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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入戏，10秒反转”

网络微短剧
为何会火？

7月 12日，“多元突破与文化叙事：中国网络剧的内容生产、IP 转
化与国际传播”研讨交流活动在宁波举行。

近年来，伴随技术革新和传播方式的变化，文艺生产机制和艺术
形态发生重大变革。网络文艺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影响力不断扩大，
在网络剧，尤其是微短剧产业发展方面，有一组数据很说明问题——

2021年我国网络微短剧市场规模为3.68亿元，2022年达到101
亿元，2023年为373.9亿元，2024年这个数字已达到505亿元，首次
超过当年度的电影票房425亿元。

为发挥文艺评论的引导作用，提高风尚、引领审美，宁波市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宁波市鄞州区委宣传部联合主
办本次研讨会，邀请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专家学者共同与会，旨在剖
析问题，推动网络文艺高质量发展。

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院长
范志忠多年参与编著中国电影、电
视剧蓝皮书，据其观察，近年来，我
国影响力排名前十的影视剧，网络
剧占了半壁江山。

网络剧亦有长剧和短剧之分，近
年呈突破性发展态势的还属网络微
短剧。

“3秒入戏，10秒反转”牢牢抓住
网民的注意力，“横店变成竖店”等
戏谑之语已成事实。

在其产业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
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注意，“‘霸道总
裁’‘甜宠虐恋’等主题几乎占了网络
微短剧70%的内容”，浙江省文艺评
论家协会副主席沈勇直言，这些高度
雷同的内容屡试不爽，几乎征服了全
年龄段的观众，且在海外日益“扩

张”，成为评论家不得不注意的现象。
这样的现象有何成因，又该如

何引导？参与主旨演讲的三位专家
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授、博导陆绍阳首先提出，由数据统
计，今天半数以上的观众都采用“倍
速看剧”，其背后指向的是科技的加
速和社会的“加速”。

网络微短剧拥有“剧情高密度”
“人物标签化”“情绪价值极强”等特
点，可以给处在社会压力中的人们提
供情绪按摩、心理补偿和想象空间。

陆绍阳提出，短剧和长剧的区
别就像多巴胺和内啡肽，短剧是营
造幻象，给人即刻的享受，长剧则是
逻辑叙事，通过建构价值观，取信于
人。从长远来说，“短剧不可阻挡，
长剧不可或缺”。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
导朱春阳随后发言，他罗列多组
数据，分享了目前中国网络剧海
外传播的情况。

朱春阳说，过去中国影视剧主
要出口至东南亚，也即华人聚集
区，而在今天，中国网络剧进入了
更为广阔的空间，文化出海的“新
三样”已变成：网文、网剧、网游。

据第三方数据，2022年 8月
至2024年6月，超过100款中国
短剧APP活跃于海外市场，累计
下载量达到1.48亿次，内购收入
高达2.52亿美元，其中，美国市场
是中国短剧的主要收入来源，贡
献了总收入的60%至70%。

整个2024年，短剧出海迈入2.0
阶段。根据出海收入规模Top10
短剧平台数据测算，全年我国出
海短剧平台总收入达65.17亿元
人民币，海外主要落地的平台涵
盖日本、美国和东南亚。

可以说，短剧出海进入快速
的成长期，呈现出大批量“模仿复
制”的典型特点。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短剧
表达的核心并非在于对人情人性
挖掘的深度、题材的广度，而仍停
留在“权力的支配”，充其量“对爱
的歌颂”上，缺乏文艺作品本该具
有的厚度和温度。有业内专家痛
心地认为，如果这些内容缺乏评
论引导，任性扩张，最后也很可能
沦为泡沫，昙花一现。

在2025年上半年最新行业数
据中，一组对比数字十分醒目，一
边是“微短剧用户规模突破6.62亿

人，单日最高播放量达4500万次”
的流量狂欢；另一边是长视频平台

“全民爆款”的缺失乏力。
这种矛盾的现象，揭示了行

业发展的本质困境——内容过
剩，数量取代质量。

那么，竖屏美学能被发展出
来吗，“一路向短”是否不可逆？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辑部主
任、《中国电视》执行主编闫伟还
是给了一些信心。在他看来，网
络剧“精品化生产”是有空间的。

闫伟举了一些网络剧（主要
是长剧）的精品案例，比如说《漫
长的季节》《我的阿勒泰》，马伯庸
作品改编系列《繁城之下》《风起
陇西》《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的
荔枝》等新历史剧，还有《庆余年
2》《唐朝诡事录之西行》等精品剧
集的续集篇，都对剧集的系列化、
品牌化之路做出探索。

“故事为王是所有剧集创作
的铁律，无论长剧还是短剧都适
用。”闫伟举了导演、编剧郭靖宇
团队，近年创作的《狮城山海》为
例。该剧每集20分钟，以所谓的

“6秒入戏、3分钟反转”的短剧叙
事策略，杂糅谍战、悬疑、黑帮等
多种类型风格于一体，但依然呈
现出很高的叙事质量。

“今天观众看的东西多，审美
期待也越来越高，事实证明，大家
对高质量的作品还是会买单的。
作为有责任感的创作者，应该想
到如何为大众提供更好的作品，
而不是在同题作文中不断重复、
固步自封。”闫伟说。

当天，宁波市电视艺术家协会
副主席兼秘书长钱铮、腾讯视频
银河工作室二组负责人张翠西、
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院院长
卢炜，也分别围绕宁波影视的网
络剧生产与传播案例、腾讯视频
精品短剧新生态、微短剧发展困
境与突围探索展开了案例分享。

“内容生产与价值创造”“产
业发展与传播创新”成为分组讨
论的主题。

宁波市文联主席杨劲表示，
近年来，宁波在网络剧领域也取
得了一些成果，不仅涌现了紫金
陈、苍天白鹤、在南方的毛豆、雁
无痕等一批有全国影响力、知名
度的网络作家，较早成立了网络
作家协会；热播的《大江大河》《淬
火年代》《月上重火》以及最近的
文旅短剧《甬忆南侨梦归人》，也
从微短剧、单元剧、连续剧、互动
剧等多个层面一次次放大了宁波

“声量”，展现出宁波网络剧创作
的宽度、厚度和深度。

宁波的各个文艺家协会都
在数智浪潮中御风而行。抖音
直播间“第二舞台”，让越剧、甬

剧在算法时代重获新生；面向全
国、百万奖金的“宁波银行·天e
网络文学大赛”持续成为中国网
络文学界的热点，丰富了网络剧
剧本宝库。

与此同时，“网络剧+文旅”的
模式也促进了宁波城市形象的传
播。从天一阁的书藏古今，老外
滩的百年风情，到罗城的千年风
貌，宁波舟山港的港通天下，宁波
文旅地标在一部部网络剧中悉数
登场，镜头不仅聚焦历史遗存和
文化积淀，而且对准了现代产业
和宜居城市。

软糯香甜的汤圆、鲜嫩肥美
的雪菜大黄鱼等宁波特色美食，
也随着剧情飘香四溢。

这些饱含宁波元素的网络剧
成为传播甬城文化的鲜活载体，
展示了人间烟火气、发展新动能。

与会专家指出，在参与的深度
与引领性方面，宁波无论是从创作
层面还是评论层面，还有诸多可
作为的空间，希望宁波的文艺家
们更多投身于“文艺与新时代同
行”的行列中，担负起时代的使命
与责任。 记者 顾嘉懿 文/摄

研讨会现场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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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的“破题”之路2

宁波参与网络剧制作的情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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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选5第25183期 04 07 09 12 17
排列5第25183期 1 7 7 5 9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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