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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快速扩张

被不少网友评价为“智商负一

百，快乐正一万”的微短剧，因为节

奏快、 剧情夸张甚至略带狗血而迅

速得到了部分消费者的喜爱， 并发

展成为视频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微短剧全称为网络微短剧，是

指单集时长为几十秒到 15 分钟左

右、有着相对明确的主题和主线、较

为连续和完整故事情节的剧集。 国

家广电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微短剧备案数量为 398 部，2022

年备案数量接近 2800 部，同比增长

600%。 德塔文影视观察发布的《2023

年上半年微短剧市场报告》显示，上

半年共上新微短剧 481 部， 超过了

2022 年全年上新 454 部的数量。

据了解，随着微短剧市场蓬勃发

展，越来越多的影视大厂开始入局。

微短剧快速发展的动力少不了

消费者的喜爱， 第十四届中国网络

视听大会发布的《2023 中国网络视

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在我国超 10

亿人的短视频用户中，50.4%看过 3

分钟以内的微短剧、 微综艺、 泡面

番。 艾媒咨询发布的《2023—2024 年

中国微短剧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影

视市场用户正朝着短视频迁移。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唐远清分析

说：“微短剧一集虽然仅有短短几分

钟，但情节紧凑、矛盾冲突集中、剧情

反转密集，能够吸引消费者。 观看便

捷，基于视频平台，观剧者可以见缝

插针观看，符合当下人们碎片化阅读

和观影习惯。 精准投放，微短剧制作

方、播放平台利用算法可以精准将微

短剧投放给用户，投其所好。 ”

收费标准不一

微短剧被称为“2023 年最盈利

赛道”。 据微短剧推广方数据显示，

《无双》上线 8 天便充值破亿元，《腾

龙》 上线 24 小时充值破 2200 万元，

《化龙》 上线 24 小时充值破 2300 万

元……有消费者告诉笔者， 其家人

曾 1 个月花费近 6000 元追微短剧。

但是，网上也出现了“文化快餐怎么

比正餐贵”“不花钱就停更， 不充值

就一直等”的不满声音。

笔者在各视频平台看到， 不同

平台观看微短剧的收费标准、 形式

各不相同。抖音、快手、腾讯、爱奇艺

等平台都有大量免费微短剧， 充值

成为平台会员几乎可以免费观看所

有微短剧。 在一些新兴微视频小程

序 、APP 上观看微短剧则有两种收

费形式：一种是注册成为会员，会员

费多数在 300 元以上。 另一种是按

集付费收看， 单集价格从几毛钱到

几元钱不等， 微短剧通常动辄就是

80-100 集，追完一部短剧，需要花费

几十元甚至上百元。

据了解，一般来说，网络微短剧

从剧本初稿到制作再到出品， 短则

需要 1 周时间，长则需要 1 个月。 相

对于传统长视频短则 3 个月、 长则

一两年的制作周期，制作成本低、回

款周期短。 北京某公司影视制作人

员刘青青表示：“一部微短剧的投入

成本一般只需 10 万 -50 万元，顺利

的话两个星期就能拍完上线。 比如

九州文化和点众科技等短剧公司 ，

每月能上线的微短剧高达几十部。 ”

制作成本较低的微短剧为何会

被消费者吐槽收费贵呢？ 刘青青说：

“都说微短剧暴利，其实不然。首先，

能够成为爆款的剧并不多。 其次，微

短剧进行网络推广需要消耗大量资

金。 一部剧需要多平台分发，平台的

收入由平台和出品方按比例分配。 ”

有业内人士透露，推广微短剧处

处都要花钱：“比如一部剧上线后，观

众可以从一些平台免费观看前几集，

然后就会弹出链接跳转到小程序充

值继续观看。 短视频平台博主、UP

主会在自己的号里放上几集微短剧，

如果要继续观看，也需要跳转到小程

序或者其他 APP 付费观看。 剧集制

作方会将引流来充值的金额与其分

成，最高分成比例可达 80%。 ”

质量难以保证

“霸道总裁追娇妻”“穿越回古代

夺王位”“扮猪吃虎”“平民赘婿”……

随便打开一部微短剧，总有一款剧情

似曾相识。 近两年，网络微短剧市场

快速增长，虽然出现了一批创意独特

的优质微短剧，赢得了观众口碑与流

量，但也有不少微短剧剧情“撞衫”，

甚至打起了色情、暴力的擦边球。

刘青青说：“微短剧为了快速获

取流量， 什么剧情流行编剧就写什

么，当某一类短剧模式和题材在市场

上获得成功后， 便会出现大批模仿

者。微短剧以轻量见长，制作成本低、

周期短，有的 10 天就能写部剧，在这

种情况下，内容质量无从谈起。 ”

北京消费者王璐说：“现在部分

微短剧内容格调不高， 不少作品更

是背离主流价值观念， 在剧中宣扬

暴富、性别对立、封建迷信等不正确

观念。 以前追了不少微短剧，现在什

么霸总、豪门之类的剧情太多了，已

经不怎么看了。 ”

此外，微短剧播放平台多，平台

间相互引流、跳转，收费形式多样，

使得微短剧收费也出现一些不规范

的现象， 不少消费者甚至遭遇收费

陷阱。

北京消费者张女士介绍， 在某

短视频平台看了几集微短剧后弹出

链接，需要跳转充值才能继续观看。

“点击链接进入一个微信小程序，显

示有 200 多集，充值 168 元成为会员

后继续观看。 但看到 79 集就换了一

个剧情，根本没有 200 集，我很懵 ，

明明 78 集就结束 ， 为什么显示有

200 多集？ ”

天津四方君汇律师吴子畏说，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

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

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

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

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

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

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

用等有关情况。 但一些微短剧小程

序、APP 存在诱导、欺诈消费者的行

为。 目前，因为微短剧涉及的经营主

体较为复杂，消费者维权存在困难，

给行业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

平台整治开始

微短剧作为最新流行的传播模

式，如果不加以规范和限制，会引发

不良后果。 据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

务协会消息， 广电总局对网络微短

剧已开展常态化治理， 今年 3 月至

今， 已清理低俗有害网络微短剧 35

万余集（条）、2055 万余分钟，分级处

置传播低俗有害网络微短剧的小程

序 429 个、账号 2988 个，并已建立网

络微短剧“黑名单”机制。另据了解，

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微短剧治理报

告，将从 7 个方面加大管理力度、细

化管理举措，包括加快制定《网络微

短剧创作生产与内容审核细则》；研

究推动网络微短剧 APP 和小程序纳

入日常机构管理等。

华数集团此前发布的 《网络微

短剧行业调研报告》指出，随着各路

机构纷纷入局， 微短剧产能迅速爆

发， 一些平台为争夺流量并快速扩

充内容库，降低了作品的准入门槛，

引发了内容品质问题。 业内普遍缺

乏精品， 加之用户端频现的消费争

议， 引发监管部门对于网络微短剧

行业生态治理持续加码。

据了解，近期，微信、抖音、快手

等视频平台接连出手， 整治违规微

短剧。 抖音平台还对微短剧及其推

广内容、行为提出了 7 项要求。 对于

存在违规内容和行为的小程序或账

号，平台将引导整改。 拒不整改的，

将对违规的剧集、 视频和账号进行

处置， 处罚类型包括但不限于下架

违规剧集、删除或屏蔽违规内容、对

违规账号禁言或封禁等。 快手也发

布了专项治理公告，平台推出的《小

程序运营规范》明确了内容的红线，

针对色情低俗、 血腥暴力、 格调低

下、 审美恶俗等问题的微短剧进行

持续打击。

（李燕京）

辽宁沈阳

举办“你点我检”

进校园活动

作为辽宁省暨沈阳市开展 2023 年食品

安全宣传周活动之一， 由沈阳市市场监管部

门举办的食品安全“你点我检”进校园活动近

日走进沈阳农业大学。 据沈阳市市场监管局

消息，该局注重“你点我检”常态长效机制建

设，今年已组织开展“你点我检 ”进市场、进

社区、进乡村、进校园累计 618 家，参与群众

1.4 万余人次。

本次“你点我检”进校园活动聚焦师生最

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 做到“点” 出师生关

注、“检” 出师生放心， 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

治，有效保障学校餐桌安全。

市场监管人员在活动现场发放“你点我

检” 食品安全调查问卷， 征集师生的意见建

议。根据点选结果，由检验机构人员在学生食

堂后厨进行常规性抽检，对煎炸过程用油、馒

头花卷等品类进行样品抽取， 再行开展实验

室检验， 检测结果将在沈阳市市场监管局网

站公示。与此同时，快检人员对学生食堂后厨

的食用农产品进行采样， 针对农药残留等指

标进行快速检测，快检结果全部合格。

市场监管人员还在活动现场向师生发放

食品安全宣传资料。 沈阳市食品检验所食品

专家通过知识科普、现场问答等形式，向师生

讲解食品安全健康知识、 现场解答食品安全

问题，鼓励师生注重均衡饮食、营养膳食，养

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

据了解， 沈阳市市场监管部门今年已组

织完成快检 1.2 万余批次。 沈阳市市场监管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不断提高食品抽检科

学性，提升群众参与度，持续深入实施“你点

我检”民心工程。 （王文郁）

陕西三原

开展综合治理

加油机作弊专项行动

近日 ， 据陕西省三原县市场监管局消

息，自 9 月份以来，该局按照上级统一部署，

采取有力措施，组织综合执法大队、市场监管

所、 质检所在全县开展了综合治理加油机作

弊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计量作弊等违法行为，

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组织各基层市场监管所对全县加油站进

行了全面清查，综合主体注册、审批备案等信

息，对全县 48 家加油站 224 台加油机建立了

基础工作台账， 结合投诉举报情况对加油机

作弊线索进行了全面排查。

组织综合执法大队采取突击检查等方

式， 对 6 家加油站 20 台加油机进行暗访检

查，重点检查加油站经营资质是否合法、加油

机计控主板是否篡改、 流量测量变换器铅封

是否完好、是否有计量检定证书等。

组织质检所对全县加油站加油枪进行周

期计量检定， 共检定加油枪 455 把、 合格率

100%。 同时，及时处理消费者对加油机作弊

行为的投诉举报，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 起，均

排除计量作弊行为。

加强成品油零售资质和营业执照监管，

严格落实购销台账制度，健全油品来源、检验

报告、检查记录等凭证资料档案，严厉查处违

法违规出租、出借、转让、转包成品油零售资

质和营业执照行为， 对实施加油机作弊的经

营主体，一经发现依法处罚并吊销执业执照，

并予以曝光。 （王炳军 徐文智）

剧情虚假浮夸 题材低俗猎奇

微短剧市场有点乱

近两年，凭借意外反转的剧情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微短剧成为网络视频的新宠。网友们用

真金白银表达了对微短剧的喜爱，不惜重金付费观剧，甚至出现了新剧推出 24 小时充值超千

万元的景象。 抖音、腾讯、淘宝、小红书、美团等互联网平台也纷纷布局微短剧。 然而，在“购销

两旺”的大好形势下，微短剧也被网友们吐槽收费存陷阱，吃相难看。 笔者走访发现，目前微

短剧市场还存在内容同质化严重、剧情虚假浮夸、题材低俗猎奇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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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陕西阳光拍卖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13 点 30 分在北京天伦

王朝酒店王府井大街 50 号举办中国书

画和艺术品拍卖会， 预展时间：2023 年

12 月 29 日至 30 日中午，特此公告！

陕西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