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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契合网络消费习惯的新兴影视剧形态，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各大资本的入局，网络微短剧呈现飞

速发展之势，竖屏微短剧在抖音、快手加入布局，推动网络微短剧产业的蓬勃发展。但在迅猛发展过程

中，短视频平台微短剧在盈利模式的持续发展中受到一定限制，存在由于用户免费使用习惯的形成导致

付费模式开展受阻、探索带货实现变现过程中出现流量流失变现受损、流量至上的追求阻碍变现等问题，

亟需内容生产者、平台方与监管部门等多方合作，共同规范微短剧市场，探索更多创新路径帮助微短剧

产业优化盈利模式，创新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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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form of TV dramas that aligns with online consumption habits, with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the involvement of major capitals, online micro-short dramas have witnessed rapid 
growth. Vertical-screen micro-short dramas on platforms like TikTok and Kuaishou have entered 
the fray, promoting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online micro-short drama industry. Nevertheless, 
during this rapid expansion, micro-short dramas have encountered certain constraint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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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ir profit models. Issues such as the hindrance of implementing paid 
models due to the formation of users’ free-usage habits, the loss of traffic and impaired monet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product promotion for revenue generation, and the pursuit of traffic su-
premacy impeding monetization have emerge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multi-party collabora-
tion among content producers, platform providers, and regulatory authorities to jointly regulate 
the micro-short drama market and explore more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assist the micro-short 
drama industry in optimizing its profit model and innovating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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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广电总局将网络微短剧定义为单集时长几十秒到 15 分钟左右、有相对明确的主题和主线、较为

连续和完整的故事情节的新兴网络文艺样态[1]。具有叙事节奏快、剧情反转多、时长短等特点。短小精

炼的叙事手法迎合了当前时间规训下观众的观看场景需求，观众能在吃饭间隙、通勤过程等场景下随时

随地展开观看行为，并能快速完成一集内容的观看，从而抽离剧情回归现实。 
2020 年国家广电总局在重点网络影视备案后台系统中新增“网络微短剧”板块，是继网络电影、网

络剧、网络动画片外的第四个备案类目[2]，至此，网络微短剧被正式纳入了视频剧集赛道，成为网络视

频剧赛道不可小视的潜力股。2023 年抖音日主动搜索微短剧用户量增长 2 倍，快手微短剧播放量破亿数

量超 300 部[3]。2024 上半年微短剧女频热力值占 57%，相较于年初的 53%呈持续上升趋势[4]。 
如今，随着互联网络影视生态的迅速发展，网络微短剧不断提质增效，伴随相关政策支持，呈现出

高速发展之势。但在盈利模式的探索上也开始出现一定不适用性，存在用户付费意愿低付费模式开展困

难；内容质量不佳导致流量流失等问题。多元盈利模式是推动内容生产者持续输出优质内容，实现内容

变现，推动平台微短剧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要想微短剧继续在网络影视生态中继续长效发展，

应当继续加强优化现有盈利方式，并继续探索创新型盈利模式。 

2. 微短剧主要盈利模式 

2.1. 平台分账 

平台分账模式是网络微短剧最主要的盈利模式之一，以腾讯、爱奇艺等为首的长视频平台通常通过

平台自身的会员付费、播放广告的方式实现分账。而短视频平台有所不同，以抖音、快手为主的短视频

平台通常通过一系列创作奖励机制展开分账，如推出的“辰星计划”、“启航计划”，根据微短剧播放流

量热度，如播放量、互动量按比例进行现金的奖励。 
不可否认，这种按照流量的分账模式能够有效激活创作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内容的质量是账号能否

吸引潜在观众、留存现有观众的一大关键。在内容繁杂、信息更新迭代迅速的互联网空间中，“内容为

王”始终占据第一位，优质的内容生产，能够聚集更多关注，获得更高播放热度，创作主体从而分账获

利，为实现更多奖励支持，内容生产者继续生产创作高质量微短剧，从而继续聚集流量，如此之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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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环，是有效促进微短剧行业高质内容生产的重要方式。 

2.2. 广告植入 

广告植入是微短剧实现盈利的另一大有效方式，不同于短视频，网络微短剧在短视频短平快特点的

基础之上，加入了剧情线，使得视频内容的呈现更具有吸引力。当前大量微短剧题材以接近现实生活为

主要题材，在关注社会热点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内容创作，能够更快地吸引用户停留，并跟随叙事者视角

走入剧情，在相似现实生活的映照，以及快反转强转折的情绪点输出下，对角色产生共情情绪，产生情

感联结。 
在此基础之上，将广告的植入加入剧情之中，观众对于植入内容的接受度增强。除此之外，一些热

门博主在长期账号运营积累中获得一定数量的粉丝群体，其本身具有的作为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使得广

告的植入更具有信服力，粉丝对陌生植入内容本能建立起来的心理防线也随之降低。如“乔七月、姜十

七”等热门博主账号的微短剧中，常在剧情中加入护肤品等产品广告，在剧情演绎的过程之中实现自然

而然的产品植入。 

2.3. 付费解锁 

2021 年末，抖音开始试水付费短剧[5]，率先试水微短剧的付费盈利模式，通常采取前几集免费观看，

在积累一定观看用户之后，对最后结局部分进行单集收费。如短剧《二十九》全集共 20 集，前 16 集免

费，最后两集需要付费观看，解锁单集 2.5 元，解锁全部两集共为 3 元。《超级保安》第二季，全剧共 45
集，从 14 集开始需进行付费解锁。 

付费微短剧通常以开始免费，结尾付费的方式运营，这也要求微短剧前期内容足够抓人眼球，才能

更好地留存观看用户，在结局部分留有悬念，刺激用户产生欲望，形成付费行为。付费模式的新尝试一

方面打开了微短剧盈利模式的新路径，但同时由于用户长期以来积累的使用习惯，导致付费模式的盈利

陷入一定困局。 

3. 盈利模式存在的问题 

3.1. 付费模式展开陷入困境 

当前，用户在对短视频平台的长期使用中已形成免费获取的使用习惯。在此情境下，用户普遍对于

付费模式认可度不高，付费意愿较低，因此微短剧在用户的付费解锁的盈利模式在微短剧市场中深陷困

境。截至 2024 年 11 月中，微博#抖音测试短剧付费#的话题讨论度达 8927.7 万，对于是否接受短剧付费

这一话题深受大众关注。而在此话题中，大多用户对于观看一半剩余付费解锁的模式呈较为负向的否定

态度，表示无法接受付费模式，甚至近期还出现不少网盘盗版资源免费分享的帖子。其次，在新京报微

博发起的“你会付费看短剧吗？”的投票中，50.3%的用户选择不会付费，只会选择免费观看。由此可见，

大多数用户并不赞同也不愿意为微短剧进行付费解锁，相比付费解锁，反而会选择直接弃剧或者寻找其

他能够免费观看的渠道及逆行观看，主动愿意付费意愿较低。 
抖音微短剧《超级保安》第二季全剧播放量达 3.7 亿次，免费部分平均每集点赞量超过 5 万次，热度

较高的集甚至累计点赞量达近 69 万，但反观最后五集热度，点赞量骤降，最高点赞量只有 1.2 万次，甚

至其中三集的点赞量平均只有四千次。微短剧的热度点赞量的前后对比差额足以说明，当前用户对于付

费的意愿并不高，即使没有看完全集也不愿意付费继续观看，而是选择直接弃剧不再观看，寻找其他免

费微短剧继续展开观看行为。 
除此之外，在微短剧探索付费模式的过程中，开始出现一些不良商业行为扰乱微短剧付费市场，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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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诱导收费等不良行为更加加重大众对于付费模式的不满。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 2024 年前三月

组织受理的投诉情况分析中，涉及老年群体陷入网络消费陷阱的投诉较多，其中包括短视频平台利用算

法机制推送“浮夸”微短剧吸引观看，利用低价格诱导老年群体开通免密支付按照集数展开付费观看[6]。
由于一些不法商业行为的出现，这种利用网络手段诱导并不完全熟悉网络空间模式的老年群体的不良行

为更加引发了用户对于付费模式的不满程度，也加重了继续广泛开展付费模式的困难程度。 

3.2. 主体前后台形象错位，流失粉丝认同 

“微短剧 + 直播带货”是当前大量短视频博主选择的另一种复合盈利模式。电商直播产业的打造，

离不开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流量加持以及明星效应的助推，平台强劲的吸粉能力与流量引导为直播

电商的快速发展提供良好发展基础[7]。基于短视频平台接入的低门槛与使用便捷性，不断积累更多潜在

用户帮助实现内容的变现。IP 微短剧之所以能够在平台热播，离不开作为数字劳工的用户力量，随着微

短剧的热播，剧集主创逐渐将微短剧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公域流量逐渐转化为其个人的私域流量[8]，将微

短剧播出过程中累积的稳定粉丝转化为电商直播带货的现实受众，从而实现快速变现。 
博主通过持续性微短剧的创作获得大量粉丝关注，在热度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开始选择带货直播的

方式进行经济利益的进一步获取。创作多部优质微短剧的抖音博主“三七金金”，在账号主页橱窗中长

期有产品上架售卖，并会在个人“是七七子”的账号中开启直播带货。 
这虽是一种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聚集更多潜在买家，实现更稳定更快速的商业交易模式，但在此过

程中，微短剧剧中人设与带货主播本身的现实身份与人物形象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差异之处，微短剧

的成功吸引大量粉丝因博主剧内形象以及剧情发展而持续关注博主，但在直播过程中，由于微短剧叙事

人在前台后台形象人设的偏差，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部分粉丝的流失。与传统博主不同，微短剧的粉丝

群体因剧与角色产生连结，因剧中更具有独特个性标签的人物与更戏剧化情节，与主创之间形成了更加

深刻的情感联系，但脱离剧情本身的现实直播售卖方式，主播与剧中角色必然存在断连，因此可能存在

用户因无法短时间接受形象转换而产生脱粉、不愿继续接受主播直播带货变现的情况。由于市场发展的

不完善，当前这种盈利模式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亟需更多新兴组合模式拓宽盈利之路。 

3.3. 流量经济至上迷失创作本身 

在流量经济的驱使下，大量网络微短剧生产者将视野放到了获取流量上，而忽略创作本身所具有的

社会责任承担的必要。为博取眼球，快速获得流量，在微短剧的创作上，不少博主会选择对热门微短剧

的剧情进行抄袭仿照。因此也导致了大量相似题材、雷同剧情的出现，内容的同质化问题严重，长久以

来并不利于微短剧产业的常新发展，反而会导致用户的审美疲劳。当前爆款微短剧中主要以爽剧题材为

主，即使故事情节与人物设定有所不同，但主要集中于霸总、战神等类型[9]。往往将人物标签化表现，

现代爱情剧以霸道总裁爱上普通女性为主要类型，霸道总裁通常无所不能，不论在事业还是生活中都表

现的完美无瑕，成为一种脱离现实、想象的存在，通过快速的反转与角色间强烈的冲突推动情节发展，

但却缺少了现实逻辑。 
同时还存在不少抄袭行为，将爆款情节直接照搬照抄成自己的内容继续传播，为流量的短时间聚集

而放弃作为内容创作者本身应当坚守的操守。在庞大的网络信息空间中，用户最先看到的微短剧可能并

非是原创者发布的，而是剧情的复制再利用，但会由于剧情的优质潜在帮助抄袭者增加流量，无形之间

也助长了不良的内容生产风气。这种情况下，即使账号本身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流量利润，但长期以来则

会影响市场的有序竞争，内容的原创力也会随之下降，并不利于微短剧产业的活力发展，长此以往则会

破坏正常盈利生态，原本的良性创作竞争变为恶性抄袭，没有优质内容的输入，行业本身也会失去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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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 
除此之外，为博取眼球，在内容生产上，不少微短剧的剧情设置存在无脑情绪化与非理性化，剧情

往往浮于表面。长久以来，会无形中使受众陷入“浅阅读”[10]、“浅思考”的螺旋陷阱中，这种超现实

的爽剧情节，让用户在短时间内体会到了超越现实的虚拟爽感，能够短暂释放在加速社会中形成的精神

压力，但同时对于作品的思考也变得更加浅显。用户观看仅仅是为了短暂地逃离现实，而对于内容本身

是否存在社会意义价值，能否展现深层次的复杂人性、情感的冲突等都不再关注。作品本身缺乏人文关

怀，能够带给受众的仅仅是短时间内的感官刺激，而无法带来更深层次的情感共鸣与社会意义传递。优

质原创内容逐渐变少，长期以往流量关注也自然会变弱，更不利于微短剧产业的可持续性长效发展。 

4. 短视频平台网络微短剧的盈利创新之路 

4.1. 引入热门 IP 改编，周边售卖盈利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曾表示“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

艺术价值”[11]。微短剧作为艺术表现形态本身，内容的高质是立身之本，创作者应当始终坚持“内容为

王”的原则，通过丰富内容表现形式，创新多元内容题材，丰富剧情情节，注入作品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价值，满足多元受众群体娱乐需求的同时，又能在潜移默化中兼具社会价值、时代意义，让微短剧变得

更加贴近社会现实，更加生活化、更加生动富有感染力。 
内容的品质是网络微短剧能否获得观众认可度的重要标准。因此，网络微短剧的创作一定程度上可

以通过与一些漫画、小说等 IP 进行合作改编。IP 本身具有的关注度加之符合网络时代特性为微短剧的辅

助，在增强微短剧质量的同时又增加了双倍热度，实现 1 + 1 > 2 的盛景。如《执笔》《借宁安》等热门

微短剧，都是改编自知乎热门网文 IP 作品，一经播出便占据排行榜单前几位，这种合作形式对于网络微

短剧的长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长视频剧集 IP 也开始向微短剧进行衍生，《大唐来的苏无名》作为长剧《唐朝诡事录》

的衍生微短剧，由于长剧本身的热度与成功性，微短剧一经播出便大受关注与好评。在演员选择、拍摄

手法、服化道设计、场景搭建等上都呈现着较高的水平，足以与长剧相媲美[12]。高质量的 IP 内容创作

使得剧集在多种传媒传播生态中国广泛传播，不仅能将长剧流量继续传承保持热度，又能在短视频平台

传播过程中继续汇集流量与关注，不断推进影视行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除剧情本身外，微短剧在内容播出之际还可以根据剧情特色产出一些与剧相关的周边产品，根据不

同年龄层群体推出多样态周边，如向年轻群体推出限定周边小卡、明信片等；向老年群体推出一些更有

使用价值的生活用品等，从而拓宽盈利道路。加之短视频平台本身的售卖路径的便利性，周边产品可以

直接在账号的橱窗内售卖，用户观看结束便能直接购买，随时随地可以展开购买行为。 

4.2. 合理控制价格，符合用户画像 

不可否认，付费观看对于微短剧产业来说是一种有效的盈利模式，而长视频平台的会员制模式也开

始逐步消解打破用户原有的消费习惯，微短剧的付费模式也在不断规范发展中被接受。针对付费内容，

微短剧可以通过合理定制付费部分价格，在目标用户能够接受的价格范围区间进行定价，逐步培养用户

付费观看的习惯。 
快手短视频平台受众集中于较低收入水平，以《超级保安》为例，即使定价一元一集，但每集时长

不到五分，平均计算后甚至超过超前点播价格[13]。因此，对于付费价格的制定，不光要考虑用户对于单

集价格的接受度，同时还应当根据单集剧情时长以及整部剧集数长短综合评定，从而制定出更为合理的

收费价格。同时，付费价格的制定者可以通过打折销售、买赠结合、推出付费会员等多种联合售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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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理定价的基础上刺激用户消费。 
除生产者本身规范合理定价外，行业的管控行为也必不可少。要想促进微短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构建规范化的生产秩序必不可少，对于内容的审核与监管力度也应当加大，形成公开透明的定价收费标

准[14]。对于付费模式的管控中，定价标准范围的规范管控必不可少，谨防不良竞争扰乱市场秩序，更要

防止隐形诱导消费侵犯消费者合理权益。对于违反规定、胡乱收费、存在诱导隐形消费的微短剧与账号

及时下架，维护正常消费生态，推动微短剧付费模式的规范化，丰富微短剧产业盈利模式。 

4.3. 专业团队入局，实现效果的最大化 

当前，网络微短剧的演员多以网红、知名度较小的演员为主体，在演技能力上与传统长剧相比仍有

欠缺。随着专业团队制作的加入，一些专业长剧演员开始加入优质网络微短剧的创制。相比来说，专业

演员对于角色的把控更加细腻，对剧情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从而能够通过表演将剧情更加完美地向大众

诠释，带动用户情感，激活微短剧的生命。伴随专业演员自身所具有的热度流量以及更加出众的演技能

力，使得网络微短剧质量大大提升。 
如“好有本领”出品的《二十九》《救救我全家》，专业演员杨蓉、刘美含作为主演进行内容的诠

释，一经播出便大受好评。《二十九》两部播放量超 10 亿；《救救我全家》每集平均点赞量在 40 万次

左右，收藏与分享转发量也都至少在一万次以上。高质量的剧本创作与优秀演员的加持，使得微短剧流

量变现之路更上一步台阶。 
除专业演员之外，专业的内容创制团队也是优质微短剧创作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如今不少传统长

剧创制团队开始入局网络微短剧，在继承团队本身的专业设备、高水平内容编剧以及服化道阵容等，多

方合作共同为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助力。《拜托了》由腾讯视频、景星传媒等共同出品，在内容创作中

与长剧制作并无差异，在题材、故事、人设等上都保持着高水平的制作与多维度的创新[15]。专业的创作

团队将更丰富的剧情省略得当地予以呈现，在保持微短剧特性的基础之上又能将人物塑造的更加饱满丰

富，在内容上涉及考试、职场等多个社会话题，能在更短时间内引发公众更大的情感共鸣，传递正向情

感价值，升华内容本身价值。内容的优质是保证微短剧具有持续流量吸引力的基础，高质内容吸引更多

用户形成庞大流量群，从而在分账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资金支持与流量加持，实现盈利的闭环。 

5. 结论 

当前，以抖音、快手为首的短视频平台加大对网络微短剧的布局，根据平台特性在盈利模式上有所

创新。但由于产业发展仍有不完善之处，在多种有效盈利路径的探索之路上仍需继续探索，不论是在付

费模式的推出与运行上，还是内容创新实现内容与流量变现上，都需要不断探索创新变现模式，实现更

加高效的盈利变现。同样也需内容生产方、内容接收方、平台方等多方共同协作，推进短视频平台网络

微短剧的长效发展，实现稳步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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