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生态竞争优势与进化策略

严怡宁

　　摘　要：作为一种新兴网络文艺形式，微短剧具有制作成本低、内容轻量化、传播分众化等特点。 凭借其独特

形式，微短剧强势攻入海外市场，成功跨越地域与文化界限，成为一种能够在国际市场中自由流通的媒介产品。 从

生态系统角度入手分析中国微短剧的海外传播态势可见，微短剧的海外竞争优势来源于人性化进化逻辑、出海网

文提供的海外传播生态资源、横竖屏互补构建的生态群落优势以及海外社交媒体连接用户构筑活跃受众生态等几

个方面。 但微短剧海外生态的发展仍面临挑战，需从强化内容供给、夯实微短剧国际传播生态位竞争力，以平台生

态系统思维推动内容共创、实现内容的商业增值，数智技术赋能微短剧国际传播生态进化三方面优化竞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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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对网

络微短剧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将其定义为“单
集时长从几十秒到 １５ 分钟左右、有着相对明确的主

题和主线、较为连续和完整的故事情节”，“具备制

作成本低、内容轻量化、传播分众化等特征”的“新
兴网络文艺样态” ［１］ 。 作为移动网络媒介环境中诞

生的新物种，微短剧这一兼具“微短”的轻体量和

“剧”的强叙事双重特点的视听媒介，强势“入侵”影
视行业生态系统，并迅速在海外市场打开局面。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以来，由中国公司推出的微短剧应用程

序陆续登陆海外应用商店并取得亮眼表现。 如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ＲｅｅｌＳｈｏｒｔ 在 ｉＯＳ 和 Ａｎｄｒｏｉｄ 上

的下载量已超过 １１００ 万次，在 ２０２３ 年“双十一”期
间，ＲｅｅｌＳｈｏｒｔ 一度成为美国排名第二、娱乐榜排名

第一的应用程序［２］ ，被业界称作短剧“出海”元年

开启的标志。 微短剧以其独特形式，在较短时间内

就成功跨越地域与文化界限，成为一种能够在国际

市场中自由流通的媒介产品，与海外受众建立起活

跃的联系，并与当地社会文化不断互动交融。

一、微短剧海外竞争优势分析的
生态学视角

　 　 在生态学中，生态系统是指“生物成分和非生

物成分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通过彼此间不断的

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而相互联系、相互影

响、相互制约的生态学功能单位” ［３］ 。 生态视角也

被引入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当生态学的研究

方法嫁接于媒介信息传播研究的学科，媒介就被视

作“一种具有‘生命’特征的生机勃勃的开放系统。
它通过自身的生命活力及其与社会大‘生命’系统

的信号和物质交流保持自己的生存、发展和相对的

动态平衡” ［４］ 。 而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化社会的到

来，各类边界被打破，各要素之间进一步联结形成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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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相互作用，更需要从生态网络入手，才能深刻理

解媒介和传播的结构性革新，找准其演进方向。
媒介生态位的概念被引入用来阐述媒介与媒

介、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生态学家奥

德姆把生态位定义为：“一个生物在群落和生态系

统中的位置和状态，而这种位置和状态则决定于该

生物的形态适应、生理反应和特有的行为。” ［５］生态

位揭示了每个物种都有其在生态系统中的独特角色

和贡献，只有当某个物种占据了与其生存需求最契

合的生态位时，才能有效获取所需的生态资源，在长

期的生态竞争中持续生存并不断壮大。 从生态位的

角度审视媒介发展，不难发现，每一种媒介都有其在

媒介生态环境中的最适宜生态位，占据正确生态位

的媒介才能够获取竞争优势。
有学者根据生态学研究中个体生态、种群生态、

群落生态和生态系统四个层次，将传媒产业分为个

体传媒机构、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同类传媒种群、不同

传媒种群及其环境构成的传媒群落以及一定时空范

围内共同存在的所有传媒及其环境所形成的相互依

存的传媒生态系统［６］ ，并认为可以在这个框架下深

入研究传媒产业种群结构布局、传媒组织资源配置

与传媒生态链循环等［７］ 。 邵培仁提出了媒介生态

系统的六大原则：一是整体优化原则，尊重其“自然

的有机整体性”，需要用系统论和整体论的观念来

研究媒介生态；二是互动共进原则，主张人与媒介、
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社会与环境之间和谐协

调、互动互助、共进共演、携手并进；三是差异多样原

则，差异性和多样性既是生态动态平衡的重要标志

和生态合理序级的必要条件，也是丰富资源生态位、
满足不同信息需求的正确对策；四是平衡和谐原则，
媒介发展及互动具有均衡性、协调性、互动性、融洽

性；五是良性循环原则，要求遵循媒介生态系统的信

息、物质、能量流动规律，促进媒介生态系统传播要

素之间和资源要素之间产生持久性的、连续性的、流
动性的、有序的良性循环；六是适度调控原则，媒介

生态系统具有社会性，单纯依赖自然调节必然产生

一系列媒介生态问题，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寻
求最佳媒介生态区域和生态位，不断开拓空余生态

位，合理适度利用自然资源，充分发挥媒介生态系统

潜力［８］ 。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以及数字化平台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济及管理视角的研究也更多

从生态系统入手。 平台生态系统的概念被提出，学
者深入研究具有共同价值和共同进化关系的平台经

营方、互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９］ 。 互联网

平台的国际化战略研究聚焦也从企业竞争优势转向

生态系统竞争优势，认为各参与方带来的互补性资

产和分散式创新等资源以及生态系统各参与方的互

补性结构及其正外部性，有利于平台出海过程中产

生新的价值创造方式和新的商业模式。
为更好地理解我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竞争优

势，本文将从媒介生态视角开展综合分析，从人性化

进化逻辑的海外传播生态位基础、出海网文提供的

海外传播生态资源、横竖屏互补构建的生态群落优

势以及海外社交媒体连接用户构筑活跃受众生态等

四方面进行竞争优势分析，并从夯实内容供给、以平

台思维提升内容增值和数智化生态变革三个维度提

出优化微短剧海外传播生态发展的竞争策略。

二、人性化进化逻辑构成微短剧
海外传播生态位基础

　 　 媒介环境学派的重要学者保罗·莱文森认为，
媒介发展的过程中媒介技术会慢慢地优化或者无限

地接近人的要求或者尺度，越来越人性化，让人类通

过媒介技术更为方便和便捷地传播信息，进行交流

和沟通。 媒介进化的“人性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表

现是其将沿着消弭时空障碍的方向发展［１０］ 。 作为

诞生于碎片化消费时代的新型剧集形态，微短剧也

展现出了对时间、空间条件的高度适应性。
随着网络媒介的兴起，媒介的移动化发展趋势

愈发显著。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在用餐、通勤、
排队等碎片化场景中，日益倾向于利用各类移动设

备来满足多任务处理的需求。 在德国社会学家哈特

穆特·罗萨看来，这种需要在更少的时间内做更多

的事的压迫感是由于现代人普遍感到“时间匮乏”，
人们“被不断增强的时间贫乏、时间压力和以令人

感到紧张形式出现的加速迫力的感觉，以及对于

‘不再能赶得上’的恐惧所打败了” ［１１］ 。 在加速社

会中，人们渴望通过短时间内强情感刺激的方式疏

解压力，微短剧则完美匹配了这种对高效娱乐方式

的追求，为快节奏生活的现代人提供了量身打造的

“情感快餐”。 作为一种新型剧集形态，微短剧具备

快节奏、强反转、“爽点”密集的特点，通过短时间内

高强度的情感刺激迅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同样是

一分钟的时间，传统影视作品尚未完成片头播放，而
微短剧已经为观众构建出引人入胜的悬念，在情节

发展的关键时刻，剧情戛然而止，观众的好奇心被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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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激发，好奇心和认知闭合的需求促使观众继续观

看，以解锁完整剧情。 在油管（ＹｏｕＴｕｂｅ）的微短剧

专区下，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用户评论，如“我是被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上的片段吸引来的” “我也是从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找到这里的”等。 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
偶然间浏览到微短剧的投流广告，注意力能够因强

情感刺激在极短时间内从社交媒体转移到微短剧

上，而在随后的剧集观看过程中，不断反转的剧情设

计和高强度的情感波动使观众的注意力得以维持，
这种快速吸引并维持观众注意力的能力使微短剧迅

速赢得了海外受众的青睐。
另外，微短剧还能够不受限于特定的空间条件，

灵活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满足其碎片化的媒介

需求。 根据保罗·莱文森提出的补偿性媒介理论，
每一种新媒介的诞生都是对旧媒介缺陷的补

偿［１２］ ，任何媒介都有其固有的形式特征和内在偏

向，有其优点，也有其局限，但一种新的媒介的出现，
必然会修正或者克服旧媒介的不足和局限。 在移动

互联网媒介兴起以前，电视剧、电影等影视形态受到

空间条件的严格规制，即人们只有在电视机、电脑前

或在电影院里才能完整观看。 而微短剧作为一种可

以在移动端随时观剧的便捷的娱乐方式，有效弥补

了旧媒介形式在空间灵活性方面的不足。 比如很多

受众利用乘坐交通工具、上下楼梯的过程就能完整

观剧，获得以往不曾有的观剧体验，因而沉浸其中不

能自拔。
随着全球传播走向“平台世界主义”，以 Ｔｉｋ⁃

Ｔ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ＹｏｕＴｕｂｅ 等为代表的国际传播平台，消
解了国际传播中传统的官方外交和精英话语格局，
国际传播逐渐向个人化和碎片化过渡。 作为顺应现

代社会发展潮流、对现代社会时空条件具有高度适

应性的新媒介时代产物，微短剧是“平台世界主义”
逻辑下全球传播适应人性化需求的新实践形式，它
是符合媒介发展逻辑的经济产品，这使微短剧具备

跨越地域和文化界限的属性，为其在海外市场的发

展构建了坚实的生态位基础。

三、出海网文提供微短剧
海外传播生态资源

　 　 媒介的生态资源是传媒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

条件，以信息资源为基础，媒介生态系统完成物质循

环和能量转换，最终实现价值增值。 美国战略管理

教授杰伊·巴尼就强调，拥有具备价值性、稀缺性、

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资源是获取竞争优势的

重要基础［１３］ 。 这些资源可转化为能力，是获取持

久竞争优势的动力源泉。
中国微短剧的海外传播正是获得了已经成功走

向海外的网络文学的充分资源供给并有效实现视频

化的能量转换，从而形成了在海外市场独特的竞争

优势。 ２０２３ 年中国网络文学出海市场规模已超 ４０
亿元，海外原创作品数量超过 ６２ 万部，海外访问用

户突破 ２．３ 亿［１４］ 。 中国网络文学自诞生以来一直

积极探索“网络性”与“文学性”的结合路径，其海外

传播经历了从翻译、阅读中国网文到模仿中国网文

的变化，实现了网文 ＩＰ 全业态传播，经过 ２０ 多年的

探索与发展，中国网文出海已经从单纯的作品出海

转变为生态出海［１５］ 。 通过网文市场的前期开发，
中国公司拥有了大量适合二次开发的 ＩＰ 版权，为微

短剧剧本改编与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库，形成了

微短剧海外传播生态的重要资源基础。 著名网文企

业中文在线的海外子公司枫叶互动推出短剧应用软

件 ＲｅｅｌＳｈｏｒｔ 前，就曾打造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和 Ｋｉｓｓ 两款阅读

应用。 其中，２０１７ 年推出的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已经进入全球

将近 １１０ 个国家，覆盖 １６ 个语种。 目前 ＲｅｅｌＳｈｏｒｔ
的核心人员都来自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团队，他们负责从网文

素材库中选出能够打造为“爆款”的 ＩＰ 和桥段，再
进行改编［１６］ 。 事实证明，在微短剧的传播生态中，
“视频化网文”的能量转化效果明显，ＲｅｅｌＳｈｏｒｔ 平台

推出的《命中注定我的禁忌阿尔法》 （Ｆａｔｅｄ ｔｏ ｍｙ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Ａｌｐｈａ）和《千万不要和隐秘的亿万富豪女

继承人离婚》 （Ｎｅｖｅｒ Ｄｉｖｏｒｃｅ ａ Ｓｅｃｒｅｔ Ｂｉｌｌｉｏｎａｉｒｅ Ｈｅｉｒ⁃
ｅｓｓ）都成了北美爆款短剧。

总体来看，中国微短剧企业能够充分利用网文

平台上积累的数据资源，精确选出留存好、变现力好

的作品来进行影视变现。 通过爆款网文 ＩＰ，微短剧

平台充分了解当地用户的习惯和偏好，网文市场所

揭示的巨大市场需求也给企业带来进一步将网文进

行视频转化的信心。 作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先锋

力量，网络文学为中国微短剧出海提供了获取竞争

优势的资源基础。 当前，微短剧出海已经形成了从

网文到微短剧的生态链路：一方面，网文为微短剧提

供剧本改编创作的资源池；另一方面，微短剧帮助增

强网文 ＩＰ 的海外影响力。 生态链路内的良性互动

为中国积聚了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原始资源优势，
决定了中国在微短剧生态系统中得天独厚的竞争优

势。 网络文学已成为促进微短剧海外生态系统稳定

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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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横竖屏互补构建微短剧
海外传播群落

　 　 从媒介生态来看，同一生态位需要避免高度重

叠，以免恶性竞争，影响媒介生态健康。 生态位重叠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生态位相似的物种生活于同一

时空中分享或竞争共同资源的现象，在生物群落中，
多个物种取食相同食物的现象就是生态位重叠的一

种表现［１７］ 。 从中国微短剧出海来看，原主流长视

频平台先行出海的横屏短剧和微短剧海外应用程序

后来居上的竖屏短剧，在海外市场各有特点，互补协

同，避免了同一生态位恶性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或

投入产出比降低，从而有利于微短剧海外传播生态

群落的健康发展。
１．横屏制作精良追求长剧水准，竖屏低成本追

求爽感刺激

横屏微短剧主要是由原先主流长视频平台出

品，长视频平台是中国网络微短剧的出海先驱，以爱

奇艺、优酷、腾讯等为代表的国内头部视频平台都在

海外版应用程序（爱奇艺国际站 ＩＱＩＹＩ、优酷海外版

ＹＯＵＫＵ、腾讯视频海外版 ＷｅＴＶ）和油管上增设了

微短剧板块。 这些微短剧的剧集体量通常被缩减到

３０ 集以内，单集时长控制在 １５ 分钟左右，就好比是

长剧的加速版，虽然剧集体量缩小，但视听语言和叙

事水准都向长剧靠拢。 横屏微短剧以“爱情”为叙

事核心，通过在现代、民国、古代等不同的时代背景

下爱情故事的讲述，展示中式爱情美学。 在延续了

长视频的横屏拍摄方式后，该类微短剧除了注重对

人物的刻画，还特别突出横屏画幅中的场景呈现，整
体制作追求精良效果。

竖屏微短剧主要由网络文学公司、影视制作公

司等布局的海外微短剧客户端推出，发展迅速。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中文在线旗下子公司枫叶互动（Ｃｒａｚｙ
Ｍａｐｌｅ Ｓｔｕｄｉｏ）在海外率先推出竖屏短剧应用程序

ＲｅｅｌＳｈｏｒｔ，国内其他平台紧随其后，纷纷在海外推出

微短剧应用程序，包括点众科技的 ＤｒａｍａＢｏｘ、新阅

时代的 ＧｏｏｄＳｈｏｒｔ 等。 海外应用程序上发布的竖屏

短剧拍摄形式与短视频相似。 相较于传统的横屏拍

摄，竖屏拍摄对故事背景、场景搭建、氛围处理等方

面的要求不高，拍摄重点在于对人物的打磨与刻画，
突出人物之间的关系、对话和情感冲突，通过对角色

互动过程的细致刻画推进情节发展［１８］ 。 竖屏短剧

的拍摄成本相对较低，剧集体量也小，一部剧通常被

剪辑为几十集甚至上百集，单集时长在 １ 分钟左右，
通过短时间内高强度的情感刺激吸引观众。 在内容

叙事上，竖屏微短剧同样以“爱情”为叙事主旋律，
同时融入“霸道总裁”“甜蜜复仇”“先婚后爱”等网

络文学中备受追捧的爽文元素。 作为“加长版的短

视频”，成本较低、制作周期更短的竖屏微短剧迅速

抢占海外市场份额，增强了海外观众对中国微短剧

摄制方式的认知与适应，进而逐步拓宽中国影视作

品的受众范围，为未来竖屏微短剧在全球传递中国

价值观的精品化发展之路做了很好的铺垫。
２．横屏占据东南亚微短剧生态位，竖屏布局北

美传播生态

在海外市场的选择上，长视频平台的横屏微短

剧以东南亚市场为主要发力点，利用东南亚国家与

中国的“文化接近性”，积极输出国内制作的微短剧

作品。 而在传播策略的制定方面，鉴于中国微短剧

在东南亚国家传播过程中遭遇的文化折扣较低，观
众因文化差异产生的理解障碍较小，平台方普遍采

取“国内制作＋译制字幕”的投放方式，通过给国内

现成的微短剧资源添加外语字幕，实现内容的快速

投放和市场的迅速占领。 与东南亚市场截然不同的

是，长期以来，北美流媒体市场竞争激烈，Ｎｅｔｆｌｉｘ、
Ｄｉｓｎｅｙ＋、ＨＢＯ Ｍａｘ、Ａｐｐｌｅ ＴＶ＋等本土平台为获取市

场份额提供大量高质量、多样化的视频内容供观众

选择，传统的横屏视频市场已趋近饱和，因此，中国

长视频平台选择了一条迂回的出海路径，即先从亚

太市场开始，在占领东南亚微短剧生态位的基础上

再逐步拓展全球市场。
与横屏微短剧不同的是，竖屏微短剧在 Ｔｉｋｔｏｋ

于北美取得巨大成功，在显示北美市场对竖屏短视

频产品极高接纳度之际，迅速占据海外短视频生态

位，强势布局长视频平台久攻不下的北美市场。 如

果说以 Ｎｅｔｆｌｉｘ 为代表的流媒体巨头为海外观众提

供了如“豪华套餐”般的优质影视作品，那么这种

“剧情土味”“表演夸张”的短剧作品，如同别具一格

的“风味小食”，为北美观众带来了截然不同的观赏

体验，迅速赢得受众青睐。
３．横屏微短剧扎根中国文化，竖屏内容突出海

外本土化

横屏微短剧背靠长视频平台，作为“精练版的

电视剧”拥有更为优质的资源配备和更加充足的经

费保障，以精品化内容见长，在题材选择上更加贴近

中国文化，视频制作也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

营养，通过带有鲜明传统文化印记的古装爱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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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以腾讯 ＷｅＴＶ 在

ＹｏｕＴｕｂｅ 上传的微短剧《我的医妃不好惹》（ Ｉ Ｈａｖｅ ａ
Ｓｍａｒｔ Ｄｏｃｔｏｒ Ｗｉｆｅ）为例，这部古装穿越剧上线 ９ 个

月，总播放量达 ２３１ 万次，在评论区中，观众除了对

演员的颜值和演技表示赞赏，还对剧中出现的中国

食物表达了喜爱之情，如“传统中国食物看起来真

好吃，看完就馋了” “中餐非常好吃，剧中出现的麻

婆豆腐是我的最爱之一”等。
竖屏微短剧在其北美主阵地则突出了对本土观

众审美偏好的迎合，最明显的是在内容创作的过程

中基于中国短剧叙事模式，融入了“狼人”“吸血鬼”
“龙族血统”等西方文化元素，在 ＲｅｅｌＳｈｏｒｔ 的 ７ 部主

页推荐剧中就有 ３ 部是狼人题材。 此外，在演员和

制作团队的选择上，竖屏微短剧也展现出鲜明的

“本土化”再造特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选用海

外演员、外籍编辑以及当地团队来执行拍摄与制作

已成为主流做法。 尽管故事的内核是在中国发展起

来的，但到了其他地域却被赋予当地的面貌，展现出

一种当地化的土味，从而避免产生文化上的障

碍［１９］ 。 罗兰·罗伯逊阐释“全球本土化”时认为，
不同的国家、地区在吸收外来文化与思想的同时，总
是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与转化［２０］ 。 竖屏微短

剧平台主动对内容进行“本土化”转化，充分考虑海

外受众需求，表现出对他者文化的尊重态度。 从他

者出发的北美“本土化”尝试，成功拉近了与当地观

众的距离，有效帮助微短剧破解“局外人劣势”。
随着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发展和竞争环境的改

变，传统意义上“你死我活”的“零和竞争”模式已经

逐渐让位于更为复杂和多元的竞争格局。 在这种新

的发展生态下，“非零和竞争”成为主导，它强调通

过合作与共享资源来寻求竞争优势［２１］ ，而非单纯

地对抗和消灭对手，这样可以较大程度地避免快速

提升内容生产资料成本以及消耗用户对同类型内容

的兴趣。 竞争各方通过不断努力获得一定竞争优势

后，在总体竞争格局下，谋求一定时期内无须直接正

面冲突的市场份额，各得其利，共存共荣，形成“强
弱并存、数强共荣、相互渗透、共得稳定”的“相容性

竞争”模式［２２］ 。
在微短剧海外市场中，横屏微短剧和竖屏微短

剧并存、优势互补的现象，正是这种“竞合”生态的

生动体现。
结合前文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到，横屏和竖屏微

短剧在发展策略、内容呈现、制作方式、传播渠道等

方面各有特色（见表 １），能够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不
同圈层的用户需求和习惯。 横屏微短剧利用其画面

优势，吸引对视觉体验要求较高的用户，同时利用文

化接近性向东南亚市场输出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作

品。 而具有更强便捷性和互动性的竖屏微短剧，则
服务于用户的移动场景，满足其碎片化媒介消费需

求，同时通过“本土化”策略率先打入传统横屏模式

久攻不下的北美市场。 横屏、竖屏微短剧强强联动、
共存共荣，形成了以东南亚和北美市场为主要发力

点、逐步向全世界扩展的生态格局。 二者目前相互

合作、资源共享的趋势也越发明显，将进一步壮大中

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生态群落，推动微短剧海外市

场的繁荣发展。
表 １　 横屏、竖屏微短剧特点比较

类型 发展策略 内容呈现 剧集体量 制作方式 主要市场 代表平台 叙事核心

横屏微短剧
精品化

中国传统文化
是重要资源

精练版的电视剧
兼顾人物和场景

３０ 集以内
单集时长 １５ 分钟左右 国内制作＋译制字幕 东南亚

ＩＱＩＹＩ
ＹＯＵＫＵ
ＷｅＴＶ

竖屏微短剧
本土化

西方文化元素
是重要资源

加长版的短视频
更注重人物刻画

几十集到上百集
单集时长 １ 分钟左右

国外本土演员＋
海外拍摄 北美

ＲｅｅｌＳｈｏｒｔ
ＤｒａｍａＢｏｘ
ＧｏｏｄＳｈｏｒｔ
Ｆｌｅｘ ＴＶ

爱情

五、海外社交媒体连接用户
构筑活跃受众生态

　 　 受众资源是媒介生态赖以发展的营养来源，中
国微短剧出海传播借助社交媒体对用户的连结性，
引入、留存受众，并通过引导内容共创增强用户黏

性、促进创新优化，同时通过海外社交平台上虚拟社

群的构建促进凝聚力、打造强关系，从而得以拓展生

态价值。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免费分享资源，是微短剧平

台引入海外观众、形成产品印象的重要策略。 常见

做法是将剧集的前一部分免费投放到海外社交媒体

平台，如 ＲｅｅｌＳｈｏｒｔ 就在 ＴｉｋＴｏｋ 上传了其爆款短剧

《命中注定我的禁忌阿尔法》的前 ２０ 集。 在上传后

８ 个月时间里，该剧在 ＴｉｋＴｏｋ 上的单集最高播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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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突破 ３０００ 万，引发了观众的热议，评论区中诸如

“我想看更多” “在哪里可以看到全集”的评价屡见

不鲜。 通过官方平台在评论区的巧妙引导，观众得

以自然而然地被引流至微短剧平台。 这一做法确实

有效增强了中国微短剧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社交

媒体不仅为用户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的场所，更为

中国微短剧在海外市场品牌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渠

道。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传播，中国微短剧所

特有的故事情节、制作手法及文化元素得以被更多

的海外观众所接触和认知，使得海外观众提及微短

剧时，他们脑海中呈现的是中国微短剧的特定形象。
这种“品牌联想”的形成，在海外观众心中塑造了中

国微短剧独特且鲜明的品牌形象，有助于构建“基
于品牌崇拜建立了结构化社会关系的特定的、不受

地域限制的社交群体” ［２３］ ，从而初步聚集起对中国

微短剧品牌形成认知和喜好的用户。
此外，微短剧公司还利用 ＴｉｋＴｏｋ、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Ｆａ⁃

ｃｅｂｏｏｋ 等海外社交媒体搭建了用户沟通交流平台，
增强了用户的反馈互动。 首先，微短剧公司积极发

布内容，借助社交媒体的精准算法推荐机制更有效

地触达潜在观众群体。 以 ＲｅｅｌＳｈｏｒｔ 的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账

号为例，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该账号累计发布了 ７２０
篇帖文，成功吸引了 ９７．５ 万名粉丝的关注。 其次，
通过社交平台，微短剧公司积极引导公众参与，激发

观众的主体性，通过互动式参与增强受众黏性，同时

也加强了内容共创，优化创作。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５ 日，
ＲｅｅｌＳｈｏｒｔ 发布了一则互动帖文，邀请观众从三部提

名剧集中选出自己最为喜爱的一部，观众纷纷响应，
在评论区积极提名自己心目中的最佳剧集。 在这一

过程中，用户通过评论分享自己的想法，并与其他观

众进行交流讨论，获得认同感和参与感，进一步增强

了用户与微短剧间的情感连接。 同时微短剧平台也

借此更好地了解到用户的需求和喜好，为内容创作

提供了数据参考，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内容的吸

引力和共鸣感。 可以看到，微短剧公司借助海外社

交媒体平台构建的受众生态有利于强化与受众的联

系，而且社交媒体用户的反馈能够迅速汇集并反作

用于微短剧创作生态，为微短剧应用程序的优化和

内容的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有助于构建一个

充满活力、持续进化的生态系统。
另外，海外社交平台上形成的中国微短剧社群

更进一步强化了受众情感连接，通过强关系的构建

帮助实现微短剧生态系统的价值扩展。 美国学者霍

华德·瑞恩高德首次提出“虚拟社区”的概念，即一

群主要通过网络彼此沟通、讨论的人们，彼此有某种

程度的认识、充分的感情，分享某种程度的信息与知

识，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个人关系网络的社会集合

体［２４］ 。 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蓬勃发展，传统的血

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纽带在群体和社区中的黏

合性逐渐减弱［２５］ ，以“共同趣味”为基石的趣缘群

体却如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并在虚拟社区中迅速

聚集，推动了社会关系的更新与重塑。 在数字全球

化时代，微短剧为受众开拓了以趣缘为纽带的沟通

渠道，拥有共同观看兴趣与娱乐需求的人们通过社

交媒体平台，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彼此的感受和看

法，从而建立起基于共同兴趣爱好的虚拟社区。 在

“美国版百度贴吧”Ｒｅｄｄｉｔ 上，用户通过发帖、评论、
点赞的方式对中国微短剧的情节内容进行讨论，分
享自己喜欢的微短剧片单，共享微短剧观看资源。
这种基于共同兴趣图谱的自发交流分享行为，使用

户在互动过程中获得帮助他人的满足感和得到认可

的成就感，进一步加强了对社群的情感依恋。 社群

成员因情感共鸣、兴趣相投和价值认同而在线上聚

集，通过信息交互实现的情感传播维系着社群的活

跃与持续发展。 随着成员与社群情感连接的不断加

深，又进一步推动社群壮大，进而形成社群发展的良

性循环。 这种社群组织的形成，能够帮助消除海外

用户交往的时空障碍，促进海外观众的高互动和强

关系链的形成，从而有助于实现微短剧生态系统的

价值延伸。
综上所述，中国微短剧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在海

外成功构建了良性的受众生态，免费分享资源能够

有效引流，微短剧公司主动构建的沟通平台进一步

培养用户黏性和忠诚度，用户以“趣缘”为纽带自发

形成的虚拟社群则进一步强化受众的凝聚力，完成

传播生态的价值延伸，从而构建了活跃且持续进化

的受众生态。

六、微短剧出海生态进化策略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出海短剧平台总流水已突破 ２．３
亿美元，预计全年将达到 ４ 亿美元［２６］ 。 业内人士

则预测 ２０２７ 年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能突破 １００ 亿

美元［２７］ 。 利用自身生态位优势，中国微短剧产业

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与发展潜力。 但作为一种新兴

生态，微短剧海外传播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

内容质量不够高、同质化趋势愈发明显、生态协同模

式不够完善等诸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

２７１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仅制约了微短剧的市场潜力，更对其未来长远发展

产生隐患。 为促进微短剧海外生态系统的良性发

展，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深入改进与探索。
１．强化内容供给，夯实微短剧国际传播生态位

竞争力

内容是影视作品传播核心竞争力的来源，微短

剧作为影视传播的一种新兴形式，其核心竞争力的

构建主要依赖于内容的质量。 当前，微短剧在海外

传播中面临的生存竞争尤为激烈。 从行业外部来

看，一方面，需要应对 Ｎｅｔｆｌｉｘ 等流媒体巨头的强势

挑战，这些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丰富的资源积

累和深厚的行业积淀，在影视制作领域具备显著优

势；另一方面，短视频、播客等平台也在抢占碎片化

消费时代“等待经济”的重要生态位，通过提供小体

量内容满足观众的即时需求。 从行业内部来看，资
本、平台和专业制作方不断拥入，微短剧的制作运营

逐渐规模化，对内容的要求不断提升，微短剧出海早

期阶段出现的盗版、翻拍、ＡＩ 换脸等非正规做法已

被行业竞争所淘汰。 因此，面对外部竞争者的左右

夹击和行业内部的强劲挑战，微短剧海外生态要想

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从根本出发，将提

升内容质量、加大创新投入作为其核心战略。
从当前微短剧内容生态看，一个较明显的问题

是不同文化区域差异化的体现还不够充分。 中国出

海微短剧的类型主要集中在面向女性观众的爱情题

材。 虽然同样是以爱情为主线，但不同国家和地区

观众的内容偏好大相径庭。 目前在东南亚市场，强
制爱、契约婚姻等题材最受欢迎，这类题材中体现的

东方文化中的“娇妻” “小白花”等常见设定却不符

合欧美观众的女性观和爱情观，在欧美市场往往会

“水土不服”。 因此，微短剧的内容创作需要进一步

突出“因地制宜”的本土化策略，通过深入发掘不同

国家和地区观众的文化底蕴、审美习惯与情感需求，
创作出更具本土特色、更贴近目标受众心理的作品，
有效提升内容质量，增强微短剧海外传播效果。

微短剧内容生态另一个较突出的问题是过度追

求“爽感”剧情对价值导向和内容创新产生的负面

影响。 “爽感”作为微短剧在短时间内产生强烈戏

剧冲突的核心价值追求，在内容层面承袭了网络文

学创作的基本逻辑，以确保观众能快速从中获得强

烈的情感体验。 然而，过度追求“爽感”、罔顾正确

价值导向的急功近利式情节安排，往往会适得其反，
对微短剧海外生态健康发展构成威胁，甚至会形成

生态污染。 目前，海外微短剧市场中已经出现了一

些价值观扭曲的劣质作品。 例如，油管上一些关于

婚姻故事的中国微短剧，里面有男主婚内虐待女主、
女主与之离婚后二人又破镜重圆的情节。 观众对这

些情节往往不解和质疑，评论区中诸如“为什么虐

待女人的男人没有被逮捕” “他难道是世界上最后

一个男人”之类的留言，反映出观众对于传递错误

价值观剧集的强烈反感。 因此，要提升微短剧质量，
必须加强内容把关，坚决不能让“三观”为“爽感”让
路。 对于涉及性别歧视、暴力虐待等错误价值导向

的剧集，应实施严格审查，坚决清除此类劣质作品，
同时应进一步建设微短剧生态的监测和调控系统，
以确保生态系统的洁净和安全。 过度追求“爽感”
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微短剧内容的严重同质化，会
带来生态位的高度重叠，从而消耗观众资源。 “霸
道总裁爱上平凡少女”“被未婚夫抛弃后归来复仇”
“契约婚姻却萌生爱意”等网络文学中常见的情节

套路，在微短剧中被不同的外国演员演绎并投放到

海外市场，虽然有些增添了“狼人”“吸血鬼”等西方

元素，但其核心叙事逻辑和情节走向并没有太大变

化。 同质化内容的大批复制，极易导致观众产生审

美疲劳，不利于微短剧在海外的长期发展。
综上所述，微短剧的内容生态建设必须作为海

外传播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抓手。 就资源配置而言，
应对内容创新加大投入倾斜力度，以国外受众可接

受的文化阈值为限度进行以中华文化为内核的文化

开发与创新传播，深入挖掘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积极

文化因素，打造既具有文化底蕴又符合国际潮流的

精品微短剧作品。 尤其需要针对不同文化区域，发
掘中华文化与该区域的文化结合点，进一步形成区

域定制化的微短剧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要注重鼓

励和培养了解两国文化的内容创作者，建立此类内

容的创作蓄水池，以保障微短剧海外传播可持续发

展的长期资源供给。
２．以平台生态系统思维推动内容共创，实现内

容的商业增值

平台生态系统强调跨产业的多元网络生态经济

圈，生态主体不断寻找扩大相互支持的参与方，通过

建立网络系统，吸引多种角色成员加入，最终实现生

态系统的自我演化与成长。 微短剧海外传播生态的

发展也需要具有这样的思维，通过跨界跨产业融合

推动内容共创并实现内容的商业增值。
第一，深度挖掘内容 ＩＰ 价值，推动微短剧跨物

种内容生产能够给微短剧海外传播生态源源不断注

入活力。 全媒体时代，长剧、微短剧、短视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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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网文、游戏等多种内容类型之间的界限逐渐被消

解，共同构成了多元互补的文化生态网络。 通过将

ＩＰ 作为文化生态中的核心资源，推动微短剧与网

文、游戏、长剧等文化内容之间的深度融合，将构建

出一个跨界 ＩＰ 共创的全新格局。 这种共创模式不

仅有助于打破传统内容生产的壁垒，还能通过资源

共享与互动反馈，进一步推动内容的创新与迭代，为
微短剧产业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进一步来说，还可

通过在同一 ＩＰ 下进行以中华文化为内核的多维度

内容生产创作，增强 ＩＰ 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号召

力，打造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 ＩＰ 标识。 这一过

程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还能在

全球化背景下传递中国价值文化的独特魅力，为中

国文化的全球传播注入新的活力。
第二，探索“微短剧＋”模式，进一步赋能微短剧

内容拓展和创新。 以平台生态系统思维进行产业联

动能够大大促进内容共创，同时还能叠加商业生态

从而实现内容增值，其中“微短剧＋文旅” “微短剧＋
电商”等模式都可以积极尝试。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国家

广电总局提出 ２０２４ 年创作播出 １００ 部“跟着微短剧

去旅行”主题优秀微短剧，结合重大考古工程、取材

非遗故事、围绕城市漫步线路、聚焦乡村振兴等。 通

过将中国各地的自然风光、文化特色和民俗风情融

入微短剧，出海微短剧可以向海外观众展示中国的

多元文化魅力，大大提升微短剧的观赏性和吸引力。
当然，这样的产业联动也能够切实促进中国文旅资

源的海外推广，为中国的文旅产业带来更大的国际

影响力，从而优化整体国际传播生态。 除了“微短

剧＋文旅”，“微短剧＋电商”的发展模式在国内也已

经形成了清晰的路径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微短剧内

容获得更多传播平台，内容的商业价值也得到拓展。
例如，淘宝、拼多多、京东等电商平台都入局“微短

剧＋”生态，开始嵌入微短剧内容。 ２０２３ 年“双十

一”前夕，淘宝定制了《惊奇物语》《贵妃驾到通通闪

开》《红娘小仙要恋爱》等多部微短剧。 在海外微短

剧传播生态的进化过程中，也可以通过与跨境电商

开展内容共创、资源共享、业态互补，实现跨平台联

动，并形成微短剧和跨境电商的新模式。 总而言之，
“微短剧＋”模式通过将微短剧与多个领域进行深度

结合，为微短剧生态位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

商业增值机会。 未来，微短剧可以继续深化与国际

文娱、体育、游戏等领域的跨界合作，在内容拓展创

新的基础上延伸多维商业生态，既能够为观众提供

更加丰富、多元的内容体验，又能通过商业增值实现

微短剧海外传播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３．数智技术赋能微短剧国际传播生态进化

技术发展是媒介生态演变的核心动力，当今发

展迅速的数智技术将进一步撬动微短剧国际传播的

生态变革。 技术赋能的微短剧将在生产制作、资源

转化、多元主体交互、受众体验、传播方式等各方面

催生多元创新，从而引发生态进化。 探索数智技术

赋能的微短剧发展新模式，将有利于中国微短剧企

业在国际市场塑造独特的文化竞争优势，推动微短

剧生态繁荣发展。
第一，积极推动发展迅速的 ＡＩＧＣ（人工智能生

成内容）技术运用于剧本开发与内容创作，这将有

效降低制片成本、提升创作效率，帮助解决传统创作

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题。 目前，作为微短剧行业先

行者的快手平台已经意识到 ＡＩＧＣ 技术的潜力，积
极与头部团队合作，联合制作了首部 ＡＩＧＣ 短剧《山
海奇镜之劈波斩浪》，为 ＡＩＧＣ 技术在微短剧领域的

应用提供了重要参考。 不过，当前真正依靠 ＡＩＧＣ
技术进行全流程制作的作品还相对较少，对技术的

应用仍处于探索期，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应用的

深入，未来微短剧行业还可以通过将 ＡＩＧＣ 技术融

入剧本创作、角色设计、场景搭建等各个环节，为国

际受众带来全新的观影体验，也会进一步激发新型

的多主体内容共创模式，从而扩大中国微短剧在国

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第二，通过各类数字技术的智能融合来进一步

丰富拓展微短剧生态。 在微短剧创作中综合运用

４Ｋ 高清技术、ＡＩ 动画、虚拟现实（ＶＲ）、增强现实

（ＡＲ）、混合现实（ＭＲ）等前沿技术，能够强化多视

角叙事，增强微短剧的互动感和虚拟性，不仅可以为

全球观众带来更加丰富多元、沉浸式的观看体验，同
时也会在技术生态层面进一步打破微短剧与游戏、
互动剧、数字展览乃至游乐园的界限，形成全新的体

验场景和数字消费形式。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蓝色光标自

创的首部博物馆题材虚拟短剧《步天歌》上线。 剧

中，虚拟人苏小妹化身元宇宙星官，围绕古代神秘星

象图与一件件文物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元宇宙冒

险之旅，上演了虚拟现实版“星际穿越”。 未来，微
短剧可以进一步融合数智技术实现更具突破性的跨

界创新，为国际观众带来更加精彩的视觉盛宴和意

想不到的消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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