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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邱小雅

铺垫少、反转多、爽点密集……最近，这类
单集时长从几十秒到两分钟不等的微短剧在网
络持续走红。有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
微短剧市场收入超8亿元，正成为短视频界的新
宠。

重庆企业正努力搭上这趟“流量快车”。
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7.94万家微

短剧相关企业，其中重庆有1892家，位列全国第
七，而且新注册量快速增加。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3月
27日发布。报告显示，2023年，包括长视频、短
视频、直播、音频等领域在内的网络视听行业市
场规模首次突破万亿。近几年，微短剧持续火
热。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范+引导”双护航
下，微短剧正成为精品创作和主流价值观传播
阵地，得到越来越多用户认可。

在当下竞争激烈的全国微短剧市场中，重
庆企业有哪些优势和短板，将如何冲出重围？
连日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家微短剧企业及相
关专家。

重庆企业争相入局
重庆有微短剧相关企业1892家，

位列全国第七

“2023年年初，短短两三个月内就有五六拨
人找上门要求合作，一开始都推掉了。”蛙蛙短
剧平台创始人陈强原在重庆经营一家影视公
司，以制作传统电视剧和电影为主。眼看着微
短剧一路“狂飙”，陈强最终在2023年4月入局，
制作了第一部短剧。

不仅是陈强，不少MCN机构（指专业培养
和扶持网红达人的经纪公司或机构）也瞄准了
这块蛋糕。

重庆麦芽传媒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不
仅有一支涵盖剧本创作、编导拍摄、后期剪辑、
运营投放等在内的队伍，还拥有超200名自孵
化达人。早在2022年，麦芽传媒就开始在微

短剧赛道发力，去年初正式入局小程序微短
剧，目前已制作完结IP微短剧超200部，全网
粉丝已超6亿。

企查查数据显示：2020年重庆微短剧相关
企业新注册量302家。今年前两个月，重庆新增
注册100家微短剧相关企业，同比增长44.9%。

尽管在数量上，重庆有1892家微短剧相关
企业，位列全国第七，但在全国微短剧市场中的
表现还算不上优秀。

微短剧研究机构“新腕儿”发布的大盘热力
榜单中，热力TOP10大多数是来自北京、浙江、
广东等地的企业，麦芽是唯一入围的重庆企
业。麦芽传媒负责人称，这主要是得益于之前
长期对移动新媒体内容的深耕，构建了出色的
内容制作和数字化运营能力，也与达人账号矩
阵和人才储备优势的支撑有关。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重庆企业因
进入赛道较晚，目前还处于亏损或投入状态。

流量倒逼转型
投流占成本大头，尾部企业被

“割韭菜”

调研机构艾媒咨询发布《2023—2024年中
国微短剧市场研究报告》称，2023年中国网络微
短剧市场规模达373.9亿元，预计2024年将超
过500亿元。如此大的蛋糕，到底谁能成为赢
家？

微短剧产业链通常分为上游、中游、下游：
上游主要是内容生产，包括版权方、出品方和承
制方；中游则是内容分发，平台方和分销方进行
平台搭载、短剧分销等；下游侧重生态支持，媒
体方、代理方等进行流量投放工作。

在这条产业链中，占据话语权的往往是掌
握流量的大平台。“和传统影视剧不同，微短剧
不需要前期宣发预热，只要制作完成后，直接给
分发商投流。”陈强说，几乎有90%的成本用于
投流，一切以数据说话，行就行，不行就不行，通
常3天内就见分晓。

这种运营模式带来的问题是：回流的充值

费更多流向了投流公司和平台，而非制作方。
陈强向记者透露，去年刚开始进军微短剧

行业时，团队只负责内容生产及拍摄制作，投流
和播放都给了其他平台，最后分制作团队的钱
很少。他自嘲“被割了韭菜”。

像这样的问题，在微短剧行业屡见不鲜。
于是，不少内容承制公司为提高话语权，开始
打造产业闭环。去年底，陈强也投入200余万
元成立了蛙蛙短剧平台，投流之后，用户在三
方平台被吸引过来，跳转到小程序继续观看并
付费。

“虽然平台活跃度最好的时候能达到一天
几十万人，但留存用户少之又少，并且爆款的制
造逻辑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在陈强看
来，短周期、低成本，注定了微短剧带有影视流
水线的快消品属性。

目前，陈强和团队也在探索“短剧+”，与重
庆各景区共建微短剧一站式基地。比如在重庆
取景拍摄和文旅营销相结合，通过微短剧载体
宣传城市人文，或与文旅联动营销，形成引流效
应，落地文旅产业；同时还探索孵化微短剧演员
成为主播进行带货。

从高流量走向高质量
重庆有哪些优势和短板，专家建

言促发展

从高流量向高质量转变，内容精品化是微
短剧产业下半场的必然趋势。

“更多专业团队加入，观众口味也被养刁
了。”陈强感叹，微短剧的钱越来越不好赚。他
粗略估算了一下，去年拍摄制作一部微短剧的
成本大概是20万元，现在制作一部则暴涨至50
万元至80万元。

重庆华略数字文化研究院院长吴江文针对
这一趋势表示，未来的微短剧发展趋势应该是
深度的、精致的、有视觉感的文化产品，剧本争
夺才是微短剧赛道最核心的战场。同时，要细
分用户且能较为准确测算产品的需求量和投入
产出回报，用户、投资人、产品创制方才能共同

走向成熟的市场。
重庆企业要想在微短剧赛道拼出一片天

地，有哪些优势和短板？
在吴江文看来，重庆是一座自带流量的城

市，同时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时尚
文化资源，挖掘这些资源，能生产出很多很好的
微短剧。比如麦芽传媒，就通过挖掘重庆红色
资源，推出了革命历史短剧《火种》。

此外，巴山渝水皆可入镜，赋能微短剧。“重
庆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多年来吸引了不少电
影来此取景，目前也成为全国微短剧公司热衷
的拍摄地。”麦芽传媒负责人表示，公司此前制
作的微短剧也多在重庆取景拍摄。

相比微短剧产业发达的江浙地区，重庆的
短板也是显而易见。业内有个段子称，现在横
店已成“竖店”，微短剧在此扎堆拍摄。去年，陈
强公司制作的微短剧大多在浙江、西安拍摄，今
年已逐渐把微短剧业务往重庆转移，但他发现
重庆的影视基地规模相对较小，与横店无法相
比，“团队近期要拍一个民国戏，需要一个民国
大院，先后去两江新区国际影视城和江津白沙
考察，院子是有，但不够大。”

另一位业内人士则表示，许多地方政府出
台了力度很大的微短剧专项扶持政策。比如浙
江临平，就提出打造“最懂微短剧的地方政府”，
不光建设基地，还发布了青年网络编剧激励扶
持计划，成立扶持基金等，而重庆在这方面还较
为欠缺。此外，微短剧企业需要取得相关视听
许可证，一些民营企业想进入行业却遇阻，“建
议在资质获取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吸引更多市
场主体参与。”

吴江文也呼吁，重庆要鼓励业态创新，给予
适度的包容；引导行业健康持续发展，构建微短
剧类文化产品的评价标准，开展必要的政策宣
传；及时研判产业发展的趋势，进行有效规范；
要扶持相关产业，引导企业、团队承担新的文
化使命。包括近期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跟着
微短剧去旅行”计划，重庆也可以抓住机会，引
导微短剧与传统文化、旅游资源、线下经济融合
发展。

微短剧正成为精品创作和主流价值观传播阵地——

重庆如何搭上微短剧赛道“流量快车”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

（2024）》3月27日发布，截至2023年

12 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

10.74亿人，网民使用率98.3%，网络

视听“第一大互联网应用”地位愈加

稳固

近几年，微短剧持续火热。在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规范+引导”双护航

下，微短剧正成为精品创作和主流价

值观传播阵地，得到越来越多用户认

可。报告显示，经常观看微短剧用户

占比达39.9%

（据新华社）

报告显示，2023 年，包括长视

频、短视频、直播、音频等领域在内的

网络视听行业市场规模首次突破万

亿，达11524.81亿元，以网络视听业

务为主营业务的存续企业共有66万

余家。截至2023年 12月，全网短视

频账号总数达15.5亿个，职业主播数

量已达1508万人

渝中区洪崖洞景区，游客们在千厮门大桥上拍摄美丽风景。（摄于2月15日） 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继贵州“村超”、淄博烧烤、哈尔滨冰雪之后，
流量的风又吹到了西北。

3月以来，甘肃天水麻辣烫在各大社交平台
登上热搜榜，“一碗麻辣烫，带火一座城”。一时
间，这座西北小城开通了“麻辣烫专线”、举办麻
辣烫“吃货节”……各种花式宠粉的场景，与淄
博、哈尔滨的“讨好型市格”如出一辙。

这对于深谙流量之道的重庆，似乎一切
都那么熟悉。早在2018年，重庆就以“8D魔
幻”出圈，城市形象相关视频的总播放量达
113.6 亿次，成为位居全国第一的“抖音之
城”，并带火旅游经济，2019年国庆节接待游
客 3859.61 万人次，超过重庆人口总和，又因

“封桥”“腾空一座城”等举措，让重庆成为“最
宠游客城市”。

那么，如何持续经营好“流量”之下的文旅产
业？“天水麻辣烫”的火爆又带给当前重庆文旅哪
些启示？连日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一碗麻辣烫，火了一座城

有人说，在短视频时代，流量好比一个水
池，每天都有话题在泛起不同的涟漪。对于城
市来说，最直观、最当地的元素往往最具“引爆
力”。

民以食为天，用美食来撬动流量，具有“四两
拨千斤”的作用，淄博如此，天水亦如此。

这轮天水出圈，最早可追溯到2月13日，一
网友发布的一段天水麻辣烫视频。色泽诱人、热
辣滚烫的麻辣烫，让网友惊叹“隔着屏幕都能勾
得人流口水”，其视频迅速获得百万点赞，被183
万个网友分享。

“甘肃天水麻辣烫”由此迅速在各大社交平
台登上热搜榜，目前在抖音、微博、小红书、微信
等社交媒体的播放量已超过13.9亿次，天水也因
此彻底打开了流量新世界，全国各地的麻辣烫爱
好者、美食博主纷纷涌向天水，千里奔赴，只为一
个目标——吃一碗麻辣烫。

走红后，天水相关部门的反应更是十分迅
速，开启了似曾相识的“宠粉”模式：连夜刷墙、修
路，在机场组织专车服务，开通“麻辣烫专
线”……

天水市各景点、酒店、旅行社等也纷纷行动
起来，为外地游客送上景区门票、文创产品、住宿
优惠、当地特产等。

天水市政府还专门召开“天水麻辣烫”服务
保障工作推进会议，要求全市上下把握机遇、乘
势而上、全员行动，拿出十足诚意，下足精细功
夫，周密安排、精心准备，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
工作，努力实现“一碗麻辣烫推动天水大发展”。

在流量加持下，天水的文旅市场迅速火爆起
来。除了排队几小时的麻辣烫店，市区内景点伏
羲庙、博物馆、麦积山石窟等地，也都吸引了大量
游客。

数据显示，仅3月16日至3月17日这个周
末，天水全市接待游客43.59万人次，其中省外
游客13.6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2.63亿元。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4年清明小长假消费

趋势报告》显示，天水已进入今年清明小长假目
的地涨幅榜前十，成为今年的“黑马”目的地。

短视频成文旅市场的“种草机”

从重庆的轨道李子坝站、洪崖洞，到厦门鼓
浪屿的“土耳其冰淇淋”，再到贵州“村超”、淄博
烧烤、哈尔滨冰雪……近年来，短视频带火一家
店、一条路、一座城的案例已屡见不鲜，甚至对消
费者的旅游习惯和旅游产业的营销方式产生了
深刻影响。

对此，在全国率先享受流量红利的洪崖洞景
区总经理张奇感到“不足为奇”。在他看来，短视
频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快速的生活节奏，集文字、
图片、影像、音乐等不同传播优势于一体，能在短
时间内给用户带来沉浸式体验，且具有浏览门槛

低、体验感强等特点，更能够刺激消费者的购买
欲望，与旅游、美食等领域具有天然的“适配性”。

鹅岭二厂项目操盘手周迓昕，10年前将废
旧工业遗址改造成鹅岭二厂文创园区，轰动全
国，也是第一波短视频流量的获益者。他说，短
视频的动人之处在于个人化的表达视角和方式，
从线上“种草”到线下消费“拔草”，短视频给商
家、短视频博主、游客等均带来了效益。

“出游前，看短视频做攻略；旅游时，拍视频
分享经历和经验……短视频与旅游行业有着天
然的‘近亲关系’，并悄然改变着人们的旅行习
惯，进而改变了旅游业的‘传统玩法’，催生出新
的模式。”携程集团区域政务总经理张大伟称，目
前，通过短视频进行营销已成文旅市场主流，且
涵盖了旅游业“吃住行游购娱”6大要素，先被

“种草”，然后打卡“拔草”成为当下出游新趋势。

找准流量密码，推进传播能力现代化

事实上，不只是国内，放眼全球，世界级旅游
大城无一不是具有强大传播能力和影响力的城
市。

作为早一批“火起来”的重庆，近年来已作了
诸多有益探索。

我市已连续举办了三届重庆文化旅游摄影、
短视频大赛，成功推出了《来重庆，更宠你》《云海
重庆》《轻舟已过万重山》等一大批优秀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新
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中国日报网、光明网、北京师
范大学教育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联合发布
《2023中国城市海外网络传播力建设报告》，排
在前十名的依次是上海、北京、杭州、深圳、重庆、
武汉、成都、广州、韶关、天津。这也是重庆连续
5年“霸榜”这一中国城市海外网络传播力的前
十榜单。

本次报告的发布方之一——北京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洪忠称，在本次传播力考察
中，重庆之所以“能行”，得益于在传播内容上，城
市传播内容多样化，不再局限于旅游风光等同质
化内容，而是通过展现独特的文化符号、经济实
力、科技成就、自然景观以及历史底蕴来塑造城
市形象。在传播形式上，短视频得到了广泛应
用，通过精致的图像、动态的场景切换、丰富的色
彩，生动展现了城市的景观和文化。

那么，重庆将如何持续经营好“流量”之下的
城市发展呢？

去年底，在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
我市明确提出，要持续增强全媒体传播力影响
力，打造新型主流舆论传播平台，推进媒体融合
发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方位讲好中国
故事、新重庆故事。

接下来，我市将坚持国际传播与城市发展相
融合，创新城市国际传播工作理念，聚焦城市叙
事、陆海叙事，构建城市国际传播工作体系，做亮
城市国际传播品牌项目，让重庆的国际知名度美
誉度进一步提升。

同时，进一步创新推进城市传播的效能，扎
实推进传播能力现代化，努力打造新重庆的陆海
之城开放形象、活力之城都市形象、山水之城绿
色形象、人文之城多彩形象，让世界更加了解重
庆，更让重庆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城市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要求在进行城
市形象传播时，要抓住城市形象传播的关键点，
培养公众的城市形象意识。”市文化旅游委相关
负责人称，接下来，我市文旅行业在传播力提升
上的发力点包括：用好短视频这一“种草机”，提
升城市形象传播力；用好社群传播、“粉丝”传
播，激发游客传播主动性；用文化创意对接城市
文脉，培育城市文化IP；将科技融入旅游，实现
软文化与硬实力的结合，让旅游产品展现独特
魅力等。

“天水麻辣烫”冲上热搜带给重庆文旅的启示——

用好短视频这一“种草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