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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短剧从火爆“出圈”之初，就背负着
流量的正反两面性：因为内容接地气容易
赚取“泼天”的流量富贵，但往往会走上

“恶俗”“无底线”的邪路。
11月下旬被出“管理提示”的是“霸

总”题材。“霸总”的说法并不是新鲜事物，
此前长视频平台甚至湖南卫视这样比较注
重娱乐的电视台，都是“霸总”不断，演员张
翰至今都还戴着“霸总”的帽子。但在短视
频平台崛起后，“霸总”题材也开始了快速
的演变。“‘霸总’的演化史经历了多个阶
段，一开始是‘霸总’爱上灰姑娘，典型台词
是‘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如今，它更夸
张了，什么《27岁霸总爱上45岁保洁》《人
到五十，闪婚霸总》《五十岁的我怀了20岁
霸总的孩子》……让人哭笑不得。”资深的
影视观察人曾女士告诉记者，愈演愈烈的
题材“突破”正在挑战公众底线。

出现这样“雷人”的设定，是因为闪
婚、甜宠等题材观众已经看腻了，拍摄的

“流水线”空着也是空着，一些“深耕”这个
领域的制作公司，就将目标受众从青年女
性换成了“老年女性”。从事电影行业的
周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婆婆就是“受害
者”，“以前她就是正常刷刷做菜煲汤或者
情感类的短视频，自从听了邻居老姐妹们
的推荐后，从此手机屏幕上总是出现小鲜

肉爱上老太太的桥段，弄得我很尴尬。”
这股流量歪风，甚至影响到了知名人

士。360公司创始人周鸿祎这样的行业名
人，就发文称“为了宣传新产品，被市场部
逼着演了短剧”。而这一切缘于他在乌镇
告诉媒体自己“不爱看综艺会看微短剧”，
虽然有玩笑成分，他也承认“其实自己就看
过一部还没看完，就是《20岁霸道总裁爱上
50岁的保洁阿姨》”，他还兴致勃勃地和网
友探讨，“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拍短剧，大家
觉得老周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并表示“准
备拉几个企业家朋友来客串一下”。

有意思的是，总局网络视听司在就
“霸总”题材发布“管理提示”前的10月份，
刚就中老年题材中的“恶婆婆”模式化创作
倾向发布了提示。而在这个12月份，“管
理提示”又贴到了“AI魔改”题材上。

“AI魔改”不属于微短剧，它是用AI技
术恶搞经典影视作品，从而吸引眼球流
量。在平台上比较知名的是《甄嬛传》《西
游记》《红楼梦》等作品的篡改，高铁开进
紫禁城，甄嬛等后宫嫔妃们一言不合就端
起机枪扫射，还能说出篡改的恶搞台词；
通过AI技术，不仅林黛玉能大战孙悟空，
说台词的口型竟然都能对得上。网友们
戏称这些制作方是“中国杂交电视剧之
父”，称这些行为“小作坊下药就是猛”。

霸总爱上老保姆
甄嬛上阵端机枪

总局连续三个月重拳出击影视乱象

这边厢，20岁的霸道总裁爱上了家里50岁+的保姆；
那边厢，高铁开进了永寿宫，甄嬛突然端起了机枪来一通
扫射……在各大短视频平台，近期话题热度十足的恶婆婆
题材、霸总题材微短剧和AI“魔改”等内容，在“雷”得观众

“外焦里嫩”之后，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连续重拳出击，发
出详细的“管理提示”。这些雷人短视频为何屡禁不止？
背后的行业现状又如何？青年报记者也进行了调查。

青年报记者 陈宏

“魔改”或侵犯名誉权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

所合伙人李宇明律师就短视频乱象中的

AI“魔改”现象，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认

为，“魔改”视频包含较高的侵权风险，包

括侵害原作著作权，侵害原作中演员的肖

像权、名誉权等。

“‘魔改’顾名思义，是一种背离原作者

原始创作意图的改编和解释。如果没有获

得著作权人合法授权的情况下，这类作品比

较容易涉嫌侵犯著作权，包括著作权下保护

作品完整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和改编权等。”

李宇明律师认为，AI是新兴领域，诸

多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但根据现行《互

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利用深度合

成技术手段时，必须取得他人的同意，不

得未经许可复制、删改他人肖像、声音，否

则构成对肖像权（包括声音权）的侵犯，侵

权人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此外，利用深度合成技术进行“魔改”

视频，也可能造成他人名誉损害。“如果恶

意给演员换脸，或是利用 AI 让演员做出

一些不文明的举动，都会造成社会公众对

相关人员的社会评价降低，或构成对相关

人员名誉权的侵犯。”

堵疏结合引导
行业健康发展

根据艾媒咨询数据，2024年中国微
短剧市场规模将突破500亿元。上海是
电视剧制作的重镇，也是影视制作公司集
中的地方。于志庆告诉青年报记者，对于
短视频的乱象，上海现在是“堵”和“疏”结
合，来引导包括微短剧在内的短视频内容
行业的健康发展。

“堵”是依据今年6月初广电总局下
发的《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
该提示在业内引发比较大的影响，它要求
未经审核且备案的微短剧不得上网传
播。至此，原先并未纳入审核机制的微短
剧市场正式步入“备案时代”。于志庆解
释说，微短剧将依据投资额进行分层审
核：投资额100万元以上的，由国家广电
总局审核；30万元到100万元之间的，由
省级广电部门审核；30万元以下的，由播
出或为其引流、推送的网络视听平台履行
平台内容管理职责。

而“疏”则是通过官方鼓励性和服务
性措施，引导行业走上正道。比如杨浦、
松江等各区对微短剧产业有扶持，涉及微
短剧的创作、审核、版权保护、技术革新及
市场推广等课题；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
间也举办了首届上海微短剧大会，探讨行
业发展未来；9月，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中国
网络视听协会在上海联合启动“中国微短
剧品质东方计划”，在产业各链条都有大
动作，同时建立微短剧的行业评价体系。

“我们行业协会、拍摄服务机构和版
权服务中心，也在各产业链联动，引导会
员单位进行健康、积极的内容生产，比如
组织编剧去五个新城、去新农村采风，能
挖掘出来很多鲜活的故事，能共情共鸣，
也很适合打造微短剧，”于志庆说，“抛开
急功近利的思想，其实生活中可以挖掘的
题材有很多的。”

尽管有网友表示，“成年人不会因为
这样的剧影响自己的判断”“AI魔改不就
图一乐吗”，但也有大量的网友表示，“唯
流量”的歪风邪气“就像很容易转移的癌
细胞”，对于公众价值观的负面影响是潜
移默化的，对正规创作机构的创作更是一
种践踏。“其实包括很多从业者都知道，为
了强行‘爽剧’、强行反转、强行恶搞，小到
逻辑大到公序良俗都能被无视，肯定是饮
鸩止渴，观众很快就会抛弃这些题材，却
会留下无数后遗症。”曾女士说。

连续3个月，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不
断发布“管理提示”，也让人无可奈何。所
有的提示都基本上是同一个工作流程：总
局下属的省局摸排情况、加强审核、平台
降量提质，它更多是体现在引导效应上。
但制作方总会不断改变赛道甚至只是更
改“外衣”，换汤不换药地用同一套模式来
创作所有的题材。这一点，连周鸿祎都知
道“这个短剧据说一天写剧本两天拍摄”

“大家说花几十万元拍部短剧，如果能播
放几百万，真的比任何广告都划算”。

大公司和名人蹭微短剧的热度做宣
传，还能有资金保障，但对制作公司来说，
如此不顾底线，其实也是因为如今压力增

大。去年12月，青年报记者曾就微短剧
话题采访了上海衍钧影视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负责人鞠仁曦，他透露“微短剧其实
已经不是蓝海，变‘红海’了”。

12月10日，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
行业协会秘书长、上海市影视拍摄服务机
构和上海市版权服务中心主任于志庆也
告诉记者，上海的微短剧大概兴起于2019
年，“是从广告演变而来，早期短剧的时长
在一分钟前后，集数在12集左右，基本上
能把一个故事讲完讲全，制作成本方面控
制在15万元左右”，“现在大家都觉得这
个行业好，制作成本其实也跟着水涨船
高，现在订制内容最高150万元一集，还
不错的微短剧制作机构基本利润也就
5%～8%左右，还不算投流的钱。”

行业不好做，不少制作公司开始转方
向：一是到海外投资，在海外制作绕过监
管和高成本；一是公众熟悉的“下猛药”，
狗血剧情、剧烈冲突、强烈反转、AI魔改，
都是这个思路下的产物。而另一家制作
公司的从业者李先生还透露：“现在圈内
有一部分人，是在恶意炒作这些短视频的

‘高流量’，以此去三四线城市骗投资，粗
制滥造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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