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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短剧的前世今生

与传统影视作品相比，短剧每集时

间一般控制在3分钟以内、每部80-100

集，节奏紧张、剧情紧凑，往往在开头

10秒以内就能出现一个抓人眼球的

信息点。在2023年以前，爆款短

剧《无双》播出8天后收入超1亿

元，缔造“暴富神话”，著名的

影视拍摄基地横店因短剧剧

场遍地开花也被戏称为“竖

店”。《中国网络视听发展

研究报告(2023)》里，更

有一半以上的短视频用

户观看过3分钟以内的

短剧。

潇扬是一个短剧小

程序的负责人，他从

2021年进入短剧行业，

见证了短剧从自由疯长

到择优而活的历史，“短

剧其实就是短视频的延

续，它的创作思维和短

视频几乎是一样的。”潇

扬告诉记者，不用大费精

力的设计服化道、无需表演

精湛的演员，甚至不考虑剧

情的合理性，只要节奏足够

快、视觉刺激大、情绪拉扯强、

具有很强的代入感，短剧就能

“爆”。

在流量的诱惑下，创作门槛极低

的短剧向普通人敞开大门，吸引了大量

投资人与剧作人涌入，擦边、低俗、无下

限的内容充斥着短剧平台。但随着

2023年11月15日相关部门对短剧行业

开展整治，短剧“什么都敢拍，拍了就能

火”的野蛮生长势头被遏制。几百部短

剧被下架，而通过审核后的短剧，形成了

一套自己的盈利模式。

多方博弈
短剧盈利考验自身实力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1

月，中国内地的短剧日均流水已达到

8000万元。

短剧想要实现经济转换，目前主要

分为“付费观看”“品牌定制”“广告换取”

三个方面。

短剧被推送到用户眼前，用户手指

在屏幕上轻轻一点，跳转到短剧小程序，

根据单集1-2元的平均价格点击付费观

看，集合了短剧平台、流量平台、用户三

方的“付费观看”盈利模式，也是目前短

剧市场上的主流盈利模式。

刘政豪是成都一家影视公司的老

板，在他看来，短剧对流量的依赖是从根

上就有的，“热度越高，平台就会向更多

用户推送，想要短时间内取得收益，一般

都需要靠投流获得热度。”所谓投流，就

是为了让短剧获得更高的曝光量而向掌

握了海量用户的平台支付资金以获得流

量。“ROI（投入产出比）大概是1：1.2”。

刘政豪最开始只担任内容生产的角

色，由短剧平台提供剧本，他的团队进行

摄制，版权归短剧平台所有。2023年，

他尝试将自家公

司出品的短剧在平台上进

行投放，根据用户点播观看的总额和平

台进行分账。“自己拥有版权的短剧上平

台不难，难的是投流费用。”刘政豪坦言。

“早期短剧量少，短剧平台为了吸引

用户，会主动邀请片方进驻，在用户进行

付费观看后，给予片方极高的分成比例，

有时候还会和片方合作，承担一部分制

作费用。”刘政豪表示，他入场投放短剧

的时候已经过了这个红利期，当时平台

给出的分账比例只有5%。

短剧平台将视频上架后，一般会拿

出少量费用进行投流，早期由于市场热

度高，流量非常可观，但如今市场进入冷

静期，一旦投流效果不佳，上架的短剧便

会坐上“冷板凳”，亏掉至少数十万元的

制作费。

刘政豪考虑再三，把目光从短剧平

台转向了坐拥大量用户的短视频平台，

但他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如果想要拥有

可观的点击量，我每集都需要投入4万

块钱左右。”刘政豪的一部短剧有100

集，掐指一算，他决定撤离。“后来这部剧

我们就在自己的公司账号上播放，没有

任何广告植入，只有剧情，所以就当吸引

粉丝了。”

而潇扬告诉记者，大多数短剧平台

都会将版权握在手上以保证最大的收益，

如今“短剧必火”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于

那些流量极低的短剧，他们选择与广告

商合作，采用“观看广告免费看剧”的模

式来吸引用户，但在同质化严重、行业竞

争逐渐激烈的短剧行业，此类片子的生

存空间越来越小。

巨星入场
短剧有望走向大众精品化

目前，在短剧市场上流行的作品大

多为霸总、穿越、甜宠、虐恋、战神等让

观众“上头”的题材。上海电影家协会第

八届理事会主席、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教授任仲伦告诉记者，“这类草根逆袭或

豪门甜宠的题材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简

单易懂、还能快速满足受众心里对美好

生活的期待。”

在任仲伦看来，拥有人物关系、矛盾

冲突情节的短剧是符合影视创作规律

的，但和文艺作品不同，短剧是互联网

时代的产物，它需要符合人们利用碎

片时间获取信息的需求，所以“快”

是短剧的明显特征：内容节奏快，

单刀直入快速交代剧情；制作速

度快，一部短剧一般7-10天之

内便可完成；传播速度快，爆款

短剧几天流量可破千万。

“我们对待短剧的态度既

要认真，又要不认真。”任仲伦

表示，艺术本质上就是一个梦

工厂，短剧让观众圆了内心的

梦，其表现方式也让年轻人更

易接受，对于它过于娱乐化的

表达而舍弃了一定审美追求的

现况要多角度去看待。

“任何新产物在自由发展的

初期一定是良莠不齐的，那些简

陋低俗的短剧已经被淘汰，我们要

用包容的心态去看待短剧提升质量

的过程。”任仲伦认为，短剧目前走的

依旧是网络爽文的套路，它虽然能为

观众带来即时满足，但想要获得生命力，

还需要提升其精神价值，为观众带来心

灵上的启示。

目前，短剧观众主要集中在三四线

城市，男女观众比例比较平均。任仲伦

认为，短剧拥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因为短

剧行业已经从“普通人介入”转变成“专

业人士介入”，其品质会得到较大提升，

但因为短剧受众群体的特殊性，它不会

变身“小众艺术品”，而会逐渐成为“大众

精品”。

“如果说相关部门出手是为短剧制

定行业标准，那周星驰的加入或许会为

短剧提供一种新的制作可能。就像《繁

花》一样，在王家卫没有拍电视剧的时

候，大家不会认为电视剧还能这样做，周

星驰进军短剧行业，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任仲伦看来，周星驰的作品大多具有

草根性与娱乐性，与短剧目前的题材取

向相符合，并且还能弥补短剧在“喜剧”

作品上的空白。

德塔文数据显示，2023年，主要平

台共上新微短剧899部，相较2022年增

长98%。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3年中

国网络微短剧市场规模为373.9亿元，

同比增长267.65%。值得一提的是，站

在流量金字塔顶端的短剧吸引的不仅是

周星驰等专业影视人，其实，在周星驰宣

布出品短剧之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已

于2024年1月12日发布了“跟着微短剧

去旅行”创作计划，其通知中提到“进一

步延伸微短剧产业价值链，更好将流量

优势引导转化为产业和市场优势”，开启

了“短剧+文旅”的新纪元，这无疑为短剧

的“精品化”提供了方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刘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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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剧必火已成过去式
周星驰入场将引爆“精品化”？

日前，周星驰与短视频平台达成短剧合作，联合开发运营“九五二七剧场”，并宣布2024年5月将
会推出双方合作的首部短剧《金猪玉叶》，此剧由周星驰出品，易小星监制，一线女星参演。《金猪

玉叶》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介绍是“旨在让观众轻松一笑，缓解疲劳，舒筋活络，以更振奋的精神来面对生活”。
“周星驰”和“让观众轻松一笑”有着天然的绑定关系，曾经被吐槽为“又土又尬”的短剧如今发展怎样？

周星驰等著名影视人的加入，会对短剧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业内人士。

短剧《东栏雪》剧照。图据片方

周星驰官宣成立“九五二七剧场”。
图据抖音集团微信公众号

网剧正在拍摄。图据受访者

短剧《我回到
十七岁的理由》海
报。 图据片方

短剧《逃出大英博
物馆》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