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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察

中国智能电视累计激活终端突破
4.22亿台，渗透84%的网民，大屏用户
OTT 日均点播时长达 230 分钟，是手
机长视频观看时长的两倍多，85%的
年轻人将智能大屏作为家庭主要娱乐
阵地……在第三十一届中国国际广播电
视信息网络展览会（CCBN2025）的融
媒体与微短剧创新发展论坛上，《跨界
破局全域增长：2024 中国家庭智能大
屏行业发展白皮书》里的一组组数据发
人深思。

在大屏“留量时代”，通过场景创
新与体验升级，微短剧不仅为大屏端带
来流量增量，更释放出单一用户的多维
价值增量，为视听产业带来新机会、新
增长。

实现跨屏共振

过去 10 年，内容产业经历了从单
向传播到算法驱动、从长叙事到碎片
化、从技术依附到价值穿透的深层变
革，并日益成为跨越技术周期与文化壁
垒的核心资产。

之于网络视频，从被动接收到兴趣
推荐，人性化叙事正穿透技术壁垒。北
京勾正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喻亮星认为，首先，这是内容形
态的裂变，从长视频到微短剧的“时间
压缩革命”；其次，这是推荐系统的进
化，从“人找内容”到“内容懂人”；
再次，这是内容价值的穿透力，人性化
叙事和技术周期的博弈。当技术狂潮退
去，唯有“人性洞察+文化沉淀”的内
容能穿透周期，成为数字时代的“文明
硬盘”。

基于融媒体的拓展渠道，加上微短
剧的创新内容，是流量时代注意力争夺
的破局之道。在北京勾正数据科技有限
公司高级副总裁姜岚看来，微短剧以小
成本、大流量，提供了一种可“以小博
大”、高效的内容经济新范式。

“作为全牌照方，百视通通过构建
微短剧平台，在横屏的经典剧和竖屏的

快乐剧之间进行连接和沟通。”百视通
市场创新部总经理、微短剧项目主理人
谭赟介绍，百视通微短剧在小屏端，通
过小程序 DEMO 快速进场；在大屏
端，给部分有需求的驻地提供并上线内
容；在中屏端，结合大小屏的情况和中
屏的特点提供内容的同时，进一步再做
匹配的产品规划。

“微短剧产业链还可以进一步发挥
价值。”姜岚说，如打通付费点播、广
告植入、品效协同，为广电机构构建可
持续的内容盈利模型等。

“微短剧要兼顾品牌建设与效果转
化，可全面促进品牌增长。”青岛大家
兴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片人、导演、
演员沈畅认为，目前内容制作领域模式
正在发生变化，短剧营销从植入到定制
再到自制，玩法持续进化。

“以《家里家外》为代表的精品微
短剧，通过‘内容IP共享+全域生态联
动’实现了商业模式的创新。”喻亮星
说，其与长短视频平台合作，通过“免
费+广告、会员付费、付费点播”实现

“一鱼三吃”。其核心在于将优质 IP 内
容作为流量中枢，结合多平台分发与多
元化变现策略，形成对抗注意力碎片化
的解决方案。

打破“围墙花园”

“微短剧创作与长视频影视作品创
作有较多相似点，在内容偏好、地域文
化、宣发策略上是有共性的。”姜岚认
为，制作什么样的微短剧作品，以及分
发给什么样的观众尤为重要。

“我们与勾正科技共建的短剧跨屏
同源统计工具，可帮助客户实现对短剧
投资和其他品牌投资、电商投资统一的
测量。”阳狮集团EDGE北京总经理苏
永刚表示，通过持续优化同源样本库构
建，可以为媒介投资决策提供更精准、
更可靠的数据支持。

数见咨询创始人兼首席策略咨询方
军介绍，同源大数据平台能够打破“围

墙花园”，真实地看到不同的消费者在
不同时间段、不同媒体真实的广告触达
频次，评估每个品牌营销计划的真实跨
平台触达效果。

解码用户需求，大屏端成微短剧价
值重塑关键战场。湖南卫视的“大芒剧
场”与东方卫视的“品质东方·微剧
场”，分别通过固定栏目化播出模式，
覆盖了晚间黄金时段。喻亮星认为，微
短剧“上星”打破了其局限于小屏的刻板
印象，使得大屏收视提振，形成了传统电
视的注意力增量，为传统电视台注入新
活力。而微短剧也催生了超级 APP 与
垂直生态崛起，红果免费短剧平台的用
户规模实现了爆发式增长，16个月实现
了月活跃用户数量从0到1.6亿的突破。

微短剧通过情绪价值锚定用户需
求、大屏“破圈”拓展场景边界、超级
APP重构流量入口，正在成为内容产业
的新增长极。例如微短剧《午后玫瑰》
在东方卫视播出后受到广泛欢迎，其
中，大屏端 24—40 岁人群占比 71.5%，
小屏端15—24岁以及40岁以上两代人
群占比62%，实现了跨屏共振、人群互

补、价值叠加。

赋能千行百业

当前，微短剧持续赋能千行百业，
在纾解情绪、文化旅游、公益传播、品
牌塑造、乡村振兴等领域发挥了独特作
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实施“微短
剧+”行动计划，推动短剧与文旅、教
育、电商等多领域融合，构建“创作—
传播—消费”全链路产业生态。

从“顶层设计”到“牵引落地”，
微短剧行业政策产业协同，治理优化与
跨界融合激活商业潜能，通过“微短
剧+”赋能千行百业。在喻亮星看来，
通过内容赋能、技术融合、资金支持，

“微短剧+文旅”带动旅游收入，提振
了文旅新消费。微短剧《我在尔滨很嗨
皮》总播放量达1.07亿次，总互动量达
23万+，带动了当地生活、美食消费、
住宿旅游，实现了“微短剧+品牌+文
旅”的三方共赢。

从国际传播与合作拓展方面看，我
国微短剧在东南亚已从“流量扩张”转
向“生态深耕”，通过技术赋能与文化
创新，逐步构建“内容生产—本地化运
营—商业变现”的完整产业链。

近年来，云南利用地理优势，在国
际传播的实践中，着力构建起“平台+
内容+生态”的融合发展模式。“2024
年，柬埔寨数字电视有限公司启动了

‘Cambo Film’短剧项目。”云南无线
数字电视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段葱葱介绍，长城汽车、少林寺、柬华
理工大学、西哈努克工业园区等企业客
户已购买公司短视频服务，并将成为首
批短剧的赞助商及广告植入合作对象。

网络微短剧以“微短剧+”模式，深
度融入赋能千行百业。其正从单一娱乐
产品升级为跨界资源整合载体，通过政
策、技术、资本的多维联动，构建起“内容
生产—产业融合—价值反哺”的共赢生
态，打造跨界融合新范式，成为驱动实体
经济增长与文化出海的新引擎。

微短剧开辟内容经济新范式
□本报记者 常湘萍

“短”！4月23日，在2025爱奇艺世界·
大会开幕式上，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晓晖声
称，这将会是今年影视行业唯一的关键词。
具体而言，就是“微短剧时长短、长剧集数
短、电影占用时间短”。

为何如此？爱奇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龚宇援引了一项数据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全球用户的注意力时长从10年前的2分钟
锐减到现在的 40 秒。用户习惯倍速看剧，
过去影视剧可以花3集铺垫，但现在铺垫30
分钟，观众就都没了。假设一部剧是 40
集，能够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的用户只有
约20%。”一系列市场变化倒逼平台必须改
变，作为长视频平台的爱奇艺，如今正以前
所未有的力度拥抱“短”。

微剧是重要增量

在内容创作领域，切入微短剧市场是爱
奇艺今年的重要举措。据介绍，爱奇艺极速
版 APP 将更名为爱奇艺微短剧，推进以微
剧内容为主的产品转型，并通过“精品微剧
千部计划”“百部港片微剧计划”“普法微剧
万集计划”等，为用户源源不断供应精彩微
剧。短剧领域，爱奇艺将推出“短剧大剧计
划”，《灵魂摆渡》《唐朝诡事录》等爆款IP
均将推出短剧作品。

不过，龚宇强调，对于爱奇艺，微剧是
增量内容，“不代表爱奇艺不做长剧了”。他
观察到，目前整个市场的剧集、电影立项开
机都减少了不少，但是这样是不对的。“从
爱奇艺的角度来讲，不是减项目、减预算，
而是逐渐合理地加项目、加预算。”总体而
言，集数要减、时长要减，但是项目数要增
加，总预算要增加。

王晓晖进一步阐释道，当前观众既有“简
单爽”的情绪需求，也有关于“生命意义”的精
神追求。用户的双重需求，促使当下的内容
创作需要“长与短”“解构与建构”两手抓，以
丰富多样的内容满足用户生活陪伴、以高质
量作品回应用户精神价值诉求。

根据爱奇艺发布的 2025 年年度片单显
示，迷雾剧场、恋恋剧场、小逗剧场、大家
剧场、微尘剧场均有众多优质项目储备，五
大剧场外还有丰富的多类型新作即将推出。
电影方面，爱奇艺将通过“燎原计划”和

“爆前计划”投入资金和资源，让更多年轻
导演、编剧、演员参与到创作中来。

AI赋能长剧“短看”

爱奇艺对“短”的极致追求，也体现在
用户体验的创新上。未来，长剧“短看”将
在AI技术赋能下实现。

会上，龚宇介绍了“速看”“跳看”“桃
豆”“智能制作”等新功能。尤其是“跳
看”的推出，非常具有颠覆性。这一功能是
利用AI技术介入观看过程，只要用户上下
滑动屏幕，便可以跳过内容中不感兴趣的部
分，直接进入下一段精彩内容。

这一功能乍听并不是太新鲜，毕竟现在
各平台都有倍速和拉动进度条等手段，可以
实现快速观看。对此，爱奇艺基础架构与智
能分发事业群总裁刘文峰解释道，“跳看”
功能最“神奇”的一点是，AI 将对情节进
行更准确的识别，精准选择精彩点，让用户
划动时不会错过精彩内容。

在刘文峰看来，如何在每个屏幕上都能
牢牢抓住用户，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内容创作
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从长远看，随着越
来越多用户的真实观看行为被‘喂’给 AI
模型，不断优化精彩点的识别结果，不同的
用户可能使用‘跳看’，看到的内容也将更
符合他的观影趣味，用户的反馈最终会影响
到创作者。”

“跳看”功能的推出，势必会在行业产
生很大的影响。龚宇自己用了“细思极恐”
来形容，“听着挺不好的，创作者们辛辛苦
苦创作的很多内容怎么就跳过去了？”但是
龚宇更愿意相信客观事实，“如果作品好，
用户不会 1.2 倍速、2 倍速跳过去的，这个
功能也就‘白费’了。”

提升行业周转率

同时，“短”内容的商业模式也正在探
索之中。

龚宇发现，当前大部分行业资金一年周
转几次，而影视行业一个项目几年才周转一
次。其中，工业化程度低是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而微剧等“短”内容，可以通过改变规
则等缩短周转时间，大大提升工业化水平。

比如，可以把微剧的剧本开发和制作
“解绑”，待到剧本评审过了，再用剧本去招
标制作公司。“简单的一个变化，导致效率
提高了很多。”不过，龚宇也提醒，微剧的
艺术性弱可以这么做，艺术性强的可能不适
合。“什么样的作品，适合什么样的分工，
或者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需要摸索。”

此外，大会召开当天，爱奇艺宣布正式
进军内容电商，通过将短视频内容与商品销
售相结合，充分发挥爱奇艺在IP、内容、艺人
明星、会员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打开除了会
员、广告等方式之外，一条新的变现通道。

由此可见，爱奇艺全力押注“短”，并
非仅仅指时长上的缩减，更代表着爱奇艺在
内容创作、产品体验以及用户触达方式上的
全面革新，以更精的内容，抓住用户日益流
失的注意力。

爱奇艺全力向“短”
□本报记者 杨雯

近日，由恒星引力传媒出品制作
的古装奇幻剧《淮水竹亭》播出，剧
集以宋代美学为基底，汇聚东方美学
表达与侠义精神内核，通过精致的视
觉呈现和丰富的文化符号，重构了一
个兼具古典意蕴与现代审美的奇幻世
界。《淮水竹亭》上线不到一日，便刷
新 2025 年爱奇艺剧集首播热度纪录，
引起观众对于剧中剧情人物的讨论。

《淮水竹亭》的叙事结构以中国神
话故事为框架，打造少年意气群像，
构建出完整而自洽的奇幻世界。这个
奇幻世界被分为圈内和圈外两部分。
在圈内，王权家、东方家等世家大族
组成一气盟，同时，王权弘业、杨一
叹、张正等 8 位世家二代成员组成面
具团，维护公平与正义，共同探寻这
个世界的秘密；在圈外，黑狐试图放
大众生内心阴暗面，逐步吞噬圈内的
一切。在圈内族群携手对抗圈外黑狐
的大背景下，剧集探讨着不同立场、
不同种族冲突下的相互理解和包容。

侠义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之一，《淮水竹亭》将成长叙事融入奇
幻背景，通过少年群像的刻画，将这
一精神进行了现代化诠释。剧中，东
方淮竹所代表的神火山庄为退隐状
态，远离纷争；王权弘业外冷内热，
运筹帷幄中维护着世界的秩序与和
平。面对人妖对立的复杂局势时，主
人公们始终秉持正义与和平的信念，
其行为既是对传统侠义精神的继承，
也是对现代价值观的呼应。

同时，通过面具团这一设定，剧
集透过群像视角，讲述面对身份与责
任时的个人选择。性格各异的面具团
成员来自不同家族，戴上面具后，他
们打破个人身份的桎梏，成为守护正
义的集体象征，这种群像塑造不仅增
强了故事的丰富性，也为观众提供了
多样化的情感投射对象。

而在反派角色的塑造上，剧集也
并未将妖的形象简单处理为“恶”的
化身，而是赋予了复杂的情感与动
机。例如在百目妖君与毒娘子的剧情
中，剧集呈现了他们为彼此牺牲的爱
与守护的故事，打破传统叙事中非黑

即白的二元对立。可以说，《淮水竹
亭》体现了创作者对人性多面化的探
索，既丰富了角色内涵，也为整个故
事注入了现代人文关怀。

如何让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焕
发新生，是古装奇幻剧面临的重要课
题。《淮水竹亭》通过更具烟火气的东方
幻想美学风格，在场景设计上融合宋代
美学与数字绘景技术，使画面兼具古典
意蕴与现代冲击力。在中国传统美学的
视效制作下，剧集以清新淡雅的主调呈
现出中国古代画作的温婉与宁静，演绎
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侠情。

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坚
韧与高洁，从人物造型到场景设计，
剧集将竹子作为美学符号贯穿始终，
打造出具有电影质感的中式古典美
学。例如，东方淮竹的服饰以竹纹为
饰，神火山庄与淮水竹亭的布景则以
竹林为背景。

同时，剧集大量使用中国传统图案
和元素，借鉴中国传统的手工艺和民间
艺术形式，如刺绣、剪纸、錾铜等，融入
针刺无骨花灯、油纸伞、绒花、秦淮灯、
平阳漆器、甄绣等非遗文化，为角色造
型增添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此外，剧集在场景设计中融入了
大量中国传统绘画元素，如圈外场景

“黑苦情树”的造型借鉴了五代宋初画
家李成的《寒林平野图》，其扭曲的枝
干与焦土背景形成强烈对比，既具象
化潜藏的危险与躁动，又赋予画面深
厚的文化底蕴。

在动作设计上，《淮水竹亭》同样
注重古典意韵的传达。打斗场面中，
神火与剑光的特效既保留了传统武侠
的利落感，又通过奇幻元素的加入增
强了视觉冲击力。这种传统与现代的
结合，不仅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
也为古装剧的视觉表达探索着新路径。

从《苍兰诀》《永夜星河》到《淮
水竹亭》的热播，恒星引力“东方幻
想”系列剧集持续挖掘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打造出一个既具有东方特色
又符合现代审美的幻想世界。

（作者系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协
会名誉会长）

《淮水竹亭》：

中式美学演绎东方神话
□梁刚建

电视剧《我的后半生》改编自王
蒙的小说《奇葩奇葩处处哀》，通过高
度浓缩的戏剧冲突，用强戏剧化的叙
事展现老年婚恋的多元困境，唤醒观
众对老年群体的情感需求与生存处境
的关注。该剧以喜剧外壳包裹严肃内
核，在荒诞叙事中透露出生活的真实
底色，照见老龄社会家庭关系重构的
必然和艰难，成为老龄社会转型期某
种程度上的微观样本。

《我的后半生》主角沈卓然是一名
文学教授，失偶之后的他迅速进入了
相亲的历程，遇到四个性格迥异、对
婚姻诉求截然不同的相亲对象。观剧
过程中，原著小说关键词“奇葩奇
葩”不断跳跃，诙谐幽默的喜剧张力
瞬间爆发。四段黄昏恋四个奇葩故
事，但是观众笑过之后，却感受到了
故事中的真实生活：老龄的沈教授一
步跨过了两个时代，这正是当下老龄
人需要面对的现实。沈卓然的“前半
生”浸润在文学专业中，有深爱的妻
子和子女，所谓“从前的日子很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沈卓然的“后
半生”则踏入了快速发展的科技时
代——信息社会下人们的生活模式发
生了巨大变化，社交媒体让人们有机
会、有可能迅速与千万人相遇，因此
各种复杂的相亲故事，每天都跨越时
间、空间无数次发生。

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
老年人情感生活与家庭关系的重构等
问题，从边缘视野进入大众视野，成
为社会生活中为人热议的话题，更成
为当代社会必须直面的时代课题。沈
卓然的相亲经历恰似一面棱镜，在喜
剧化的叙事外壳下，折射出老龄社会
中代际观念碰撞、家庭关系重塑等复
杂图景。沈卓然在发妻离世后的相亲
历程，四位相亲对象的故事，以及沈
刘两家的家庭生活情节……这些表层
故事下埋藏着深刻的价值观冲突，也
反映了老年人在情感需求与现实考量
间的艰难权衡。

从现实角度讲，老龄婚恋不可能
再追求纯粹的亲密关系，必然交织着
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多元因素。剧中，

聂娟娟的黯然退场，是在说爱情面对
疾病和死亡的无奈吗？吕原的强势介
入所引起的沈家的不适感，是隐含着
家庭话语权的博弈吗？《我的后半生》
中的冲突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老龄社
会家庭关系重构的典型缩影——当传
统家庭模式面对长寿时代的新命题，
上述多元价值需求和矛盾共同编织成
了一张错综的关系网，有待每一个遭
遇者解开。

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我的后半
生”。剧中的沈卓然、丁院长、苟炳
强、孙宝琴、刘得宝用他们的生命故
事，为我们诠释了“老去”的多元可
能，这群可爱的老人性格各异，却都
以积极的姿态书写自己人生下半场的
篇章，绽放出独特的生命光彩：沈卓
然经历了相亲失败后自我反思、接纳
生命的变化，转而追求精神的宁静，
建立起了更稳固的内心世界；吕原以
乐观开朗的性格，在社交与集体活动
中找到归属感和成就感；苟炳强为救
老友刘得宝，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突
发心脏病而告别人世。

剧中，苟炳强通透豁达的人生态
度引得观众喜爱。苟炳强对人生有透
彻的领悟，他深知生命无常，把每一
天当作最后一天，活出自己的精彩。
他提前录制好葬礼视频，在视频中安
慰亲朋好友不要难过，还幽默地说自
己只是提前去探探路，大家早晚会在
另一个世界相聚。他将萨克斯送给老
友沈卓然，还把房产过户给妻子作嫁
妆，他立遗嘱捐献了角膜，让自己的
眼睛以另一种方式看世界。苟炳强以
生命诠释了人生的大爱与利他的价
值，为人们留下无尽温暖与力量，这
也是对“如何老去”的最美诠释。正
如聂娟娟借昆曲念白道出了人生的答
案：“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来
人间，怎知人间值得！”

酸甜苦辣都是生命的馈赠。在银
龄时代到来的当下，如何从容而优雅
地老去？《我的后半生》里的银龄人给
出了温暖而多元的答案，也给现实中
每个人以生命的启示。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我的后半生》：

“奇葩”喜剧透视真实生活
□刘淑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