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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深度挖掘

基于CNNIC、DataEye、 德塔文、勾正数据、

点点数据、云合数据等十余家专业数据和研究机

构的数据进行全面分析，并对数据进行了严格的

校验、反复比对与提炼.部分数据首次公开。

桌面综合调研

通过桌面研究的方式对行业政策法规

公开信息、第三方行业数据等进行整合

和梳理，并在交叉验证的情况下使用。

研究方法

深度访谈和行业问卷调研

与20余家微短剧主要播出和制作机构

的主要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对近百

位从业代表、专家学者、研究者、观

察者等进行了问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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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微短剧从0.0时代
h

2.0时代

微短剧因其篇幅短小、内容精炼、传播广泛精准等 特 点，获得广

大用户关注。在主管部门规范与引导并重之下，微短剧行业得到

快速发展，展现出较强的传播力、影响力、市场潜力、跨界赋能

潜力、海外传播潜力，已经成为视听文娱行业最热门的新赛道。



壬 传奇@

想 望

探索期：2018年-2019年

在内容形式、发行方式等方面为微短剧的
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

短视频平台崛起.涌现一批剧情类短视频

的自媒体创作者：综合视频平台发力短篇

幅视频，成为视听内容增量的新方向。

可视化网文广告出现，短视频平台出现推

广各类网络小说App 或公众号的短视频广

告，可视作投流微短剧的前身。

萌芽期：20 1 8年之前

综合视频平台推出由多个剧集单元组合而成

的“段子拼盘”式情景喜剧，但是并未发展

成独立的内容类型。

抖音短视频招募微综艺、短剧、短纪录片

抖音App 2019年10月23日17:27

1抖音短视领APP作为帮助用户表达自我，记录美好生活的短视

同孵化潜力IP, 鼓励更多优质、原创内容创作，深度挖掘P价

短剧、短纪录片或其他创新类型内容合作，共同为用户创造更

的新鲜血液

内容准入要求：

类型：微综艺、短剧、短纪录片或其他创新内容形态均可，鼓园

好剧尽在小剧场
算法热推齐上阵 精彩好剧为你选



#百亿剧好看计划
2178.5亿次播放

☆ 收 藏

你是天生的段子手，却缺少围观的群众?

你的原创短剧风格自成一派，却没有很好的曝光?

成长期：2020年-2021年
综合 最新 最热 相似话题

2020年是微短剧的元年。

微短剧获得官方认可并被纳入监管体系。2020年8月.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在重点网络影视剧信息备案系统中增加了“网络

微短剧”类别：12月，广电总局办公厅印发《关于网络影视

剧中微短剧内容审核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微短剧的定义、

审核标准、审查细节、备案误区等要求。

2020年年初.首个微信付费微短剧小程序上线，标志着微短

剧在商业化路径上的探索逐步展开，这一过程中投流微短剧的

雏形开始出现开辟了新的商业模式。部分品牌试水品牌植入

合作剧集等，探索营销新形态。

各大平台加速布局微短剧赛道.推出多项激励计划.积累了用

户基础。

带话题#百亿剧好看计划，发布你的原创作品，■展开



爆发期：2022年-2024年初

微短剧行业产值快速攀升。特别是2023年爆款频出，行业的

话题度、充值纪录和分账额屡创新高，实现破圈式发展。以小

程序为载体的投流微短剧迅速成长为市场主流，由其衍生出的

独立微短剧App 也纷纷涌现。各视频平台继续加大激励力度。

微短剧还吸引了大量从业者涌入.知名导演、明星、编剧等传

统影视从业者也开始参与微短剧制作。

广电总局建立治理工作常态化机制，同时加大对创作的扶持引

导力度，鼓励精品内容的创作.激发行业活力。2024年1月

总局发布“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推动一批实体取景

地跟随微短剧的热播“出圈”.营造跟着微短剧去全国各地

“打卡”的新风尚。

微短剧出海成为新风口，进一步推动行业的全球化进程，在海

外市场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行业

微短剧行业体量继续提

升.用户规模、市场规

模、从业机构规模、内

容供给再创新高，而生

产方式、商业模式等也

发生根本性变化。

政策

政策对微短剧的管理与

引导常态化.推动微短

剧向精品化、专业化

规范化发展。

2.0时代
转型期：2024 年起

微短剧在外部管理和内生发展逻辑
驱动下，回归理性，逐渐从视听
“产品”向“作品”转变。



2.0时代，

微短剧的主要类型

微短剧的形式日益多样化，不同类型的微短剧在内容形态、创作方

式和运营逻辑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进入到2.0时代，我们从备案方

式、商业模式、发行逻辑三个维度对微短剧进行区分，以更加全面

地反映微短剧在商业运作和创作上的多样化特征，具体分类如下：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微短剧从业者调研》



重点微短剧

符合以下一项或多项条件的微短剧：

·总投资额达到100万元及以上：

·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招商主推的：

·在网站(客户端)首页首屏、专题

版块或专区专栏中推荐播出的：

·优先提供会员观看或以付费方式提

供观看服务的：

·自愿按照重点网络剧片申报的。

此类微短剧按原途径申报规划备案和

成片审核，由广电总局统一备案公示

管理。

普通微短剧

总投资额度在30万元(含)至100

万元之间目非重点推荐的微短剧 其

制作经营机构需在“网络视节目备

亲系统 申报 由省级广电主管部门

进行规备案审核和成片审查

1.备案方式

其他微短剧

总投资额低于30万元且非重点推荐的

微短剧，其内容管理职责由播出或为

其引流、推送的网络视听平台履行.



2.商业模式

需要通过付费点播或会员订阅方式观看全部内容。

此类剧集高度依赖商业化投流吸引用户观看付费。

IAA /免费 剧

In-App
Advertisement

用户可免费观看或通过看广告解锁方式观看全部内容。此类剧集主

要依靠广告或品牌定制进行盈利。

进入2024年以来， IAA 模式逐渐被更多平台采纳，免费剧在市场

中的占比不断提升。

结合了IAP 与IAA, 是一种混合变现模式，用户可以自主选择付

费或看广告解锁剧集。这一模式能够更灵活地满足不同用户群体

的需求，实现用户价值的最大化。

IAP/ 付费剧

In-App Purchase

IAAP/ 混合模式剧



3.发行逻辑

投流微短剧 端原生微短剧 会员微短剧

· 以竖屏为主、单集平均时长1-5分

钟.总集数在30-120集左右：

· 多 在小程序或独立App 上播出：

· 以IAP 或IAAP 模式为主，主要依

靠用户付费盈利：

·高度依赖投流作为主要获取用户的

方式。

·内容形式与投流微短剧一样；

多在头部短视频社交平台的账号播出：

多采用AA 模式，采取养账号逻辑.以

涨粉为目标.形成一定影响力后可与品

牌合作或采用电商带货等多样化变现：

由于能获得平台的流量倾斜、搜索优先

展示等资源.不高度依赖投流。

以横屏为主，单集平均时长10-20

分钟，总集数在15-30集左右：

·主要在腾讯视频、优酷、芒果TV、
爱奇艺等综合视频平台播出：

·主要依托综合视频平台的会员体系

平台与内容提供方主要采取分账的合

作模式。

●



在微短剧2.0时代

我们的 要发现



主要发现一

焕新力”强劲，

微短剧成为网络视听领域新爆点



2024年上半年互联网应用用户规模比较

(单位：亿人)

1.看微短剧的人

比点外卖的人多

截至2024年6月，我国微短剧用户规模达

5 . 76亿. 占整体网民的52.4%。

网络音频 网约车 网络文学 网络外卖 微短剧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微短剧的用户规模已超越网络外卖、网络文

学、网约车和网络音频等基础数字服务。

320 5.03 5.16 5.53 5.76



2020-2024年微短剧与电影市场规模对比

2.小屏市场或超大银幕
549.2 504.4

微短剧2024年市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内地电影票房

373.9
据预估，2024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

将达504.4亿元，同比增长34.90%;

而内地电影全年总票房预计为470亿元。
1017

预计到2027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

将超过1000亿元。
2021 2022 2023 2024E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拓普数据

9.4

2020

■ 微短剧市场规模■电影票房

299.4

472.6

203.1

单位：亿元

36.8

470



近十年的短剧相关企业注册量

(单位：万家)

1.811.88

1.2

0.6
0.340.40.44

0.150.23

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

2.26 3. “热度持久”

吸引多元玩家不断入局

过去十年，微短剧企业注册量持续呈现增长态势，

特别是在2020年首次破万，同比增长98.95%。

截至2024年6月.新注册企业数量达8157家.

我国现存微短剧相关企业数量已达8.33万家。

数据说明：仅统计企业名称、品牌产品、经营范围含短视频、短剧、微电影、短片、网络剧、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企业
数据来源：企查查



微短剧的巨大热度吸引了广电媒体、老牌

影视机构、明星工作室入局。广电媒体在

微短剧领域积极布局，推动媒介融合、产

业整合与内容创新。传统影视公司探索通

过微短剧等新型形式实现业务转型和升级。

同时，餐饮、快销品大品牌也积极投身微

短剧大潮，通过微短剧扩大品牌曝光，开

拓新市场。



4 .“创作欲高涨”供给量或创新高
截至2024年8月.长短视频平台已有900部微短剧上线，预计全年上线部数将达

1350部，预计同比增长27.5%:小程序和App 平台共上线微短剧22615部。

/www.website.com //www.website.com

长短视频平台微短剧上线数量

单位：部
1350

1059
956

2024年小程序和App 平台微短剧上线数量
单位：部 3899

3620

3089
2773

2281

1769

1 月 2 月 3月 4月 5 月 6月 7 月 8月

数据来源：德塔文电视剧数据库

长短视频平台指抖音、快手、腾讯视频、芒果TV、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
数据来源：DataEye 短剧热力榜(剧查查)

2024E

2374

2023

2810

2022



主要发现二

政府护航微短剧高质量发展，

“精品化”是行业共识



维度推动微短剧行业发展
广电总局三大举措为微短剧高质量发展护航

规范监管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对微短剧的

监管从专项治理转为常态化监

管，备案新规颁布标志着对行

业的监管进入新阶段。

引导扶持

广电总局相继推出“跟着微短剧去

旅行”“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微

短剧里看品牌”等创作计划，持续

引导微短剧在跨界赋能中寻找好创

意、新商机。

营造健康

行业生态

在广电总局指导下，行业协会、从业

机构等多方发力，通过发布版权保护

倡议、反侵权盗版行动计划等方式，

为广大微短剧从业者营造健康有益的

创作环境和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最初，一部微短剧的成本仅为1-2万，后来提

升到10万元：2023年，起步成本已升至20-

30万元，高配则高达150万元。2024年，

S 级微短剧的平均制作成本已经达到300万元。

从业者表示，现在不再是早先“做一堆爆一部”

的心态，而是注重每一部剧的平均质量，向延长

剧集的生命力方向努力。

2.从求“爆”到求“稳”

制作日趋精良

微短剧制作成本增长趋势

(单位：万元) 300

150

80

102030

起步成本 高配成本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微短剧从业者调研》



3.头部微短剧作品长尾效应显现

老剧复投成新趋势，202 4年1 - 8月

月均有8000余部老剧在投。

每月参与投流的微短剧数量稳步提升，但

新剧数量及占比呈现下降趋势。2024年8

月，在投微短剧中新剧仅占比18.6%,而

年初时占比还超30%。

新老剧集投流情况对比

41.6%

34.7%
28.4%

26.4% 23.3%
12854

8662
6720

4251
3588

2345 2414 2833 3107 3907 3634

2 3 6

新短剧数 □老剧数 一 占比

数据来源：DataEye 短剧热力榜(剧查查)

28.1%26.4%

18.6%

(单位：部)

15912

7241

3033

5923

1906



4.微短剧“反哺”大屏初尝成果
数十部微短剧在大屏播出，

精品化成果初显现，精品微短剧上大屏或成未来发展趋势。

8月1日，广电总局印发《关于丰富电视大屏内容

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意见(试行)》 .

强调要推动优秀网络视听作品在电视大屏播出。

· 湖南卫视推出首个黄金档微短剧剧场，播出《大妈的

世界贺岁篇》《小年兽与捉妖师龙年篇》等多部微短

剧，收视均取得同时段省级卫视第一：

· 东方卫视与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共同推出全国首个日播

微短剧展播带“品质东方 ·微剧场，首播剧目为抖

音推荐的《金猪玉叶》,播出首日拿下电视台收视四

网全域第一；第二部播出由腾讯推荐的《师傅》,播
出期间在省级卫视晚间黄金时段全网第一。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微短剧行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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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现三
GG

引力”超强，

微短剧成为日常生活的“精神加餐”



1.超七成用户看微短剧成习惯

超三成用户每天都看、近四成用户每周看几次。

基本每天都看
36. 19%的用户每天都看微短剧，

38. 15%的用户每周要看好几次。大

部分用户已形成定期观看习惯，观看

微短剧已成为大部分用户文娱生活的

重要一环。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2023-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分析报告》

每周几次

38.15%

微
短
剧
用
户
的
观
影
频
率

偶尔观看

22.72%

36.19%
很少观看2.949



2.老剧N刷，

微短剧不再“日抛”

经常是欲罢不能，微短刷已经不再是“快餐、日抛”型内容。

据统计，有65.78%的用户曾经重复观

看同一部微短剧。从调研了解到，用户

会二刷、N 刷一部微短剧的原因除了宣

传运营外，主要取决于该剧剧情可能在

某一时段与用户产生了强烈共鸣。
1.26%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分析报告》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微短剧从业者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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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看微短剧像吃“文娱零食

微短剧用户观影时间偏好

周末

人们利用碎片“独处”时间看微短剧。
工作空档

上班途中

正餐时间

随时

其 他 1 0 . 3 %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2023-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分析报告》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微短剧从业者调研》

微短剧观看呈现出“分散性、私密性”等特点.

工作空档、上下班途中等独处场景都是用户观看

微短剧的时机。在快节奏生活中，微短剧已然成

为大众随时随地都可享受的“文娱零食”。

45.86%
45.86%
41.9%

下班时间

32.3%
23.3%

16.8%



主要发现四

基层传播力凸显，

微短剧是内容领域的超级“E 人”



37.9%

21.2%

面向基层大众的烟火气
16.9%

19.1%
在移动端，微短剧用户呈现出“下沉市场

为主，头部市场分布均匀”的特点。

27.1%
移动端微短剧用户集中在三线以下城市，以初

中学历、3000元收入以下用户为主。而在头

部市场，即在一线及新一线、二线城市微短剧

用户分布较为均匀。

19.1%

16.4%

16.5%
数据来源：CNNIC

初中

高中/中专/技校

大专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一线及新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五线城市

3000元及以下

3000-5000元

5000-8000元

8000元及以上

1.

48.0%

22.9%

15.1%

15.8%

7.1%



东方卫视微短剧观众学历构成

高中

35%

大学以上

33%

未受教育

1%

在大屏端.用户则呈现老少咸宜、

高学历为主的观众特征。

随着微短剧在大屏上的播出.微短

剧用户群体被进一步拓宽.而且呈

现出与移动端用户有所区别的画像

。以东方卫视为例，在其微短剧播

出期间，观看微短剧的用户年龄分

布较为均匀，大学以上学历与高中

学历占比较高。

东方卫视微短剧观众年龄构成

45-54岁

25%
35-44岁

13%
25-34岁

15%

55-64
15%

65岁以上

21%

4-14岁

2%
9%

数据来源：CSM71 城

初中

26%

小学

5%
15-24岁



团 结 紧张 严 肃长寿

微短剧用户年龄分布

弥补传统影视剧空白.微短剧为中老年群

体提供娱乐内容。

50岁以上中老年用户是微短剧的支柱群体.

占比近三分之一。微短剧中有不少以中老年群

体为主角的作品，这与传统影视剧以中青年为

主角有较大不同。这类内容吸引了时间充实、

付费意愿较强的银发一族，满足了他们一直被

忽视的娱乐需求。

220%
出 巡 !V dC回 AF

数据来源：CNNIC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微短剧从业者调研》

20-29岁

14.4%

30-39岁

50岁以上

29.9%

40-49岁

19.7%

19岁及以 下

14.0%

的

贺岁篇



2.情绪浓度飙高的“造梦者

微短剧用户观看心理诉求

65.2%

63.1%

41.6%

41.6%

39.9%

35.8%

30.9%

27.4%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24年中国微短剧行业研究报告》

微短剧的创作逻辑是“造梦”,是用户

“情绪价值”的“解压器”、消费需

求”的“释放阀

为用户“造梦”,获得共情、刺激消费是微

短剧的内在逻辑。在心理需求方面，除了娱

乐、放松之外，“开拓眼界”和“体味不同

人生”也是人们观看微短剧的重要理由。

娱乐消遣.打发时间

缓解疲累，放松身心

开拓眼界，增长见识

融入剧中，体味不同人生

新奇好玩，满足猎奇心理

视觉冲击，享受感官刺激

渴望治愈.情感补偿抚慰

社交需要，与他人有话题



微短剧用户因看微短剧广告消费情况

58.70%
在消费需求方面，尽管微短剧的用户群体

仍以下沉市场的基层大众为主，但消费意

愿比较强。因看微短剧广告而进行消费的

用户超过四成。

购买过 没买过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24年中国微短剧行业研究报告》

41.30%



3.情感外露的“都市人

http:/ wwwwebsite.com http://wwwwebsite.com

2024年1-8月主要视听平台微短剧题材分布 2024年1-8月小程序和APP 平台短剧题材分布

单位：部
410

93
77

252415
43

111

都市奇幻古装年代 悬 疑 青 春 喜 剧 农 村 科 幻 儿 童 其 他

数据来源：德塔文电视剧数据库

覆盖平台：抖音、快手、腾讯、优酷、爱奇艺、芒果TV、哔哩哔哩

单位：部
14366

7022
4685

2467
2175

情感 都市 甜宠 家庭 古装

数据来源：DataEye 短剧热力榜(剧查查)

http://wwwwebsite.com


都市、情感题材是2024年微短剧主要

趋势，多元素融合正成创新趋势。

无论是从小程序、APP 剧的投流分

布还是从各大平台的微短剧题材占比

看，都市情感题材都是主力。此外，

奇幻题材在各平台中稳步增长，科幻

和年代等小众题材仍在探索中。 多元题材、内容元素融合成为微短剧创

作新趋势，通过将男频、女频赛道的头

部元素进行有机结合，进一步提升作品

内容深度、扩展潜在受众群体范围。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微短剧从业者调研》



主要发现五

钱”力无限，

微短剧创造数字经济新玩法



☆收藏短剧 解锁全集

从第11集开始 可重复看 ·不可退款须知> X

省352钻

解锁全集

68钻
2钻/集

套餐折扣本单享1.7折

自定义选集

自定义购买集数

-352钻

抖音钻石(余额：23钻)

需充值钻石 49钻

总价420钻，共减375钻 明细入

充值并支付45钻

1.免费剧崛起，

与付费剧双轮驱动

随着投流微短剧利润下降、内容制作成本提升、更多品牌方入局等多

重因素出现，微短剧商业模式也发生变化,由最初的IAP 模式， 逐

渐发展出了IAA.IAAP 两种新的商业模式。

献 本 0 0O 任 Q 日 敕 休 离 业 热 流 大 舟 口 消 △ D 横 式 左A100
土 ∠U∠ 十 斗O 月 ， 正 1 4 句 业j 又 八 血 口F 杞 i,IAI 快 此 1o1u0

万左右. IAA 模式约为5200万，相比于2024年上半年.IAA 微

短剧在大盘中的占比从约30%提升到46%。广告解锁、品牌植入

品牌定制剧、品牌冠名、电商带货、二轮版权等均是IAA 模式下的主

要盈利方式。

数据来源：DataEye 短剧热力榜(剧查查)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微短剧行业调研》

省66钻

解锁10集

34钻
4钻/集



2.微短剧成为品牌营销“新宠”

小投入、大影响、易转化，微短剧正寻求释放B端

价值潜力，探索以广告营销为主的多元变现模式。

随着“解锁”出品牌植入、品牌定制、品牌冠名等营销

姿势，微短剧逐渐成为网络营销的重要工具，成为各品

牌眼中的新“流量密码”。CTR 调研数据显示，2024

年Q1, 有45%的广告主已使用微短剧进行投放。另据

勾正数据，截至2024年8月，共上线332部有品牌合

作的微短剧。

品牌合作微短剧：指有品牌合作的微短剧.包括但不限于植入、冠名、赞助、定制等方式

数据来源：勾正数据

监测范围：抖音、快手播出的非付费微短剧

2024年1-8月商业微短剧数量

单位：部

65
56

41
35 36

22

1
1

日
片 2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月

春节 劳动节618购物节

44

33



多次投放品牌

39.30%

首次入局品牌

60.70% 2024年1-8月.投放微短剧的品牌总
数为229个。新入局微短剧领域的品牌

为139个 . 占总投放品牌数约61%

数据来源：勾正数据

监测范围：抖音、快手播出的非付费微短剧



3.美妆、电商、个护超
4

微短剧
2024年1-8月微短剧营销品牌行业分布

■参投微短剧部数 日参投品牌数

20 16141L
16

/6

单位：部

微短剧营销领域，美妆行业居于领投地位

电商、个护、家电、饮料等均名列前茅。

美妆行业领投。值得注意的是.电商平台虽然

只有8个品牌，但参投了50部微短剧，投放力

度较大。而游戏领域则出现了多个品牌共同投

放一部微短剧的情况。

3322111l

美妆电 商个护 家 电食 品

平台清洁 饮料

数据来源：勾正数据
监测范围：抖音、快手播出的非付费微短剧

药品母婴日用电子汽车手机服装

百 货 3C 应用鞋帽

酒类珠宝家居宠物生活

饰品 用品服务

游戏大健

康

142

50



多元化品牌合作模式正在探索中。

采取定制微短剧的品牌达143个. 占参投品牌总数

的62 .45%:采取植入方式的品牌为122个 . 占比

达53.28%。品牌合作主要偏好都市、爱情、搞笑

等题材的微短剧作品。

数据来源：勾正数据
监测范围：抖音、快手播出的非付费微短剧

1-9月商业微短剧题材播放占比

成长励志.2.2%

古风、魔幻.3.4%
逆袭，7.1%

其他 . 2 . 3%

甜宠.12.7%

搞笑 .28 .7%

都市、情感 .

43.6%



姜十七(13.3% )

七颗猩猩(1 1.9%)

头部达人参演的品牌合作剧播放占比超七成。

1-8月品牌微短剧合作达人数达133个.其中排名

前20的达人的品牌合作微短剧的播放量占比达

72 .2%,特别是排名前三位的姜十七(13 .3%)、

七颗猩猩(11.9%)、脱缰凯(11.6%). 占比均
超过了10%。

数据来源：勾正数据
监测范围：抖音、快手播出的非付费微短剧

脱缰凯(11.6 %)



主要发现六

破圈赋能，

微短剧探索助力千行百业新模式



1.微短剧成为长视频的创新“策源地”

预热、衍生、选拔、创投等新玩法出现，微短剧成为影、剧、综创新“策源地”。

并播短剧库
微短剧成为影视剧、综艺的创意新来源、推广新渠道，助力新IP孵化

和老IP翻新衍生。

·爱奇艺自制微短剧《大王别慌张》基于对爱奇艺《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IP 的深度挖掘.自开播以来取

得亮眼成绩。

《开播!短剧季》作为“微短剧+综艺”创新节目，结合了微短剧和综艺元素，既为微短剧这一新兴剧种

提供了展示的平台，并促进了其与传统综艺节目的融合。



2.行业开启“微短剧+”赋能新模式

政府引导政策支持激发业界连锁反应，微短剧十融合各行各业。

2024年1月.广电总局推出“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

截至目前.该计划共发布114部文旅微短剧，作品内容包括乡

村振兴、历史文化、非遗传承、城市文明、产业发展等.契合了

国家发展战略多个方面.显示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强大潜力。

“跟着微短剧去旅行”成功打开“微短剧+”赋能新模式.“ 微

短剧里看品牌”“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等创作计划顺势推出.进

一步激发微短剧宣推价值。

20.74亿。该剧播出后，黄山旅游的关键词搜索指数

同比增长461.21%、环比增长455. 17%。

数据来源：DataEye 短剧热力榜(剧查查)、行 业 公 开 资 料

2024年9月，麦芽传媒与黄山旅游合作共同打造武侠

微短剧《铁拳无敌杨芊芊》,全网综合曝光量超



主要发现七

孵化新产业，

微短剧成地方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



多地加速推进本地微短

剧产业发展

以临平为代表的多地政府将发展微短剧产业列为

地方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

作为“最懂微短剧的地方政府”,临平较早入局

微短剧产业发展，通过产业政策.资金扶持，产

业环境.生态建设等一系列举措构建新业态和服

务体系.打造微短剧名城。推动产业转型。

微厚剧产业发展呈现出较强的地域性分布特征。
微原剧制作方集中在西安、郑州、横店：推广方

航州广州、深圳：平台方分布在经济较为
发达、资源更为聚集的一二线城市，如北京、上
海。新生一批微短剧制作基地和产业集群地，如

临平、余杭、青岛、临汾、扬州等。

多地 出台微短剧相关扶持政策措施 扶持多以提

供资金激励、入才扶持、基建保障等方式实现

鼓励微短剧上下游机构落户. 以点带面、实现产

业在 当地生根壮 大 ， 并借助“微 短剧 + 势
一步激发当地文旅、电商等产业的活力

电国网络视听协会《微短剧行业调研》



近年来，杭州市临平区抢抓网络视听产业风口机遇，聚焦微短剧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 强

化资金、人才、空间等要素供给，逐步完善微短剧全产业链。2024年上半年，在微短剧产业

的带动下，该区规模以上文化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8%。

临平发布微短剧产业新政，在

头部企业招引、影视基地拍摄、

企业房租奖补、网文IP交易、

爆款作品打造等环节给予扶持

奖励。截至目前，协调和兑付

各类短剧及视听文化企业扶持

政策超1亿元。

闪

豪行
出青年网络编剧激励扶持计划。

还引进微短剧企业超150家。集

聚从业人员超1000人。

临平建成全国首个微短剧影视拍

摄基地“临影厂”,承接拍摄项

目300余个.服务影视工作者超

1.6万人。线上打造剧本创作服

务平台“剧本工厂”,线下配套

微短剧艺术指导中心、微短剧审

查中心、影视协拍中心.引导创

作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

已出品微短剧作品230余部



主要发现八

海外“很上头”

微短剧为外国人看向中国“引流”



1.外国人也爱中国 短剧

预计未来海外短剧市场规模的长期空间在144-648

亿美元区间。

中国微短剧有望成为继美国好莱坞电影、日本漫画、

韩国K-pop、 英国迷你剧之后，由中 国 创 造 的 一

种文化产品和文化现象。

数据来源：国海证券



2.微短剧为国外用户看向中国“引流”
2024年1-8月累计下载量

48,965,647
47.199,066
38.721,560
9.753.814
5.886.579
4.094,034
2,184.680
1.876.506
1,446.852
1,219,888
1,132,631

发行商
点众科技

九州文化

枫叶互动

畅读科技

Mega Matrix
新阅时代

Sta
青榕文化
ry PteLtd.

清盈网络科技

嘉书科技

Holy Water Ltd.

应用名
DramaBox
ShortTV
ReelShort
MoboReels
FexTV

GoodShort
Kalos TV

DreameShort
Playlet
TopShort
My Drama

上线时间

2023.4
2023.9
2022.8
2023.7
2022.10
2023.6
2023.9
2023.11
2023.12
2023.6
2024.5

排名

2
3
4
5
0

9
10
11

微短剧APP 海外下载量中国领跑，成为文娱领域继短视频后又一独领风骚的应用品类。

截至2024年8月，头部海外微短剧APP 的2024年累计下载量达1.62亿次。其中， DramaBo x

ShortTV 和ReelShort 三家来自中国的头部应用下载量领跑市场，份额占比突出。很多国外用户通

过微短剧对中国元素、中国生活产生兴趣.开启了解中国的大门。

数据来源：点点数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微短剧从业者调研》
头部海外微短剧APP 名单：DramaBox.DreameShort.FexTV.GoodShort.Kalos TV.MoboReels.Paylet.ReelShort.ShortTV.TopShort.MyDrama



排名

3

4

5

0

8
9

应用名
DramaBox
ReelShort
ShortTV
GoodShort
KalosTV

MoboReels
HlexTV

DreameShort
opShort
Paylet

My Dram5

发行商
点众科技

枫叶互动

九州文化

新阅时代

青榕文化

畅读科技
Mega Matrix

Stary Pte Ltd
嘉书科技

清盈网络科技

Bdly Water Ltd

上线时间

2023.4
2022.8
2023.9
2023.6
2023.9
20237
202210
2023.11
20236
2023.12
20245

2024年1-8月累计收入量
$89.535.454
$76.545.934
$43.313.845
$19.829.889
$14.557.850
$12.220.869
$10.534.116
$9.227.317
$5.130.134
$3.939.915
$3.050.349

截 至 2 0 2 4 年 8 月 .DramaBox 以 8 9 5 4 万 美 元 的 收 入 超 越ReelShort, 成为收入最高的微

短剧平台，实现了市场份额和收入的双重突破。ReelShort 以总收入7655万美元位列第二；

ShortTV 以收入4331万美元.排名第三。

数据来源：点点数据



市场

3.北美成微短剧海外最大市场
韩国：3.41%

加拿大：3.61%_

英国：4%_

印度尼西亚：4.07%

澳大利亚：4. 15%

美国：64 .80%

出海微短剧平台下载量TOP10 市场

截至2024年8月.头部海外微短剧APP

的分地区数据中，美国的收入达1.51亿美

元，占全球总收入的64.80%:下载量达

2985万，占全球总下载量的27.97%。

韩国：2.32%_

英国：2 . 57%

泰国：4.56%

日本：4.89%

巴西：9.06%

印度：8 . 14%
数据来源：点点数据

微短剧成功打入发达地区，美国的下载量和应用收入在海外均为最高。

出海微短剧平台收入TOP10

印度尼西亚：21.33%

菲律宾：10.69%

马来西亚：1.86%菲律宾：2 .04%

日本：10 . 26%

墨西哥：8.47%

泰国：1.80%



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政府支持

研究支持单位

北京交通大学

数据支持单位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DataEye 短剧热力榜(剧查查)

德塔文电视剧数据库

点点数据

勾正数据

云合数据

特别鸣谢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快手

抖音

腾讯视频

爱奇艺

芒果TV

优酷视频

红果短剧

杭州容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丰行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点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麦芽传媒有限公司

杭州掌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中文在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阳北具有鱼影业有限公司

刘笑天工作室

短剧自习室

文娱Talk



谢谢聆听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

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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