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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微短剧新业态发展的现状、困境、路径分析 

姜盈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市，100101） 

  

摘 要：数字时代的背景之下，短视频的蓬勃发展让微短剧成为网络视听的主力军。随着针对于网络微短

剧的扶持政策和监管体系的日臻完善，网络微短剧的发展不仅呈现类型丰富、多渠道传播、多类型演员

的发展趋势，而且对文化传承发展、满足情感需求、适应市场需求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微

短剧也不可避免地囿于内容质量、产业发展、监管规范的困境。因此，打造微短剧新业态发展还需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内容创作、产业升级、国家监管等方面做出全面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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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8 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首次明确了微短剧的定义，即指单集时长不超过 10 分钟的网

络影视剧。随后，在 2022 年 11 月 14 日，国家对该定义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将微短剧的单集时长范围扩

展至几十秒至 15 分钟左右。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之下，短视频的蓬勃发展无疑为微短剧铺设了一条通往网

络视听领域主力军的康庄大道。随着对网络微短剧扶持政策的持续加码和监管体系的日益完善，网络微

短剧的发展势头愈发强劲，不仅展现出类型丰富、多渠道传播、演员多元化的鲜明趋势，更在文化传承、

情感满足、市场需求适应等方面展现出深远的意义。然而，微短剧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内容质

量参差不齐、产业发展亟待升级、监管规范亟需完善的困境。因此，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打造微短剧新

业态的发展蓝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从内容创作、产业升级、国

家监管等多个维度出发，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索，以期在保留微短剧独特魅力的同时，推动其实现更高

质量的发展。 

一、网络微短剧发展现状分析 

数字时代的背景之下，网络视听是行业热点。短视频的蓬勃发展让微短剧成为网

络视听的主力军。随着针对于网络微短剧的扶持政策和监管体系的日臻完善，网络微

短剧的发展呈现新态势。科学认识其发展趋势、深刻把握其发展意义、积极探索其发

展业态，是我们深刻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不断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推动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实践要求。  

（一）认识网络微短剧发展的发展趋势 

2023年，微短剧创造进入“黄金时代”。网络微短剧作品呈现井喷式、爆发式增长，

微短剧赛道成为各行各业竞相角逐的新赛道，微作品呈现数量题材丰富、国内外多渠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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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网红演员纷纷加入的多重发展趋势。 

 

1.数量丰富与题材多元双开花 

微短剧作品数量众多，各平台竞相上线。从数量来看，美兰德数据显示，2023 年共

上新微短剧 616部，相较于 2022年全年上新 474部。《2023中国微短剧现状、问题与发

展趋势》数据显示，2023 年微短剧备案数量爆发式增长，月均备案近 300 部，全年微短

剧备案数量达 4502部。从平台来看，在 2023年，长视频平台中，腾讯上新 170部，强势

领跑；优酷上新 163 部，居长视频平台第二位；芒果 TV上新 52 部，爱奇艺上新 15 部，

bilibili上新 8部。短视频平台中，快手上新 111部，抖音平台上新 95部，两大短视频

平台共计占据 33%的市场供给数量。
[1]
 

微短剧作品创作多样，各题材丰富多元。《2023中国微短剧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

数据显示，2021 年，爱情、古装题材是微短剧的主流，其中古装题材高达 96 部。2022

年，都市题材反超古装，以 105部占据首位，古装爱情以 61部占据第二位。2023年，都

市题材数量大幅度上升，共上线 335部，成为当下最热门题材。同时，微短剧类型不断扩

充，魔幻、科幻、普法、战争、公路、神医、志怪、乡村振兴等新题材类型涌现，题材趋

于丰富多元。
[2]
 

根据《2023 短剧行业研究报告》的数据，2023 年短剧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 373.9

亿元，并且有预测指出，到 2024 年，这一市场规模将突破 500 亿元大关，其潜在规模甚

至有望赶超内地电影票房。 

2.国内出圈与国外走红双传播 

微短剧成为国内影视行业“出圈”新作。2024 年春节假期，在各大长视频平台以看

家大戏相继抢夺剧集市场的同时，微短剧《我在八零年代当后妈》横空出世，让本该如火

如荼的春节档影视剧火拼式微。该剧上线后，抖音上的话题播放量已经超过 4亿，单集点

赞量已经突破 150 万，一举拿下 2024 春节期间抖音短剧榜榜首，热力值近千万。与之相

关的微博热搜话题“咪蒙一个寒假靠 2部短剧收入过亿”和“咪蒙出品我在八零年代当后

妈”的阅读量均超 7000 万。同时，该剧上线当日，充值金额超 2000 万。2023 年 8月 30

日上线的《逃出大英博物馆》微短剧，在抖音平台收获 4.1亿播放，点赞量超 2700万，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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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视频播放量每集都突破 1000 万。2024 年 3 月，该短剧获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颁发的

“2023年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 

微短剧成为“出海”影视作品新增长极。通过对 Facebook、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和

以 Tiktok、YouTube 等视频平台为载体的海外流媒体的数据分析，微短剧美国市场的下载

量和应用收入在海外市场中占据首位。来自中国的应用包揽了微短剧类目下载量前三的位

置，领跑海外市场，成为中国文娱领域“出海”的新品类。微短剧的风靡为中国文娱产品

开辟了新的国际市场，海外用户不仅通过微短剧了解中国文化和生活，各路网络用户还掀

起了模仿、拍摄微短剧的狂潮。 

 

3.网络达人与科班演员双就业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截至去年 12 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

规模已达 10.74 亿，占网民使用率的 98.3%，其中经常观看微短剧的达 39.9%。快速增长

的微短剧市场创造出了丰富的就业机会，一部微短剧的圆满呈现不仅需要台前的演员还有

幕后的导演、编剧、梳化、服装、场务、后期、发行等百余号人。进入 2024 年，微短剧

的从业者也从“一人分饰多角”“一人兼多职”到更加精细化分工的模式转变。不论是

MCN达人还是科班演员纷纷投入微短剧行列。 

MCN 达人入局微短剧制作。从抖音短剧榜排行榜来看，MCN、短视频制作公司比起传

统影视公司有着天然的优势。该类机构在前期就培养出大量的剧情类账号，并且熟悉短视

频平台的“爆点”。同时，MCN、短视频制作公司前期培养的网络达人深度理解抖音、快

手、小红书等短视频平台玩法，有一定的受众基础和粉丝喜爱度，因此，这部分达人转战

微短剧拍摄，本身就自带流量和话题度。如：抖音达人账号“七颗猩猩”创作的《重生之

我在霸总短剧里当保姆》更新至 33集，截至目前共计 28亿播放量，其相关抖音话题讨论

度达 40 亿；抖音达人账号“任志达”创作的“董雨欣”系列截至目前共计 20.7亿播放量，

仅“张立业和董雨欣”话题讨论度就达 13.6 亿。如上所述的“达人”转战微短剧制作，

尽管非科班出身、未受过专门的演技培训，但他们以“打工人”“社畜”等热点为切入口，

以个人现实经历、职业经历为素材，更能给普通观众提供情绪价值、更易引起共鸣。 

科班演员转战微短剧市场。后疫情时代，网络大电影在市场上彻底失语、传统影视剧

缩水，微短剧如火如荼地发展为艺术院系的科班毕业生、缺乏机会的影视剧演员提供了新

的就业渠道。一是年轻演员的新尝试。毕业于浙江传媒学院的徐艺真和孙樾以微短剧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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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赛道，先后合作拍摄超 10 部作品，一跃而红跻身女频微短剧的头部演员行列。二是

实力演员的新尝试。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国家二级演员杨蓉尽管有多部高质量代表作傍

身，仍出演柠萌影业出品的《二十九》并收获一众演技好评；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李现

力求突破，转型投入微短剧的制作与演出，由今日头条和李现工作室联合出品的科幻悬疑

微短剧《剩下的 11个》单集播放量超 1000万次，在豆瓣上有超过 8000个短评。 

（二）把握网络微短剧发展的重要意义 

当下，短视频领域已成为媒体融合发展的关键领域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微短

剧，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短视频领域新兴的一种视听形式，在文化传承、满足民众情感

需求及适应市场变化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微短剧的蓬勃发展，凭借其贴近人民群

众的传播与演绎方式，持续推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媒体行业与影视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1.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自 2018年 8 月 18 日，段视频创作者“李子柒”发布名为《木活字印刷术，传承在岁

月里的“情书”》的视频开始，李子柒则将视频内容从意图勾勒诗意田园生活、描绘乡村

美好画卷转向传承和发扬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好愿景。以海内短视频平台为载体，李

子柒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符号从“熊猫、功夫、京剧”扩展到无数领域。从“术活字印刷术”

到“文房四宝”，从“蜀绣”、“蓝印花布”到最近更新的“漆器”，一帧帧精彩绝伦的

镜头语言诉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和历史魅力。与此同时，微短剧作为短视频

领域新的业态，也履行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责任。例如，《我的归途

有风》带领观众领略了四川的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一梦枕星河》融入了苏绣、宋锦、

缂丝、评弹、昆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江南水乡韵味的世界；
[3]

今年端午节，光明网联手湖北宜昌推出的微短剧《子归子归》，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又一次生动探索。
[4] 

 

2.满足底层人民群众情感慰藉 

微短剧的拍摄内容生活化，追求观看者心理位置和地理位置上的接近。
[5]
深入研究微

短剧的叙事逻辑不难发现，其镜头、语言和情节有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镜头切换快、语

言接地气，情节反差大，带有一定的“爽点”和共情，不仅满足观众碎片化观看的需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A8%E6%B4%BB%E5%AD%97%E5%8D%B0%E5%88%B7%E6%9C%AF/149545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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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观众注意力、吊起观众好奇心，还能引发观众共鸣，让观众感觉到“感同身受”。例

如：抖音达人“任志达”塑造的三甲医院普通护士董雨欣一角，作为一名无高学历、无家

庭背景、无出众长相的“三无人员”初进职场，遇到甩锅的同事、蛮横的上级、扯皮的患

者时的经历；抖音达人“派小轩”塑造的刚毕业的大学生小轩一角，进入一家公司实习，

面对“画饼”的领导、超“卷”的同事、廉价的工资和超额的任务的经历。这些故事都通

过独白、快速切换的镜头、演员的表情切换、此起彼伏的剧情起到一个强调和突出矛盾的

效果，从而使观众的心情此起彼伏。而故事的最后，这些冲突都将通过不断反转、“反套

路”的情节呈现一个让人直呼“过瘾”的结局，从而刺激观众的“爽点”。一方面这些作

品能够使观众从疲惫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另一方面也使观众在观看时将自己带入从而缓解

压力。 

3.转变传统影视行业市场导向 

微短剧的高点击、高收视、高订阅更有说服力地暴露了传统影视剧的各种“注水”乱

象。一、传统影视剧剧情拖沓、集数长。《大唐荣耀》将原有的 60集拉长到 90集，《择

天记》从 50集拉长到 55集，内容无非是男女主演员情感的拉扯纠葛，毫无看点。二、传

统影视剧原创剧本不足，以翻拍为宝。据报道，《红楼梦》已翻拍 10 个版本，《神雕侠

侣》已被翻拍 10 次。屡次翻拍毫无新意，反而是“炒冷饭”、“乱注水”。三、传统影

视剧受资本影响，流量为王。打开主流长视频平台，映入眼帘的则是当红的“小花旦”“小

鲜肉”的“换乘恋爱”。这些电视剧剧情相似、演员相似、服化道相似，让观众直言“拍

给粉丝看，而不是拍给观众看”。而网络微短剧的出现，把影视“注水”剧“逼”走的观

众，又拉了回来。一、微短剧的剧情紧凑，时间短。几个镜头就能将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

清楚。二、微短剧的剧本大约来源于网络文学改编。随着上游手机网络文学的繁荣发展，

也为微短剧的剧本创造注入趣味、新颖、多样化的内容选择。三、微短剧的新人居多、演

技过关。微短剧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充值和订阅，因此，订阅金额数字对于演技则十分有

说服力。而微短剧的导演制片对于演员的挑选也十分看中演技和可塑性。 

（三）探索网络微短剧发展的新兴业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微短剧作为 5G 时代新

兴的网络视听形式，其本质仍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文化表达。应不断探索网络微短

剧所赋能的新兴业态，以人文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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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力无限：创造数字经济新玩法 

微短剧的创作逻辑以“造梦”为核心，不仅成为用户情绪的“解压器”，也是消

费需求的“释放阀”。
[6]
同时，微短剧也为数字经济的创造了新的风口。一、广告植

入。截至 2024年 8月，在主要短视频平台共有 332部微短剧与品牌达成合作，其中美

妆行业领投，电商、个护、家电、饮料等行业表现亮眼。微短剧的用户消费意愿较高，

超过四成的用户因观看微短剧广告而产生消费。
[7]
二、用户付费。用户付费是当前微

短剧的主要盈利方式。《哎呀！皇后娘娘来打工》24小时用户充值破 1200万元、《闪

婚后，傅先生马甲藏不住了》24小时充值破 2000万元、《无双》上线两个月充值破 3

亿元。三、电商带货。以抖音、快手、小红书三大短视频平台为载体，微短剧在直播

电商领域开辟了全新的营销境域。薇娅夫妇创办的 MCN机构谦寻推出三部短剧，以“直

播+短剧”的创新模式试水带货，国货美妆品牌珀莱雅与民族品牌云南白药的销量均表

现抢眼，印证了“电商+短剧”模式对消费场景创新及新增长点培育的强大推动力。
[8] 

 

2.破圈赋能：助力千行百业新模式 

2024年 1月，国家广电总局审时度势，发布“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提

出 2024年要创作播出 100部“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主题优秀微短剧，结合重大考古工

程、取材非遗故事、围绕城市漫步线路、聚焦乡村振兴等，推动一批实体取景地跟随

微短剧热播“出圈”“出海”。
[9]
推动微短剧高质量创新式发展，国家走在前列，各

地城市各机构也积极响应，迅速将政策落实落地并取得丰硕成果。由浙江选送，温州

酷诺影业有限公司制作的《飞扬的青春》聚焦乡村振兴，该剧取景地为浙江温州瑞安

曹村。据悉，在短剧带动下，曹村镇多家民宿处于“爆单”状态，周边餐饮一桌难求。

全域游客累计接待近 20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超 30%。
[10]

由中央电视台与爱奇艺等

联合出品的民族剧《我的阿勒泰》以汉族少女李文秀的视角书写阿勒泰地区壮丽的自

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被誉为一部展现新疆风情的文化名片。该剧的走红带火了

新疆旅游，同款村落社交媒体讨论度激增 1385%，品牌联名热度暴涨 1921%，吸引各地

与消费者线上线下积极打卡。总结来说，“微短剧+文旅”的新兴业态为各地域、各行

业都注入了新的经济增长极。 

 

3.孵化新质：寻生产力新质着力点 

效仿横店因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借力影视拍摄从一个地瘠人贫的小镇历经 40年到

一个以电气电子、医药健康、影视文化、新型综合服务等四大产业为主的中国影视文

化产业重镇的逆袭历史，在微短剧的蓬勃发展之势的辐射下，各地纷纷投入资源建立

自己的微短剧基地。据统计，目前我国已经有近 10 家微短剧基地，它们分布在广东、

北京、余江、上海、青岛、西安、杭州、郑州、成都等地。政府用政策、人才、资金

大力鼓励上层机构落地，为孵化新质生产力寻到新的着力点。一、微短剧基地为微短

剧从业者提供了触手可及的剧本创作、影视拍摄、后期宣发等全方位全过程全产业链

生态圈，推动微短剧的发展，真正成为数字经济新载体。二、微短剧基地为该城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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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大量衣食住行所产生的新的商业机会，拉动当地经济增长。三、微短剧基地的诞生

呼唤人工智能的强势加持，促进了 AIGC与网络视听的双向赋能。 

二、网络微短剧的发展困境 

就目前来看，网络微短剧迅猛发展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不仅丰富了视听内容生态，更新了

视听内容创作生产观念，还满足了短视频时代人们的娱乐和审美需求。然而，网络微短剧在赋能新

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囿于内容质量、产业发展、监管规范的困境。 

 

（一）内容质量困境 

在影视创作的过程中，编剧往往需要在故事中巧妙地嵌入“钩子”，以此来设置悬念，增强故

事的吸引力。面对短视频平台特有的碎片化传播逻辑，微短剧在这些平台上播放时，首要任务便是

吸引并留住观众，尽力延长他们的注意力时间，否则观众可能会迅速跳转到下一个短视频。因此，

微短剧通过不断构建戏剧冲突，并利用紧凑的剧情巧妙设置“钩子”，以制造悬念。然而，值得注

意的是，一些剧情走向高度相似的微短剧面临着内容同质化、缺乏深度创新的挑战。 

1.内容同质化 

微短剧的剧本多来源于一系列网络文学平台，其内容倾向于浅显易懂，情节设计往往较为戏剧

化，且大多聚焦于男性或女性受众的兴趣点，即男频或女频题材。男频微短剧中，主角往往从一个

无名小卒开始，或是背负着血海深仇，或是被世人误解，他们忍辱负重，在机缘巧合之下获得奇遇，

或是习得绝世武功，或是掌握逆天科技，最终以一种近乎神话的姿态归来，不仅报了昔日之仇，还

收获了各种女性角色的敬仰与爱慕。而女频向微短剧，则更像是一场场梦幻泡影。剧中的女主角，

无论是误入古代成为王妃，还是在现代职场中偶遇霸道总裁，总能以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周围人的

目光，尤其是那些位高权重、英俊潇洒的男主角。而那些“痴情皇帝”或“俊俏王爷”，即便坐拥

天下，也只为一人倾心。这批依靠大众“爽点”不断盲目堆砌、套路复制的同质化微短剧极易使观

众造成审美疲劳，难以持续吸引观众、留住观众。 

2.缺乏深度创新 

许多微短剧为了迅速迎合观众的喜好，不惜一切代价地过度追求那些已经被市场验证的热门题

材和爆款模板。这种做法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吸引大量关注，但长此以往，却导致了在情节设置上的

千篇一律、画面布局上的单调乏味以及语言风格上的缺乏新意。例如，微短剧《闪婚老伴是豪门》

的爆火，一大批聚焦于银发群体的玛丽苏微短剧尘嚣日上，毫无新意。这些微短剧往往忽视了在创

作过程中应有的创新和匠心独运，只是一味地模仿和复制，缺乏独特的艺术视角和深刻的情感表达。

这不仅极大地限制了微短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也使得观众在观赏过程中难以感

受到新鲜感和深度，从而难以满足他们日益多元化和不断提升的审美需求。 

（二）产业发展困境 

在传统电视剧的制作过程中，为了塑造鲜明的人物个性，剧本需要经过反复精细的打磨。这包



                                                         http://www.sinoss.net 

 

 - 8 - 

括通过精心设计的情节发展来烘托角色形象，同时仔细斟酌情节走向及故事背景的合理性。在角色

选择上，不仅要求演员的外形条件符合角色设定，还会重点考虑其演技水平和台词功底，这些都是

塑造角色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然而，与传统电视剧的精益求精相反，微短剧粗放的生产模式极易

造成反社会的价值观，从而扭曲个人价值，不利于产业的持续发展。 

1.粗放生产模式 

微短剧的制作成本较低，生产周期短，且进入市场的门槛相对较低。这种以快速制作、快速消

费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具有投资回报周期短的优势，吸引了大量用户抱着尝试的心态投入创作。即

便作品无需过分雕琢，也能迅速获得经济回报。然而，微短剧市场的这种参差不齐的现状，对影视

行业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在网络视听领域内，“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日益凸显，导致高

质量的作品受到挤压，艺术创作的多样性和深度也因此受到削弱。一些创作者和平台往往缺乏长远

规划和持续投入，导致作品质量和产业发展难以持续。此外，微短剧市场还存在版权保护不力、侵

权盗版等问题，这也制约了产业的健康发展。 

2.扭曲个人价值 

为了迅速实现资金回笼与盈利增长，部分微短剧制作方在策略上过度倾斜于资本运作，将其视

为推动项目前进的主要动力，却在此过程中极大地忽视了对作品本身艺术水准的精心打磨与文化价

值的深入挖掘。这种短视行为直接限制了微短剧的传播范围，使其仅能在某些特定受众群体内部流

通，难以跨越界限，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与“破圈”发展。以“爽点”为核心吸引力的微短剧，

能够在短时间内满足观众对于虚幻“美好想象”的即时填补，但这种如同“速食餐”般的娱乐产品，

却暗含着内容浅显、缺乏深度的营养缺失，以及因快速消费而生的结构性缺陷。观众在反复沉浸于

这种浅层次的观看循环中，逐渐放弃了主动思考的习惯，转变为被动接受信息的“单向度观众”。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批判性思维与辨别能力逐渐减弱，愈发沉迷于微短剧所带来的即时快感与“上

头”体验之中。 

（三）监管规范困境 

1.监管政策易滞后 

随着微短剧制作和市场环境的日新月异，新的微短剧模式和技术应用层出不穷，而政府监管政

策的制定往往基于已有的市场状况和行业经验，难以迅速跟上市场变化的步伐，容易出现滞后现象。

这导致部分微短剧在内容审核、备案管理等方面存在漏洞和空白，给行业健康发展带来隐患，为不

法行为提供可乘之机，还可能抑制创新，阻碍市场的健康发展。 

2.平台责任难落实 

作为公共传播渠道，平台在微短剧内容监管方面应承担起重要责任。然而，部分平台在内容审

核、把关规则制定和执行等方面存在不足，导致低俗、同质化内容泛滥。据报道，网络微短剧《老

师不要跑》存在剧情低俗，台词、画面、情节涉及严重软色情等违规情况，播出该剧的微信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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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欧剧场”“奇奇剧场”“平平剧场”等小程序虽已下架，但经过转载、剪辑，其片段在抖音、

快手、微信、B 站等平台却仍能上传这些违规内容。作为非首发原创平台，其责任难以界定和处罚。 

三、网络微短剧的创新路径 

在南都数字经济治理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场“微短剧”论坛上，抖音精品短剧负责人钱立立认为，

微短剧正朝着品质化的方向发展，“和任何一种内容产品形态类似，短剧行业要保持生命力，必然

要走上多元化、品质化的道路。”
[11]

未来，何以推进微短剧走向精品化，何以在微短剧精品化和商

业化之间找到一种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其路径需要从内容创作、产业升级、国家监管等方面做出

全面探索。 

（一）以核心价值观引领新内容进阶 

无论是传统影视剧还是微短剧都应是文化领域的文艺形式，而不是资本的产儿。文艺表达的目

的是推动社会实践进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在新质生产力的新视域下，微短剧作

为文化发展的新表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支持原创性、鼓励创新性，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内容进阶。 

1.支持原创性 

“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生活中的所有点滴小事或者发生过的事都可以是艺术素

材的提供者和原形。创作者不应拘泥于短暂的商业逻辑，而是深入挖掘社会热点、人性关怀等题材，

创作出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优秀作品。一方面，敏锐洞察社会热点。创作者应具有对社

会动态的高敏感度，关注国内外时事、科技发展、环境变化、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的新趋势、新问

题。同时，针对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必须通过深入调研、请教专家、系统学习等方式完善自己的创

作逻辑，切忌在演员台词、拍摄手法等方面犯一些常识性、专业性错误。另一方面，倡导正向价值

观。创作者应通过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展现他们在面对挑战、困境时的坚韧不拔、无私奉献，或是

内心的挣扎、矛盾与成长，以此来探讨人性的复杂多面性。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和深刻的心理剖析，

让作品触及人心最柔软的部分，激发观众的共情与反思。 

2.鼓励创新性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文化表达的创新应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指引下，不断寻求新突破。一方面，融合多元艺术表达形式。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利用

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将文学作品与音乐、绘画、游戏等结合，增强作品的沉

浸感和互动性，使观众在享受艺术美感的同时，也能获得更深层次的思考与体验。另一方面，探索

互动式创作新模式。在数字时代，创作者可以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在线平台等渠道，与观众建立更

紧密的互动关系。通过直播、问答、投票等形式，让观众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和解读过程中，形成创

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和共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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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产业持续发展和创新升级 

提出新质生产力，是对生产力发展规律和发展环境的深刻认识。在科技、流媒体高度发展的今

天，必须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以主流媒体力量打造优质出圈的

精品短剧，提升产品丰富性和多样性，更好发挥“微”的媒介属性和“剧”的艺术特色，创造短剧

行业标杆项目。
[12] 

1.推动精品化生产 

一方面，鼓励创作者和制作团队提升制作水平和技术实力，是打造精品剧作的关键。为此，可

以组织定期的培训和交流活动，邀请行业专家分享经验，提升团队在剧本创作、导演技巧、摄影摄

像、后期制作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同时，鼓励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如高清摄影、虚拟制作等，提

高作品的技术含量和观赏性。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如设立奖项、提供展示平台等，激发创作团队的

积极性和创新精神，共同推动微短剧行业向更高水平发展。另一方面，加大对优质微短剧项目的扶

持力度，不仅要在政策层面给予明确的导向，更要在实际操作中提供资金、资源等方面的全方位支

持。具体而言，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提供税收减免、优化审批流程等措施，为这些项目创造更

加宽松和有利的发展环境。同时，整合行业内外资源，如优秀剧本库、专业演员库、后期制作团队

等，为微短剧项目提供强有力的资源保障。 

 

2.完善资本运作机制 

一方面，建立科学合理的资本运作机制，需兼顾市场导向与艺术创作规律，既要满足投资者对

经济效益的合理预期，也要保障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文化内涵，避免文化产品的过度商业化。同时，

加强对资本运作的监管和引导至关重要。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出台更为详尽的监管政策，规范市场行

为，防止因过度依赖资本运作而偏离艺术创作的初衷，忽视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文化价值。通过政策

引导和市场监督相结合的方式，鼓励文化产业向高质量、有深度的方向发展，确保微短剧市场的繁

荣与稳定。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微短剧与文旅、教育、科技等领域的跨界融合，构建广阔的赋能生

产力空间。通过“微短剧+文旅”、“微短剧+教育”等模式，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三）完善常态化管理机制规范市场 

加强对微短剧乱象的治理，应该发展和治理两手抓。国家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微短剧

划定红线，严禁越界，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切实规范微短剧市场发展近，为锻造新质生产力提供切

实有效的途径。在微短剧的后续管理中，应在完善法律法规和强化平台责任上下功夫，研究构建网

络微短剧 App 和“小程序”常态化管理机制。 

1.完善法律法规  

近年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网络微短剧专项治理工作，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微短剧的

治理趋于常态化。2022 年 11 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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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0 月，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中老年题材微短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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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提示》；2024 年 11 月 22 日，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连续发布两个管理提示，提出对微短剧管理的

具体要求。对于微短剧的常态化持续治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应推进完善常态化管理机制，加快制

定《网络微短剧创作生产与内容审核细则》，将网络微短剧制作平台、传播平台纳入日常机构管理，

建立“黑名单”机制，与其他相关部门合作开展日常监管工作等，持续推进微短剧精品化发展。 

2.履行平台责任 

市面上的长视频、短视频平台担当着微短剧发布与传播的数字基石角色，同时作为严格的监管

者，是实施微短剧治理的核心主体。近年来，多个知名短视频平台，诸如抖音、快手以及微信视频

等，已相继宣布将对各类违规且内容低俗的微短剧进行严厉打击。切实履行平台责任既要完善审核

机制，也要落实投诉举报机制。一方面，加强对微短剧内容的审核和把关能力，建立专业评审团队。

强化对用户上传及平台高播放量微短剧产品的审核与管理力度，提升内容安全风险的监控效能，积

极推广并扶持优质微短剧的创作与传播，同时严厉打击违规及低质量的微短剧作品。另一方面，建

立健全用户投诉和举报机制，及时处理用户反馈和投诉。微短剧要想至善至美地可持续发展，除了

国家政府等相关部门地严格管控，还需要行业内部自省自律、观众个体的自觉监督一起完善。观众

在观看微短剧的同事，应意识到自己既是消费者，又是监督者，依法行使自己的监督举报权利和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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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dilemma and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business form of network micro short play 

 

Jiang Yi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ag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short videos makes 

micro short plays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online audiovisual.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supervision system for network mini-plays,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mini-plays not only 

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rich types, multi-channel communication and multi-types of actors, but 

also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meeting emotional needs and 

adapting to market needs. At the same time, micro short plays are inevitably confined to the dilemma of 

content qual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regulatory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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