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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野蛮生长”到“精品化”
探秘微短剧演员的生存图鉴

微短剧如今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着影视行业的生态格局。《2024年中国微短剧产业研究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
微短剧市场规模已攀升至505亿元，首次超过全年电影票房收入，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634.3亿元，2027年
达到856.5亿元。

从“野蛮生长”到“精品化”，微短剧演员经历了怎样的身份转变？当越来越多的人拥抱这片职业新蓝海，又会面临着
怎样的困境？带着这些问题，连日来，记者进行了探访。

微短剧演员的身份认同转变

1年时间，13部短剧，重庆女孩徐艺真将自己培养成了“短剧女王”。

徐艺真的第一部短剧是《重生后被渣男死对头宠上天》，讲述了被渣

男利用的女主重生在一个同样被渣男抛弃的千金身上，决定为千金复仇

的故事。

徐艺真说：“我在表演上不会刻意区分短剧和长剧，但对于剧本不合

理的地方，比如剧情擦边狗血、人设不合逻辑等，也会跟导演进行讨论。

我希望饰演的角色能够更立体、更像一个人。即使她干了一件不合逻辑

的事，在她的逻辑里也能成立。”

2023年，徐艺真做实了“短剧女王”的名头。

在短剧领域取得一点成果后，徐艺真有了更强烈的表达欲，以及对

短剧的某种使命感。“大家都说短剧Low，但不那么Low的作品也有很

多，我相信短剧是可以走上更高的殿堂的。”

爆火之后，徐艺真的演出机会和赚钱方式多了很多，但她还是希望

以演员的身份获得更多喜欢。

在她看来，演员要做的就是不断突破自己，走出舒适圈。“毕竟人生

一共就3万多天，我想多去尝试多看看，我现在的目标不是充值多少亿、

片酬多少钱，而是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徐艺真说。

重庆某传媒公司旗下演员苍沧也是名微短剧演员，她告诉记者：

“2023年刚开始拍微短剧那会儿，我其实很不好意思，很怕亲朋好友刷

到我拍的剧。我会有意无意地隐瞒自己从事的职业。而这种‘羞耻感’，

其实也反映出行业早期的边缘地位。”

2000 年出生的苍沧，大学时念的是法律专业。尽管非科班出

身，但因为热爱表演，本着“人生是体验派”的信念，做着各种各样的

尝试。入职传媒公司之后，最初做美妆博主，后来慢慢探索拍摄一些

情景短剧。在接受记者采访前，苍沧刚刚完成微短剧《今月曾经照古

人》的拍摄，“现在我会主动跟家里人分享拍摄的短剧，因为我们现在

的剧真的制作精良，而且像我刚拍完的那部剧，其实有文化传承的意

味。”苍沧表示，在拍摄时，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文化传承人，很有自

豪感。

毕业于影视院校的微短剧演员大渊，2024年底才开始拍摄微短剧，

已经手握《我的老婆是厨神》《住在我隔壁的老板》等多个大热剧集。大

渊曾经到北京追求影视梦想，成为一名“北漂”，但因拍摄机会少，大渊的

影视之路发展并不顺利。后来，大渊回到重庆开始拍摄微短剧。可以

说，在传统影视行业不景气的背景下，微短剧为像大渊一样的年轻人提

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

微短剧演员的专业挑战

尽管收入和市场地位有所提升，但微短剧演员仍面临独特的专业挑

战。比如，微短剧头部女演员李沐宸曾在电视剧《司藤》中有过十分亮眼

的表现，后来转战微短剧也拍出了《招惹》《执笔》等大热剧集。但最近她

在一档演员类综艺中的表演，就引起了一些争议。“微短剧味儿太重”“人

物表演脸谱化”……网友们的评价，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微短剧表演风格

与传统影视剧的差异及其可能带来的职业局限。

微短剧的表演特点与其内容形式密切相关。微短剧强调情节的碎片化、

快节奏和强冲击，注重多重反转和瞬间感受。而这种叙事方式要求演员在极

短时间内完成情绪转换和戏剧冲突，形成了一种高度程式化的表演风格。

随着精品化趋势加强，微短剧的人员配置更加“豪华”。“目前，一部

剧的剧组人员规模为50余人甚至更多，制作方式也从后期配音到现场

收音，从主演阵容、场景布置到拍摄制作都追求‘匠心’打造，精品化态势

愈加显著。”该传媒公司公共事务总监唐会余表示，这种制作水平的提

升，必然对演员的表演质量提出更高要求。

那么，演员尤其是非科班出身的演员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呢？苍沧

的方法是去“进修”，“其实我们演员私下都铆着一股劲，想要做得更好，

也会报班学习。”苍沧表示，自己5月份刚刚报了表演班，每周挤时间去

上课，在表演上也会注重内在逻辑与真实感受的平衡，主动与导演、编剧

探讨，加入自身理解。

微短剧演员的未来之路

随着监管政策的完善和行业自律的加强，微短剧正从“野蛮生长”迈

向“有序发展”。2024年6月1日起施行的“最严微短剧新规”，将微短剧

划分为“重点微短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3种类型，实行分类分

层审核，所有未经审核且未经备案的微短剧，不得上网传播。

这种规范化进程虽然会淘汰部分低水平从业者，但长远看将创造更

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更可持续的发展空间。而在这个过程中，微短剧演员

也扮演关键角色，他们既是内容质量的直接体现者，也是行业形象的重

要塑造者。从最初的不被大众了解到如今精品化剧目受欢迎，从快节奏

的演艺尝试到主动探索新型表演美学，这些曾在行业边缘试探的年轻

人，也是文娱产业适应时代需求的生动缩影。

一部部剧集的产出，一次次的自我提升，在快节奏与表演深度、网络

流行与传统技艺、商业成功与艺术追求之间，他们在不断叩问、不断蜕

变，也给自己定下了成为“被认可的出色演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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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白皮
书（2024）》显示，随着行业体量持
续提升、政策引导常态化，微短剧
创作逐渐从视听“产品”向“作品”
转变。随着微短剧商业模式的不
断创新，未来还是有许多发展空
间的。数据显示，近八成受访者
期待微短剧出现更多“出圈”的作
品。63.6%的受访者认为微短剧
制作应该更加精良，呈现更好的
视觉效果；58.5%的受访者认为演
员要专业、演技好，让观众有代入
感。除了希望看到更多“出圈”作
品，受访者也对微短剧的创新发
展有更多期待。调查中，56.5%的
受访者希望创作者丰富短剧叙事
手法，增加叙事深度；54.4%的受
访者期待创作者紧跟社会热点，
创作更有共鸣的内容；51.7%的受
访者建议挖掘新题材短剧，以新
颖视角吸引观众。另外，也有
43.6%的受访者期待利用技术增
强观众与剧情的互动。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中国青年网

有 此 一 问

微短剧如何实现
精品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