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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短剧作为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新
兴文化业态，正以迅猛之势重塑大众娱
乐版图，不仅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同
时也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2024 中
国微短剧产业研究报告》 数据显示，
2024 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达到 504
亿元，首次超过电影票房规模。预计到
2027年，市场规模将进一步增长至856.5
亿元。

“微短剧精品化不是选择题，而是必
答题，也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和唯一出路。”在近日举行的爱奇艺荧光
之夜2025微短剧盛典上，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冯胜勇表
示，微短剧精品化之路，是把握机遇、
迎接挑战的“金钥匙”，必须矢志不渝走
下去，创新是密码。有创新才能有活
力、有竞争力；内容始终为王，好内容
才是通行证。

明确精品创作方向

总局一直将推动包括微短剧在内的
广电视听节目精品创作视为重中之重，
并列入每年的重点工作之中。其中，在
2025年重点工作中，将“实施广播电视
和网络视听精品创作工程”列为10项重
点工作之首。

2024 年以来，总局主动作为、主动
出题，创新性地推出“跟着微短剧去旅
行”创作计划，八大创作方向、四大目
标，更大范围征集与推广，指明了微短
剧精品创作方向。

截至2024年底，创作计划共发布162
部推荐剧目，其中乡村振兴方向 18 部、
历史文化方向 20 部、非遗文化方向 38
部、文物方向9部、国家文化公园方向5
部、产业发展方向 7 部、城市文明方向
29部、景区与生态文明方向36部……从
乡村田园到城市街头、从历史深处到自
然秘境、从高山到大海，从南到北，这
些作品如一幅流动的文化长卷，带着浓
郁的地方特色和满满的情感温度，构建
出一场既好看又能“种草”的文化之

旅，让跟着微短剧去全国各地“打卡”
成为新风尚。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作品的取景地
涵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微短剧的创
作者们以其独特视角，尽情展现各地的
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成为推动文旅发
展的重要引擎。

包括《大妈的世界 贺岁篇》《金猪
玉叶》《超越吧！阿娟》《我的归途有
风》《师傅》《柒两人生》 等精品微短
剧，展现出网络视听创作所特有的鲜活
性和灵活性，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回应着时代的关切。

年初，总局印发 《关于实施“微短
剧+”行动计划 赋能千行百业的通
知》，其中明确提出，通过开展“跟着微
短剧去旅行”“微短剧里看品牌”等相关
创作计划，在乡村振兴、科普、非遗传
承、传统文化保护、企业品牌传播等方
面，打造一批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
质微短剧，强化“微短剧+”赋能千行百
业效应。

伴随着“微短剧+”行动计划的实
施，更多的创新业态和精品之作不断涌
现，这些作品在微小叙事中承载深度之
思，并呈现出垂直化、专业化、类型化
及规范化的创意生产特征，形成了良好
的精品创作之风。

多平台成创作主力军

微短剧凭借赋能千行百业的优势，
以及快速发展的势头，吸引众多主流平
台纷纷布局微短剧赛道，同时这些平台
成为微短剧精品创作的主力军。

2024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紧抓当
前微短剧发展风口，正式发布“微短剧
里看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短剧生
态合作计划，并由央视频发起“中国精
品微短剧创投融媒体行动”，成立“中
国精品微短剧产业暨全屏矩阵联盟”，
并计划重磅打造 《CMG 首届中国微短
剧年度盛典》，从而形成强大创作和播
出矩阵。

总台央视频以“原创+聚合”为抓
手，以精品导向推动内容品质化升级。
其中，上线推出“微短剧TAB”，精心筛
选聚合100余部精品微短剧，引入上线了

《三井胡同的夏天》《包大人，现在是
2025！》《墙外桃花墙内血》 等多部精品
力作，让观众在享受高质量内容的同
时，实现情感共鸣、文化共享、价值共
通。与此同时，央视频还出品发布了

《中国神话》《AI看典籍》《东坡先生赶考
记》《重回永乐大典》《今人不见古时
玥》《归味》《澳门升起的五星红旗》《AI
美猴王》《在我失意的那个跨年夜，时空
裂开了》 等多部原创精品微短剧，用精
品之光点亮新时代大众文化生活。

在此基础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
视剧纪录片中心与相关地方政府、互联
网平台共同启动精品短剧合作计划，并
通过构建“岁月流金”“唐宋风华”“热
血河山”等八大系列短剧矩阵，讲述触
动人心的中国故事，探索“影视+文旅+
消费”的深度融合。

各级广播电视台同样将微短剧视为
新的风口，纷纷下场。湖南广电把微短
剧提升为集团战略，大力做强芒果TV大
芒计划，升级“新风芒”，大力推动芒果
短剧“星火计划”；江苏广电总台发布荔
枝微短剧“潮计划”，全面布局、快速切
入微短剧赛道；东方卫视电视端推出全
国首个日播微短剧展播带——“品质东
方微剧场”；陕西广电网络在微信平台推
出小程序“西部短剧”；黑龙江广播电视
台围绕文化传承、非遗项目等选题，策
划推出 《沉香如故》 等精品微短剧项
目；重庆卫视打造“跟着短剧游重庆”
的核心概念，推出 《嗨！新重庆之烟火
星辰》 精品微短剧季播计划；四川广播
电视台整合台内资源，由 《麻辣烫》 制
作团队与四川星空影视传媒共同推进

“精品文旅+微短剧计划”。
与此同时，总局鼓励优秀网络视听

作品进入电视大屏播出，为微短剧实现
更广传播打下良好基础。据中国视听大
数据 （CVB） 统计，截至 2024 年 11 月，

已有 30 余部微短剧在全国省级卫视播
出，收视规模超5亿户次，千万级别观众
规模剧片占比48.3%，标志着微短剧正式

“闯进”电视台的大屏。

多举措推动产业健康发展

随着行业规模不断扩大，微短剧也
给其他行业发展带来新的想象空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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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微
短剧保持了强劲增长态势，行业直接、
间接带动 64.7 万个就业机会，2025 年就
业人数将随市场规模继续增长。

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以微短
剧影视基地建设为切入点，出台专项扶
持政策，用心培育微短剧生态，纷纷提
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全国微短剧
名城”“微短剧基地”，进而转化为产业
和市场优势。

2024 年，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发布北
京大视听·网络微短剧“首亮微光”2.0
扶持计划，加大微短剧精品创作扶持力
度，具体扶持政策包括单部作品最高可
获300万元扶持资金、重点选题专家论证

“一对一”跟踪指导等，在资金扶持、流
量扶持、区县协拍、宣传矩阵等方面全
面升级。

在 2025 年 3 月举行的第二届上海微
短剧大会上，正式启动上海微短剧“繁
花”计划2.0，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的微短
剧从业者“拍在上海”。同时，由澎湃
新闻联合华策影视、听花岛等 7 家创制
单位共同发布“百剧共创——精品微短
剧品牌项目”，计划设立首期 6000 万元
的启动资金池，投入价值1亿元的宣传资
源，3年内孵化100部题材多样、制作精
良的微短剧。

浙江省文广旅厅等11个部门联合推
出“浙里微光·微短剧+”创作计划，重
点抓好“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带你去个好
地方”“跟着微短剧品美食”“微短剧+
AIGC”等八项行动，拟推出100部左右
具有时代特征、中国气派、浙江辨识度

的优质微短剧。
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发布 《关于支持

微短剧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将
设立微短剧产业扶持资金，成立微短剧
拍摄取景地协作联盟，为制作机构提供
一站式服务。同时，启动“跟着微短剧
看黄河”“跟着微短剧游文博”等八大
创作计划，聚焦三秦大地悠久的历史文
化、厚重的革命文化和鲜活的现代文
化，制作具有引领作用和创新价值的重
点微短剧。

重庆市推出的 《重庆市推动网络影
视剧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中，计划到
2027年将储备500个以上优秀网络影视剧
项目，推出50部以上“渝字号”爆款网
络影视剧，努力将重庆打造成全国网络
影视剧创作生产高地。

2024 年底，红果短剧宣布推出精品
短剧“果燃计划”，“投资扶持”和“精
品推广”双管齐下，助力优质短剧的创
作和传播；芒果 TV 发布“2025 年精品
微短剧分账合作模式”，聚焦创作者收
益提升、资源扶持加码、合作模式创
新，致力于为优质内容提供更大收益空
间；爱奇艺上新“微剧场”和“短剧
场”，不仅有 1—5 分钟的竖屏内容，还
有单集时长 5—20 分钟的横屏短剧，同
时推出“百部港片微剧计划”和“普法
微剧万集计划”两大合作计划；腾讯在
微信上线“火星短剧社”产品小程序，
这是腾讯首款独立短剧产品；百度 APP
发布“百剧计划”和“百度百科短剧星
耀计划”，旨在进一步推动优质短剧数量
的快速增长……

《中 国 微 短 剧 行 业 发 展 白 皮 书
（2024）》指出，随着转型升级步入“深
水区”，微短剧的内容精品化已成为行业
共识，特别是“微短剧+”呈现出广阔市
场，未来大有可为。

微短剧虽然体量短小，但与其他文
艺形式一样承载着讲述中国故事、展现
时代风貌、弘扬中国文化、关注人民心
声的历史使命，如果要担负此重任，精
品化是必由之路。

微体量承载大情怀
——精品化是微短剧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王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