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祯希

三大产业重磅报告发布：

网生内容量减质增，向精品化发展

2019年我国网络视听收入1738.18亿元，同比增长111.31%

本报讯 （记者张祯希） 在昨天

举行的 2020 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

互联网影视峰会主旨论坛上， 《中国

视 听 新 媒 体 发 展 报 告 （ 2020） 》

《2019 网络原创节目分析发展报告 》

以及 《中国网络视频精品研究报告

（2020）》 三大产业重磅报告正式发

布。 报告显示， 我国网生内容量减质

增， 向精品化发展的趋势明显。

《中国视听新媒体发展报告

（2020）》 显示 ， 截至 2020 年 3 月 ，

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8.5 亿， 较

2018 年底增长 1.26 亿。 去年一年，我

国网络视听收入 1738.18 亿元， 同比

增长 111.31%。业内人士分析，当前我

国精品网生内容正在经历自我升级，

在满足受众多样化精神需求的同时，

逐步负担起引领价值观的时代责任。

《2019 网络原创节目分析发展报

告》对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综艺三

个门类，分别进行了研究分析。报告显

示 ，2019 年我国共上线网络剧 202

部， 相比 2018 年的 215 部略有下降。

其中， 现实题材网络剧创作比例明显

提升 ，占比超过 80%，古装剧比例明显

下降， 约为 13%；2019 年网络电影上线

数量由 2018 年的 1437 部降至 638 部，

锐减 56%，但新上线获得 《电影片公映

许可证》选择首先在互联网播出的“龙标

网络电影”高达 137 部，出现大幅提升；

在网络综艺方面，2019 年， 新上线网络

综艺 221 档，相比 2018 年的 241 档略有

下降。 围绕热门综艺制作的衍生节目达

到 186 档，其中 158 档需付费观看。

《中国网络视频精品研究报告》 则

进一步验证了网生内容从 “逐量 ” 到

“竞质” 的良性发展趋势。 以网络剧为

例 ， 2019 年 ， 全网连续剧累计有效播

放达 5082 亿 ， 同比增长 4%。 尤其是

2020 年一季度 ， 网络剧有效播放量比

去年同期增长 58%， 网络首播剧的影

响力媲美电视首播剧； 网络电影方面，

2019 年， 网络电影投资成本整体上涨，

投资成本 300 万以上的影片数量占比

48%， 成本达 1000 万的达 18 部。 全年

累计正片播放同比提升 24%， 正片播

放量超过 5000 万的影片数量达 9 部 ；

随着题材类型更加多样化， 网络综艺口

碑相比去年整体有所提升， 网络评分超

过 6.9 分的节目比去年增加了 20 档 ，

低分节目数量则大幅下降。

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

分析了数据背后传递出的行业信息：“回顾

过去一年的网络视频精品项目， 可以明显

看出，网络剧口碑逐步提升，精品内容不断

涌现；网络电影看齐院线，在题材多元的同

时传播面也逐步扩大； 网络综艺质量稳中

有升，垂直综艺表现亮眼，更多节目在内容

创制上充分彰显社会责任。 ”

“2019 年网络原创节目已走出了原来

的一方‘小天地’，‘大制作’自觉聚焦

时代感命题、生活贴近性显著增强。 ”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副主任肖

党荣分析，眼下“网生”现实题材作品

比例大幅提高，“套路化”“快餐式”作

品减少，“标题党”“擦边球” 等创作沉

疴已不多见， 更多节目通过内容和选

题的创新自觉拥抱优秀传统文化、传

递正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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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日常、专注、轻巧，
“网感”让“真实”更具情感穿透力

《中国医生》《但是还有书籍》等超高分网络纪录片，用创意表达助力人文精神乘风破浪

在昨天举行的上海电视节白玉兰

论坛现场，来自电视台、各大视频网站

的嘉宾， 分析了青年一代网络审美趣

味对纪录片的重塑， 这个选题也是近

日互联网影视峰会现场的热议话题。

此前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

2020》显示，2019年中国纪录片年生产

总值达66.6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

入局不久的新媒体纪录片表现尤为抢

眼， 而相关视频网站后台数据指向市

场新趋势———纪录片的核心受众，已

经向年轻化方向发展。

在学者看来， 当下纪录片正在经

历一场基于青年审美、 网络审美的创

作、 营销理念升级———高浓度的人文

情怀与文化含量， 被植入日常化的新

颖表达之中，相伴而来的，还有越来越

多与内容特性匹配的营销、联动策略。

以爆款纪录片 《中国医生》《但是还有

书籍》为例：这两部在网络平台播出的

纪录片，分别获得豆瓣9.3与9.2的超高

评分。独特的网络审美趣味或者说“网

感”鲜明，让纪录片中的真实表达更具

情感穿透力， 也促进着年轻一代文化

自信与民族认同感的强势回归。

用青春化 、日常化视
角开启当代“英雄叙事”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 ”在介

绍《中国医生》的创作理念时，总导演

张建珍曾特别强调了这样一句话。 这

也是《中国医生》最打动观众的地方：

创作者用长期的蹲点拍摄， 记录下医

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同时， 也烛照了

白衣之下的血肉之躯。 那些迷茫、纠结、

苦痛、欢欣、自我疗愈的时刻，让英雄可

亲可爱，也让观众意识到英雄并非天生，

只脱胎自一个个勇于担当、 自我突破的

时刻。

张建珍将这种日常化的视角， 视作

对纪录片本质的回归， 但在当下的网络

纪录片市场中， 这种回归恰恰成为类型

出圈的关键。最明显的案例，莫过于人文

纪录片题材从宏大历史符号向热腾腾日

常感的惊艳“转场”。 近年深受青年人喜

爱的《生活如沸》《人生一串》等网络美食

纪录片，让火锅、烤串等特色美食成为主

角， 用奇观化的美食呈现与地方饮食习

惯博人眼球的同时，也探讨了“围炉”“撸

串”等饮食习惯背后的中国式人情百态。

愈发浓郁的生活气息， 来自对生活

之“真”的探寻执着，也是网生代审美的

自发抉择。 本次入围上海电视节白玉兰

奖最佳系列纪录片的 《大城无小事———

派出所的故事》，便在年轻人云集的哔哩

哔哩网上收获了大量弹幕。 通过对出警

日常的扎实跟拍， 一群基层民警成为观

众心中有血有肉的平凡英雄， 有的民警

甚至有了大量粉丝。“所有纪录片最终都

是关于人的故事，镜头中的文化自信，往

往都是通过我们身边最实实在在的人所

决定的。 ”在《大城无小事———派出所的

故事》总导演蔡征看来，积极拥抱网络，

拥有文化自信的青年一代， 更乐于在日

常体验中感知文化发展、 城市建设等重

大命题。

网络审美也让纪录片短起来。针对当

下年轻人忙得没空吃早餐的现象，一档名

为《早餐中国》的纪录片应运而生。有意思

的是这档以青年人为目标受众的纪录片，

形式上也采用了青年人喜爱的短视频方

式———五分钟一集内容，上下班时等一班

地铁就能刷完。 “轻巧”的表达让《早餐中

国》获得不错的网络传播。 “当下抖音等短

视频网站十分流行， 短视频为何会撬动如

此广泛的市场关注 ， 这值得纪录片人借

鉴。 ”爆款纪录片《航拍中国》导演余乐认

为， 当下纪录片创作者更应该跳出传统观

念，去研究短视频中蕴藏的网络趣味。

产品体验从“平面”到“立
体”，纪录片正成为人文景观

除了内容表达的年轻化、日常化，网络

纪录片的生产理念也在晋级。 业内人

士指出，在前期调研、拍摄、播出的基

础流程之外，网络纪录片在营销策划、

发行、品牌打造等方面进行了拓展。也

就是说， 互联网纪录片相较于传统类

型，更具产品思维与产业布局的雄心。

灵活的IP联动， 让纪录片从纯观赏性

的“平面”产品，晋级为线上线下体验

丰富的“立体”人文景观。

基于平台特质， 围绕优质内容的

产品矩阵，正在不断丰富、拓展产品玩

法与用户体验。美食人文纪录片《日出

之食》就曾与线下购物平台合作，推出

节目同款美食。数据统计，在节目播出

期间， 与其合作的购物平台销量比以

往同期提高不少， 而线下的同款产品

也成为了节目的宣传广告。眼下，纪录

片《江湖菜馆》又将与外卖平台合作，

开启“边看边吃”模式。 纪录片中出现

的美食，通过网络下单，30分钟内便可

被送至观众手中。 已形成品牌效应的

纪录片《人生一串》，更是借力网红经

济，推出了实体店。由纪录片官方授权

的线下体验店， 选址在青年人聚集的

区域， 将纪录片中呈现的各类烧烤产

品汇集起来。门店一开，就成为了全国

各地青年争相“打卡”的网红景点。

除了对新消费的促进之外， 网络

纪录片的 “文化带货” 能力也不容小

觑。《但是还有书籍》上线后，片中提到

的一些冷门书籍纷纷破圈。 以第一集

中提到的某纯文学小说集为例，节目

上线三天内便在官方淘宝店卖出700

多册， 在当当网上更是直接断了货，

临时紧急加印8000册。 在文化学者看

来 ，带货能力往往比收视数据 ，更能

体现一部作品对观众的影响程度，而

这也是人文纪录片社会价值的进一

步提升。

文化

■“白玉兰”云上绽放带来新思考系列报道之二

高浓度的人文情怀与文化含量，被植入日

常化的新颖表达之中，当下纪录片正在经历一

场基于青年审美、网络审美的创作、营销理念

升级。 （均纪录片海报） 制图：李洁

打开审美的广角，看见国际电视风尚
（上接第一版）故事里，爱情是人类相似

的情感， 婚姻却无可避免掺杂了彼时德

国政治社会生活甚至战争。

在类型剧的制作度量衡
里，探索影像的表达

放眼世界，悬疑、历史、行业剧等是

如今电视剧的创作大势。 类型剧的制作

有没有固定的模式， 从展映的这些新剧

中可见一斑。

英剧《战火浮生》和英德合拍的《温

德米尔儿童》 都将叙事摆到了世界大战

的背景下，但不同的视角、画风、剪辑手

法，都突围常规的制作度量衡，探索着影

像可以抵达的无限边界。

1945年8月， 一大群孩子来到温德

米尔湖畔的卡尔加思庄园， 他们是纳粹

大屠杀中的儿童幸存者。 在大人们的帮

助下， 他们渐渐摆脱战争阴影。 而在温

德米尔建立起的友谊， 成为他们往后通

往丰硕未来的生命线 。 《温德米尔儿

童》 之殊异， 不只是儿童视角， 还在于

现实与虚构的互文。 剧中的主要角色都

采用了真实人物的本名， 并在片尾穿插

真实人物的镜头， 致敬那些曾存活于战

争、 见证了历史的人们。 仿纪录片的镜

头画面， 在这则温情的救赎故事里平添

了纪实的冷峻质感。

《战火浮生》第一季视线落在二战初

期， 从德国入侵波兰直至不列颠战役作

结，呈现世事动荡中的爱情与亲情。战争

与情感的冲撞， 已为剧集供给了巨大张

力。 在讲述战争重塑人生航向的故事基

底上，该剧最特别之处，是借用了多个国

家平民百姓的视线来打量人类战争带来

的时代之伤。被战火侵袭的波兰人民、参

战国德国的普通百姓等， 他们被战争裹

挟的生活，都被剧集诚实记述。

对于中国观众， 以全球金融危机为

背景的美剧、英剧如果是常客，那么类似

题材的德国作品则是稀客。 《坏银行》第

二季“潜入”金融危机后的德意志全球投

资银行，为观众展开人性的浮世绘。作为

一部金融行业剧， 它有高浓度的专业案

例分析，被不少观众誉为“可以边看边长

知识”。而和人们印象中情感内敛的德系

风格略不同，《坏银行》画风有点“叛逆”，

从相关部门到银行内部 ， 整个体系都

“坏”透了，被网友评价称“德国人自黑起

来，满世界昏天黑地”。

捷克制作的 《遁迹匿影》 有个特别

的主人公， 他避开尘世， 钻进主人不在

家的森林木屋， 可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小

偷， 离开时还会将小屋还原成无人打扰

的样子。 一年冬天， 他热衷的生活方式

被打破了， 他被迫与一个真正的小偷同

行 ， 又遇见躲避丈夫的女主和她的孩

子， 看似奇幻的故事叠加了， 实则一桩

骗局就在眼前。

英国 、 奥地利合制片 《维也纳迷

案》 与大热英剧 《神探夏洛克》 有些 “同

文” 的意味， 是警探与精神科医生的双男

主戏。 虽在探案类型上未必能比肩英剧，

但剧集对于上世纪之交维也纳社会大环境

的还原颇具看点。 在被称为 “镀金时代”

的 20 世纪初， 包括克利姆特和马勒在内

的艺术家， 以及像弗洛伊德的科学家都成

了在这座奥匈帝国首都竞放的百花。 但与

此同时， 在城市表面的繁华之下， 黑暗的

浪潮不曾停歇。 愈发紧张的种族关系加上

极速工业化带来的负面后果， 都成了滋生

犯罪的温床。 这些黑色和负面的背景反而

在百多年后的今天成为了剧集最好的设定

之一。

全国规模最大密度最高剧场群激活演艺产业链
亚洲演艺之都正在黄浦江畔崛起

（上接第一版）长江剧场建筑面积3055平

方米、包含两个小剧场，上汽·上海文化

广场则在建筑之外还自带草坪； 从定位

上看各不相同： 上海大剧院是综合性剧

场，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以音乐剧为主

打， 中国大戏院是以综合戏剧演出为主

的中型专业剧场， 长江剧场则成为戏曲

人探索创新的实验场……

如果再把眼光投向浦江两岸， 会发

现演艺大世界所激活的， 正是上海打造

亚洲演艺之都所必需的多样演艺生态

链。 在城市各处，还有以奉贤九棵树（上

海）未来艺术中心、青浦虹桥百老汇剧场

群等为重点的郊区剧场群， 徐汇滨江剧

场群，世博园区旅游演出剧场群，静安现

代戏剧谷剧场群，复兴路汾阳路音乐街，

四川北路剧场群和天山路商业体剧场群

等演艺生态圈正在崛起、呼之欲出；除了

专业剧场之外， 更有几十个演艺新空间

在虹桥、外滩、新天地等中心城区的商业

地带多点开花， 专注于以互动为特色的

中小型节目，成为专业剧场的有益补充。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荣广润非常认可

多样生态链对于演艺之都建设的重要

性， 其意义不仅在于满足消费者多样的

观演需求， 更有助于形成稳定的产业金

字塔。正如托举起纽约百老汇剧场的，是

500多家散落在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的

中小演出场所一样， 支撑一座演艺之都

的剧目孵化、驻场演出和人才培养功能，

需要大量中小型的演出空间来共同承

担。 在7月底上海大世界的首场夜市上，

韩国小剧场音乐剧《阿波罗尼亚》宣布将

成为大世界首部长档期驻演的音乐剧，

制作人表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里

的演出空间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剧

场，有着更多的可能性。

搭建 “码头 ”打造 “源
头”，彰显上海文化品牌标
识度

对标国际演艺中心城市， 人们会发

现，硬件设施是物理载体，丰富优质的演

出剧目，以及在此基础上展现出的文化影

响力和原创力，才是一座城市能否成为演

艺之都的关键。 对于上海来说，如何吸引

和创作一大批与上海城市精神和文化高

度契合、体现上海文化品牌标识度的舞台

作品，是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应有之义。

人们看到，近年来，依托布局完备的

演艺空间，上海在搭建“码头”平台和打

造“源头”佳作上双线并进，在不断活跃

文化交流的同时，持续提高创新能力。

借助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第十二

届中国艺术节和国际戏剧邀请展、 上海

国际音乐剧节、 上海国际喜剧节等国际

性专业演艺节展， 一大批国内外优质节

目在上海完成亮相。2019年，上海成功承

办了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51台节目在

全市19座剧场上演， 吸引了十万观众进

场观看； 第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举

办期间，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

名艺术家带来350多项演艺活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过程中，上

海正逐步成为优质剧目在全球、 亚洲、中

国进行首演首秀的首选地。首演首秀意味

着艺术家和艺术机构对一座城市的认可，

是城市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体现。 过去两

年，上海见证了意大利斯卡拉剧院《假扮

园丁的姑娘》和《魔笛》、百老汇原版音乐

剧《摇滚学校》、西班牙国家舞蹈团现代舞

《卡门》、罗马尼亚锡比乌国家剧院的话剧

《记忆碎片》等剧目的亚洲首演，见证了法

语原版音乐剧《巴黎圣母院》、汉诺赫·列

文话剧《孩子梦》和巴黎北方剧院音乐戏

剧《茶花女》等剧目的中国首演。 统计显

示，过去一年间，仅在演艺大世界完成国

内首演、亚洲首演、全球首演的剧目就超

过60部；去年11月，在伦敦首演之后仅四

个月，浸入式剧场《秘密影院：007大战皇家

赌场》将亚洲首演放在了演艺大世界，并且

针对中国观众对情节逻辑作了优化和改善。

如果说世界级优质剧目的汇聚，彰显了

上海作为文化码头的影响力，那么从本土文

化中生根发芽的优质剧目的打造和亮相，则

体现了上海作为文化源头的原创力。 去年，

上海有两部原创剧目先后揭幕中国艺术节

和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那就是后来获得业

内外无数好评的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和

杂技剧《战上海》。两部作品都根植于上海的

红色文化，又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展现了海派

舞蹈和海派杂技的艺术特点，刷新了大众对

于舞蹈和杂技这两种艺术样式的认知，《永

不消逝的电波》 还先后获得了文华大奖和

“五个一工程”奖。此外，还有芭蕾舞剧《闪闪

的红星》、沪剧《一号机密》以及上昆在今年

启动的“元曲四大家”经典打造工程，都是上

海文艺院团根据不同艺术样式的创作规律

和院团自身优势，从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

南文化的沃土中结出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