‘种草’开始，逐步建立用户心理
预期和口碑。用户可以通过小红书站内
的小程序基建或微信小程序跳转，实现
最终的用户效果转化。”赵维晨表示。

微短剧的飞速发展，也让平台开始
思索如何为其匹配更优质的宣传资源。
赵维晨介绍，小红书未来将通过三个方
向扶持，以推动微短剧的快速增长。

首先是文旅定制剧。赵维晨表示，小
红书用户喜欢探索新的生活体验和小众
旅行地，“如今反向旅行需求旺盛，通过
微短剧宣传，我们将生活方式与微短剧
结合，可提升文旅定制剧的内容量级。”

其次是品牌定制剧。目前，品牌定
制剧在小红书上吸引了大量高质量粉丝
和用户。对此，赵维晨表示，小红书将
继续与品牌方合作，通过植入、口播、
软广等方式，帮助品牌在小红书中结合
微短剧营销新范式，获取更大的扩散效
应和用户群体。

最后是精品化微短剧。赵维晨认
为，微短剧的未来发展方向是高端化、
精品化，包括设备、演员、题材和剧本
各个方面。“我们社区有很多规则引导
大家制作更加成熟的微短剧，而不是做
简单的投流生意。”

2024 ChinaJoy新增“短剧创新论坛”——

解锁行业“剧变”密码
□本报记者 张君成 李婧璇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在内容行
业，编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面对当
前连连“上新”、时时“催更”的剧集
市场，编剧似乎有些“供不应求”了。

在不久前举办的芒果短剧“星火计
划”暨编剧大神研讨会上，湖南广电宣
布将微短剧发展上升到集团战略高度，
大力推动芒果短剧“星火计划”，力求
将芒果TV聚焦短视频内容生产和消费
业态的“大芒计划”做大做强，升级

“新风芒”。
采访交流中，记者捕捉到一个重要

的核心信息：在未来微短剧发展之路
上，芒果TV将更加重视编剧力量，并
将从“人、激励、成长性”三个维度构
建微短剧编剧成长生态。

回归专业创作

当下，微短剧行业依然处于快速生
长阶段，内容良莠不齐，“逆袭”“霸
总”“重生”等所谓“热门”题材同质
化问题尚未完全解决，部分微短剧打

“擦边球”等现象仍有偶现。
市场呼吁价值观正确、品质上乘、

打动人心的作品，既不能曲高和寡，又
不能降格以求，还不能随波逐流，更要
打通下沉市场，锁定普通人，尤其是年
轻人。

“长内容专业团队入局微短剧是必
然的趋势，从野蛮生长到逐渐专业化、
职业化，才是未来微短剧的发展趋
势。”中国电视剧编剧委员会副会长、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余飞告诉记
者，如果更多专业的编剧、导演团队能
够进入微短剧赛道，这一行业会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

行业并没有所谓的鄙视链，“能拍
好 80 集的导演未必能拍好三五集的系
列作品，而能将三五集故事讲得好，也
是能力的体现，归根结底还是内容质量
问题。”在余飞看来，大量情绪化的内
容短暂堆积喷薄过后，最终必然是要回
归专业和理性的创作。“这边霸总唱
罢，那边霸总登场，没有故事链，画面
粗糙，情感表达缺失，同质化内容看多
了，观众也会疲劳。”

对于“入局的专业创作者多了，整
体内容质量是不是也能同步提升”的问
题，很多参与者表示，“试一试也无妨。”

挖掘“人效”潜能

“星火计划”的推出，其初衷无疑
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创作者来“试
一试”。

具体来看，“星火计划”意在通过
一系列政策性激励机制与财务性分账计
划，吸引优秀编剧或团队与芒果TV签
约，进而将平台资源向签约创作者倾
斜，以提升“人效”，增加优质内容的
生产效率。

记者观察发现，其路径大致有三：
其一，集聚产业上游核心资源，不再强
调“单项目定制采购”，而是打通师徒

“传帮带”制度，为成熟签约编剧配备
3—5 名新人编剧，组成团队，搭建老
带新的“师徒制”通道，为新人编剧提
供快速成长训练营；其二，打通北京电
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 10 余所行业
头部高校，以及知乎、番茄小说等平台
的人才通路，开源扩容内容创意人才；
其三，在芒果体系内搭建全面的成长生
态和晋升机制，鼓励编剧从新人成长为
独立编剧、资深编剧，累积“爆品”数
量，直至成立个人工作室。

“我们推出这个计划，主要是想给
青年编剧更多成长机会。”芒果TV“大
芒计划”工作室部门总经理周裘谈
道，新人编剧可能技法上会弱一点，
但是只要有好的想法与创意，就能够
先与成熟编剧合作，慢慢获得成长。而
芒果TV要做的，就是为他们提供顺畅
的上升通道。“比如，可以从比较容易
操作的三五分钟的竖屏剧开始，之后再
到 10 分钟左右的横屏剧，一步一步加
深合作。”

在拥有长期短剧制作经验的万合天
宜创始人柏忠春看来，“微短剧是最容
易培养出优质创作人的载体。”柏忠春
表示，微短剧赛道给了很多创作人展示
的空间，很多年轻创作人才走通了从广
告到微短剧再到电影的途径。只要创作
人本身具有想象力，创作公司就能为其

提供机会，崭露头角并不是梦。

打通商业路径

构想总是美好的，但战略升级的关
键仍离不开对上游创作端真金白银的支
持，也就是要从现实层面提升参与其中
的编剧的待遇。正如余飞所感慨的：

“目前还没有真正符合 （行业） 价值的
报酬、利润反馈，职业创作者很多还在
观望而没有下场。”

因此，除了内容上的迭代探索，商
业模式上打破唯流量的壁垒外，探索微
短剧作为剧集新品类的商业可能性也是
芒果短剧在新战略阶段重要的进阶。

目前，微短剧行业为了激励编剧拿
出好的作品，已然采取了多种付费模
式，比如，IAA激励广告模式。这一模
式类似游戏中观看 30 秒视频解锁一次
游戏机会 （观看一集正片），且对完播
率有一定的要求。在这种模式下，一定
程度上可以避免编剧“虎头蛇尾”的创
作——如果是一般的充值付费模式，可
能编剧前几集写得很好，但是在用户充
值之后就会出现水准下降，因为他知道

后续不会再有进账了。而在 IAA 模式
下，考核的是完播率，这就能反向激励
编剧拿出完整的、更好的作品。

在微短剧领域，一直以来都有一个
“怪圈”——运营和投流的预算远大于
内容制作的预算，几乎所有微短剧都会
在有限的成本中将 80％—90％比例用
于投流，而内容创作者和制作端只能拿
到一小部分收入。这样的商业模式，也
让不少编剧“寒心”。

对此，周裘进一步打消了创作者的
顾虑。他表示，在芒果平台不需要创作
方投流。“只要剧集内容好，我们会根
据受众的反应把更好的作品推到更好的
位置，让内容最大程度变现。分账时，
大部分利润也是给予创作方。”

从 2019 年芒果 TV 正式启动“大芒
计划”至今，该计划已规划24部横屏精品
剧及200部竖屏微短剧，而未来，其还将
进一步升级为微短剧独立APP，并逐步打
通横屏精品内容在湖南卫视与芒果 TV
双平台播出。规模壮大的同时，质量的提
升也是题中之义，而这一重担，现在正逐
步交到编剧手中。正如周裘所言，如今是
编剧从生产制作全链上把控项目质量。

芒果短剧推出“星火计划”——

新合作模式让编剧不再“寒心”
□本报记者 杨雯

山西临汾威风锣鼓，这一承载着悠久
历史与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瑰宝，以其独
特的表演魅力与磅礴气势，彰显了临汾大
地独有的地域风情，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
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伟大精神，有着“天
下第一鼓”的美称。

为将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新媒
体传播手段有机结合，由临汾市文化和旅游
局主办，临汾市文化馆、抖音直播承办的

“临汾锣鼓直播 PK 大赛”近日在洪洞大槐
树寻根祭祖园开启。这是一场传统与现代交
织的盛宴，铿锵有力的锣鼓声不仅响彻临
汾市洪洞县与浮山县的每一个角落，更是
通过抖音直播平台，跨越千山万水，将这份
激昂与震撼传递给全球受众。

以鼓为媒云端争霸

本次“临汾锣鼓直播PK大赛”邀请了
来自不同县 （市、区） 的 8 支精英锣鼓队
伍。他们以鼓为媒，以声传情，展开了一场
场精彩绝伦的技艺比拼。

首战即燃，洪洞传统锣鼓队与浮山庆唐
观锣鼓队在直播 PK 环节带来 《乱撕麻》

《庆唐观神鼓》等传统曲牌表演，瞬间点燃
了直播间的热情，吸引了290万人次在线观
看。全国各地的受众在抖音直播间通过打赏
与点赞，为这场跨越时空的鼓乐盛宴献上
最诚挚的支持与喝彩。

洪洞传统锣鼓队，作为本次比赛的“元老
级”队伍，其成员平均年龄已超过60岁。老
艺人们平时在外从事养牛、泥瓦工、掌勺大厨
等工作，但一有表演机会便往回赶。对于这
次锣鼓PK，67岁的程北成表示，“我们虽然年
纪大，但骨头、精神可都不比年轻人软！”

与此同时，直播间另一端的浮山庆唐观
锣鼓队亦不甘示弱。作为派出应战的“先
锋”，60岁的鼓手张青云目光坚毅，打出的
鼓点铿锵有力、有急有缓。敲打中，他还展
现了自己的“换锤”绝活，令人目不暇接。

随着赛事的深入，其他队伍也纷纷登场
亮相。尧都高堆大汉雄风锣鼓队的“娘子
军”们巾帼不让须眉；尧都万全堂锣鼓队则
以青年新锐之姿，展现了蓬勃朝气与活力；
霍州霍山威风锣鼓队的“战斗”气焰，让受
众感受到了锣鼓艺术的磅礴力量；汾西团柏
卓越威风锣鼓队则将女性的温柔与锣鼓的刚
劲完美融合；古县鼓韵雷霆锣鼓队则以“叔
圈”魅力迅速“出圈”，演绎了传统锣鼓曲
牌《隋唐战鼓》的雄浑与悲壮；来自金融行
业的襄汾万都村镇银行威风锣鼓队，更是以

“跨界”之姿，为受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表
演体验。

本次“临汾锣鼓直播 PK 大赛”，不仅
是一场技艺与艺术的较量，更是一次文化的
交流与碰撞。它让临汾威风锣鼓这一传统艺
术形式在数字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
力，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从街头对阵到视听传播

流传于晋南地区的威风锣鼓是由锣、
鼓、铙、镲4种乐器共同演奏的打击乐艺术
形式，已有4000年历史。2006年，威风锣
鼓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在临汾，威风锣鼓群众基础深厚，村村
有锣鼓、爱锣鼓，不同区县长期流传着多样
的锣鼓曲牌，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
的锣鼓队伍。

临汾各地锣鼓队历来有节庆时当街对阵
的习俗。汾西县团柏乡的威风锣鼓演奏人张
晓鸣回忆，以往每逢春耕生产动员大会，各
乡镇都要“闹红火”。从正月开始，各村锣
鼓队赶去县城表演，一路途经其他村庄，也
一路切磋。本地锣鼓队需要“接锣鼓”，在道
路两侧列阵、鸣炮；途经的锣鼓队则在弥散的

“硝烟”中穿行而过，即“钻洞子”。这期间，双
方敲打各自的曲牌，互不服气的队员暗自比
拼锣鼓技术，哪支队伍能保持节奏、稳住鼓
点，哪支队伍的实力就更胜一筹。

近年来，为了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临汾市通过“政府搭台、群众唱戏”
的方式举办了多次锣鼓大赛，让“临汾锣
鼓”的文化名片越打越响。当地文旅也借助
直播和短视频平台不断提升锣鼓文化影响
力。数据显示，过去一年，超 9000 场以

“威风锣鼓”为主题的直播在抖音上演，累
计观看次数达1827万，同比增长超4倍。

同时，随着直播间成为演艺第二舞台，直
播 PK 也成为才艺主播切磋技艺的互动形
式。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抖音演艺类直播
中，共有45.5万场传统文化演出PK开展。不
同品类、风格的传统文化表演借助直播 PK
功能同台竞技、合作，展现传统艺术魅力。

本次“临汾锣鼓直播 PK 大赛”，也是
临汾文旅将直播PK这一新媒体手段与当地
锣鼓文化特色相结合的新尝试。临汾市文化
和旅游局副局长张龙梅表示，将锣鼓比赛传
统与直播PK这一新玩法相结合，希望让更
多的人能领略到临汾威风锣鼓的风采，了解
临汾锣鼓、探索临汾文化，跟着锣鼓走进临
汾，爱上临汾。“此次直播 PK 大赛，是在
新时代背景下，借助网络视听平台力量，突
破地域限制，让临汾威风锣鼓这一璀璨文化
瑰宝走向更广阔舞台的创新之举。”张龙梅
补充道。

直播PK赛
“带火”千年非遗

□陈周行

芒果TV和多家文化影视公司签约，提前锁定一线创作者和优质剧本。
芒果TV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