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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视听作为互联网时代催生的新模式新业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愈

发重要的角色，不仅给受众带来视听盛宴，同时也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助推器。

2024年以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以管促规范，以扶促发展，有效拓展了网

络视听发展新空间，全面推动了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并举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管扶并举推动更多网络视听精品涌现

□王禹

除了管理措施之外，总局在扶持行业健
康发展方面同样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2024 年初，总局发布“跟着微短剧
去旅行”等多个创作计划，有力地引领了
微短剧创作方向；同时，指导主要网络视
听平台出台“反哺”措施，通过现金补
贴、流量扶持、商业服务等方式，引导市
场分配机制由流量推广向内容创作倾斜，
并推动精品微短剧走入电视大屏……

多个创作计划的推出，在全社会引发
微短剧热潮。“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
计划，让微短剧拍摄地成为众多网友打卡
点；“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创作计划，让
法治宣传和普法教育有了全新的载体；

“微短剧里看品牌”创作计划，则搭建起
品牌与消费者之间互动的重要桥梁。

2025 年初，总局发布 《关于实施
“微短剧+”行动计划 赋能千行百业的
通知》，深入实施“跟着微短剧去旅行”

“跟着微短剧来学法”“跟着微短剧学经
典”“跟着微短剧来科普”“微短剧里看

品牌”以及“微短剧里看非遗”六大创
作计划。

这些计划将释放微短剧赋能千行百业
的巨大潜力，进一步丰富微短剧的题材类
型和内容样态。

“跟着微短剧来科普”创作计划，将
推动微短剧融入科普知识和科学精神，在
全社会掀起崇尚科学、追求创新的热
潮；“跟着微短剧学经典”创作计划，将
推动微短剧与中华经典古籍、名著名篇
等传统文化相融合，用新表达、新手
法、新技术融入新时代精神；“微短剧里
看非遗”创作计划，将赋予微短剧以非
遗特色，增强其文化内涵，让非遗通过
新技术、新场景、新形式焕发新生机，
促进其活态传承。

在此基础上，总局通过开展“网络视听
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优秀网络视听作

品季度、年度推优等活动，鼓励更多主旋
律、正能量的网络视听节目脱颖而出，在丰
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持续传
递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

微短剧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一方面
是观剧需求发生了变化，观众的不同需求
为微短剧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创作机遇；另
一方面是总局采取更多扶持政策和举措，
引导网络视听创作根植于现实生活，创作
出更多凸显人文精神、培根铸魂的优秀网
络视听文艺精品。

网络视听作为新兴文艺形式，同样
承担着价值引领功能，总局本着繁荣发
展和规范管理并举的理念，管扶并举推
动更多网络视听精品涌现，从而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内容审美
需求，推动网络视听产业迸发出强劲的
发展动能和活力。

多项政策有效激发行业活力

网络视听作为当前最具成长性的新媒
体业态，同样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既要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关口，也要通过持
续创新实现行业发展。

2024年以来，针对网络视听领域出现
的部分作品低俗媚俗、质量低下、内容违
规、知识产权侵权等现象，总局坚持“抓作
品”和“抓环境”相结合，一手抓规范管理，
一手抓创作提升，推动管理机构、平台、行
业、创作者等全链条齐抓共管，其核心要义
就是营造良好创作生产生态，共同构建良
性发展的长效机制。

比如，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以
“管理提示”的方式，对微短剧创作中出
现的不良倾向进行及时提示和规范，推动
微短剧创作持续向上、向善、向美。

2024 年 10 月 31 日，针对部分中老年
题材微短剧为吸引眼球故意制造冲突、传

递不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等现象，管
理提示提出“三鼓励、三扭转”的管理要求，
并鼓励创作家庭情感、健康生活、养老等贴
近老年人生活实际的题材作品。11月22日
发布的关于“霸道总裁”微短剧的管理提示
强调，要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创作表现企业
家群体的微短剧；要主动设置议题讲好历
史上和当代中国企业家故事。12月7日，针
对AI“魔改”视频以假乱真、“魔改”经典现
象频发等现象，要求严格落实生成式人工
智能内容审核要求。12月20日，针对微短
剧片名出现的哗众取宠、低俗庸俗等问题，
管理提示要求加强片名审核，并分别在导
向、体例和艺术上提出新要求。

2025 年 3 月，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

2025年第一个管理提示，强调微短剧创作
要“爽”而有度，并要求微短剧创作要“接地
气”，不能悬浮，要回归生活、回归艺术本
身。一系列举措既有对不良现象的剖析，也
有对遏制不良倾向的具体手段，其根本用
意旨在提升全行业对精品创作的再认识、
再强化。

在此背景下，网络视听平台持续推进
微短剧内容治理，对含有不良价值观导
向、违反公序良俗、低俗“擦边”等违规
内容的微短剧，以及相关违规账号及时治
理。仅以2025年2月为例，抖音平台累计
拦截下架违规微短剧543部；红果短剧下
架130部；微信平台、哔哩哔哩等平台均
及时下架违规微短剧。

抓作品与抓环境相结合

近年来，网络视听行业在管理部
门、创作机构和播出平台等共同努力
下，通过持续完善的政策引导扶持、

“艺术+技术”的深度融合与交互，逐
渐走向规范化发展、从竞争走向合作
共赢。

总局始终坚持专项治理与长效机
制建设并举，加快构建网络视听制度
体系和治理体系，省市网络视听管理
机构协同管理，持续夯实内容、技
术、数据等安全监管底线，坚持安全
与发展并重，让网络视听空间更清
朗。其中，总局主导相关政策的出
台，持续释放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新
动能。

早在 2022 年 11 月 24 日，总局就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微短剧
管理 实施创作提升计划有关工作的
通知》，强调微短剧具有意识形态和文
化产品双重属性，要按照同一标准、
同一尺度进行管理，并从许可准入、
备案管理、规划引导、内容审核、行
业自律、开展专项整治、强化内容审
核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024年初，总局制定出台了《网
络微短剧内容审核细则》，进一步细化
审查标准。

2025 年 2 月，总局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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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微

短剧行业发展实际，按照国产网络剧
片分级监管、重点监管原则，对微短
剧按三类分三个层级进行审核管理，以
差异化、精准化管理优化审核流程、提
高审核效率。同时，网络视听平台不得
上线传播未标注许可证或备案号的微
短剧，也不得为其引流、推送。

在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
听 10 项重点工作中，“全面提升网络
视听领域治理能力，完善节目类视听
内容管理，在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并
举上下功夫”被放在重要位置。其
中，制定《微短剧管理办法》成为全
行业非常关注的话题，也是今年网络
视听领域的一件大事，对于推动行业
精品化、规范化，更好促进微短剧健
康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针对网络视听节目创作新业态出
现的新问题，总局以组合拳的形式和
一系列管理举措，为网络视听以及微
短剧创作者指明了创作方向，为网络
微短剧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鼓励微短剧从业者不断探索创
新，用精品内容赋能各行各业，共同
培育良好的微短剧发展生态。

强化管理机制是推动网络视听行
业有序健康发展的保障，而强化管理
职能则是必要手段，在统筹发展与安
全的基础上，齐抓共管已成为网络视
听发展的强大助推器。

建章立制助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