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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培
育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
的消费增长点。微短剧作为近年来的风
口行业之一，因其节奏快、反转多，有着
相对明确的主题和主线、较为连续和完
整的故事情节，一直备受观众热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注意
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微短剧也成
了代表委员们关注的话题。对于微短
剧为何迅速走红，如何高质量发展等问
题，多位与会代表委员根据市场当前的
发展情况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一种趋势
市场规模将超1000亿元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
学教授张颐武就带去了关于促进微短
剧健康发展的提案。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张颐武表示，近年来微短剧的出品
数量很大，行业发展迅猛，契合当下受
众的需求，是未来影视和互联网发展的
一个重要趋势，也是一种机遇。

从一组数据中，便能理解张颐武提
到的“趋势”和“机遇”——艾媒咨询提
供的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网络微
短剧市场规模超过370亿元，同比上升
267.65%。预计到2027年，中国网络微
短剧市场规模超1000亿元。同时记者
注意到，今年1月在国家广电总局备案
的微短剧数量就有297个。

此前，有多位短剧从业者公开透
露，微短剧行业收入可观。据了解，目
前爆款短剧的编剧月收入可达10万元
以上；若短剧充值破500万，编剧还能获
得额外分成。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电影电视剧制
作中心原艺术副总监赵冬苓认为，微短
剧走红的关键在于创作者敏锐地把握
了观众的情绪点和审美需求，微短剧的

出现将对传统影视剧造成冲击。

良莠不齐
行业内存在诸多不规范现象

时下，相比电视剧和电影，微短剧
具备投资低、回本快、性价比高的特点，
吸引了不少影视公司参与，各大互联网
播出平台也开始投资拍摄微短剧。

迅猛增长的同时，微短剧市场也存
在诸多问题。张颐武认为，微短剧最显
著的问题就是题材重复、同质化严重，
大量剧目集中在一些网络文学的固定
题材中，缺少创新型作品。他还留意

到，行业内还存在相当多不规范的现
象，比如盗版、抄袭等时有发生，加上行
业缺少正面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逐利
倾向比较严重。

此外，有网友反映微短剧还存在收
费陷阱问题。记者在微信中搜索几个
可观看微短剧的小程序，随机点开部分
剧集观看，发现每集微短剧结束时，正
好卡在剧情发展或是转折的阶段，以此
吸引观众充值消费。

对于这样的现象，全国人大代表、
阿坝州马尔康市敬老院院长格西王姆
感触颇深。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一直都在关注微短剧的发展，它太
火爆了，而正好我的身边又有朋友在微
短剧小程序出现了维权无果的问题。”

格西王姆说，“前段时间朋友的母
亲热衷于微短剧，在平台上支付过‘年
费’，但退出后再次进入链接时，竟然又
要重新付费，想要退款又联系不上客
服。”不仅如此，她还算了一笔账，“微短
剧普遍在数十集到上百集不等，每集
1-2分钟。在收费上，通常前10集左右
免费，后面则需要付费观看，一部剧看
下来少则几十块，多则要上百元。”

“我留意到一些微短剧内容毫无营
养，剧情浮夸，缺乏逻辑，脱离现实，容
易误导青年群体。”格西王姆说，微短剧
的发展任重而道远，希望相关的法律法
规尽快完善起来。

流量“密码”
多出精品才能走得更长远

对于微短剧如何高质量发展，代表委
员们表示，支持引导、激励创作、加强监管，
才是微短剧走得更长远的流量“密码”。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演
员张凯丽曾公开表示，应让“小而精、短
又美”成为引领影视微短剧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方向，并设立相关奖项，激励优
秀影视短剧创作。她提出建立影视微
短剧内容创作公益平台，为作品提供不
竭源泉。

张颐武教授也在提案中建议，要加
大对微短剧的支持和引导，对从事微短
剧的企业、人才和平台等相关方面提供
更多的支持。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
机制，加强监管。他表示，当前管理部
门非常重视微短剧的发展，已经在制定
相关法规，并就其突出问题进行过多次
整治。同时，促进相关行业协会的建
立，健全管理的长效机制。

而关于网友反映的微短剧存在收
费陷阱的问题，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雪表示，在遇到类似情况时，消费
者要保存好相关票据凭证和扣款记录、
观看记录等，及时与平台客服协商，沟
通退款。如果平台不配合，消费者可以
拨打12345或向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
局进行投诉举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邹阿江

“两会热点大家谈”留言方式

为了方便网友参与，从3月2
日起，封面新闻传媒矩阵开启多个
“两会热点大家谈”留言渠道，充分
收集读者心声。

1.在封面新闻客户端《两会热
点大家谈》互动稿件下留言；

2.在封面新闻官方微博、微信
或抖音账号进行留言；

3.进入封面新闻客户端青蕉
频道的两会热点大家谈专区发布
动态，图文或视频皆可，点击右下
角“发动态”即可；

4.拨打热线028-86969110。

微短剧受到观众热捧。网络截图

如何引导网络微短剧健康长远发展？
代表委员纷纷提建议和意见

两会热点大家谈

公安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
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2041万辆，占
汽车总量的6.07%；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
量1552万辆，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
76.04%。

数量在持续增长，随之而来的，也
有新能源汽车“成长的烦恼”。不少网
友反映新能源车保费比传统油车普遍
贵一倍，续保时遭遇“变相涨价”。而另
一边，保险企业却面临出险率高、理赔
金额高的现实问题，难题如何破？

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重庆长安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
华荣建议，推动车企与险企“总对总”合
作，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消费者保险购
买成本。

车主“吐槽”：
续保被拒，只能变相加价

“刚买了一年的新车，最开始投的
是一家头部保险公司，保费4000多元。
续保的时候，被告知续不了，问原因，专
员说得很含糊，只是说系统过不了。”刘
先生介绍，他的车是一辆插电式混合动
力车型，一年时间行驶了2.7万公里。春
节前在续保时遇到烦恼，最后只得换了
一家小型保险公司，又接受了买齐座位

险的“提议”后，投保成功。
有着刘先生同样苦恼的，还有更多

的新能源车主。“第二年续保，离大谱
了！第一年在4S店买的3800多元，第二
年只有两家保险公司愿意报价，一家报
价8400元，一家是6365元。”一位山东网
友在社交平台“吐槽”，因为头一年出险2
次，续保报价涨了不少。有网友评论说，
因为电动车出险后维修成本高，一年出
两次险，“被涨价”属于正常现象。

“新能源汽车的一体化压铸设计导
致维修时‘牵一发而动全身’。新能源
车还搭载了大量传感器和智能设备，加
之车型更新换代快，部分车型销量偏
少，导致零配件难以量产，这些都导致
新能源车的维修成本较高。”浙商保险总
精算师高云说，年轻人使用新能源车的
占比较高，由于驾驶经验相对欠缺，这使
得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大幅提升。此
外，新能源车相较于燃油车的使用成本
更低，因此新能源汽车运营用途占比较
高，但部分车主未完全按照实际使用性
质进行投保，而是按照家庭用车进行投
保，这也导致保险公司收益减少。

专家建议：
车企也可探索跨界卖保险

记者关注到，上述问题已引起各地
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以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甘肃监管局为例，3月7日，该
局印发《关于切实做好新能源车辆保险
承保工作的通知》，督促辖区内财险公
司深入挖掘新能源车险市场潜力，为新
能源车险消费者提供更多差异化、定制
化的保险服务，建立健全新能源车险数
据监测分析机制，严格依法做好新能源
车交强险承保服务，鼓励大型财险公司

积极承保新能源车商业保险，确保实现
愿保尽保。

“对于这个难题，需要监管部门、险
企、车企以及车主充分发挥各自的作
用，形成合力。建议推动车企与保险企
业‘ 总对总 ’合作，减少中间环节，降低
消费者保险购买成本。”朱华荣认为，监
管部门可以着手推进行业内数据共享
机制，打破数据壁垒，帮助险企规避承
保时因数据不透明导致的高额赔付风
险，推动车险行业公平有序发展。

“车企拥有车辆设计参数、车辆运
行数据、客户触点等天然优势，在富有
余力的情况下，也可以尝试跨界参与保
险业务，开发与新能源车相关的保险产
品，为车主提供更全面的保障。”清华大
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
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朱俊生认为，新能源
车的智能化程度很高，车企在车险定
价、产品创新方面将大有作为。

业内人士指出，从保险公司的角
度，也需要对产品创新和市场定位作出
调整，可以尝试采用基于车主的驾驶行
为、行驶里程、用车时长等因素的综合
定价方式，进行个性化定价，以提高自
身盈利能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全国人大代表朱华荣 受访者供图

投保难、续保贵？

新能源汽车“成长的烦恼”如何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